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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2011~2021年云南省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升级的关

系。结果显示：云南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居民消费升级，且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表现为数字

普惠金融对滇中和滇西消费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于滇东和滇南没有显著影响。通过采用数字化

程度、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替代总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果稳健。故，应进一步加强云南省互联

网基础设施建设、多措并举提高居民的数字金融意识，为有效发挥消费升级作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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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this paper uses a model which in-
corporates fixed effects and mediation effect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fi-
nancial inclusion and consumption upgrad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Yunnan is beneficial to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exhibits significan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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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nal heterogeneity. Specifically,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 Central and Western of Yunnan, but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Eastern 
and Southern of Yunnan. Robustness tests using digitalization level, coverage breadth, and digita-
lization level as substitutes for the overall index confirm the stability of the resul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adopt multiple 
measures to enhance residents’ digital financial awareness,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ly 
promoting consumption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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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云南地区的消费总额不断增加，根据云南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1~2021 年云南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从 3000.1412 亿元增加到 10731.8 亿元。在全国占比由 2021 年的 1.63%提高到 2.43%，说明云

南地区的消费沉淀潜能得到了初步释放。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尤其是数字金融，如微信支付、余额宝、京东白条等，这些新兴的支付方式改善了金融服务的快捷性

和可得性，使得更多的群体进入金融市场，也有助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2. 相关文献回顾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更多学者对其展开了深入研究。Levchenko [1] (2005)认为金融发展

能够有效分配资源，缓解流动性约束，释放居民压抑的流动性需求。刘琳等[2] (2022)认为以移动支付为

代表的数字金融普惠工具创新了支付方式，扩大了内需，促进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对城乡消费升级影响显

著。毛中根等[3] (2010)和陈佩婷[4] (2021)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不同

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关系在地区上呈现出非均衡性，东部大于中部大于西部。 
邱云飞等[5] (2021)也是通过线性面板数据，并且进一步介于中介效应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升级

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收入效应、储蓄效应和支付效应。易行

健等[6] (2018)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的两个维度即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居民消

费的影响，通过追踪。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缓解流动性约束与快捷支付促进居民的消费。 

3. 云南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升级的现实考察 

3.1. 云南数字普惠金融的现状 

2016 年 G20 峰会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概念，通过数字技术、移动支付及互联网技术提高金融服务

覆盖广度和深度，其中包含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云南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之一，围绕

党的十九大精神，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云南省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了针对“三农”、微小企业、

保险业、资本市场、民间融资机构五大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云南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 
在基础设施方面，云南信用体系不断完善，积极开展居民个人诚信教育，加快推进个人诚信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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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构建多元化信用信息采集渠道，在 2020 年，在全省 10,000 个农村金融服务站推行农民有关信用

信息的采集和更新。提高各个平台有关个人的信息安全、隐私安全等方面的水平。 
云南农信围绕衣食住行娱乐购物等，增加了手机银行服务的功能，提供社保缴纳费、学校教育、生

活便民、住房认购等多样化服务。2022 年还提升了手机银行的适老化服务，各大银行也在践行普惠金融、

创新金融为中小企业发展赋能。 
到 2020 年，云南的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将会覆盖全省所有乡镇。在位于云南的边境、民族地区陆续

启动数字普惠金融示范乡村创建工作，确定了 13 个县作为首批省级的数字乡村试点区域。 
见图 1，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和覆盖广度在云南省呈现出一个稳步上升的

趋势，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大体上也是呈现出上升趋势。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云南的发展是呈现出一

个比较良好的趋势。2021 年，云南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为 346.93，与 2011 年数据相比，普惠金融总指

数为 24.91，取得了很大的跨越。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Figure 1. Status of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Yunnan, 2011~2012 
图 1. 2011~2012 年云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见图 2，通过比较 2011 年、2021 年云南各地州市的数字普惠总指数发现，经过十年的时间，各地州

数字普惠金融呈现一个较大的发展变化，几乎都实现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四倍的增长，数字普惠金融

在各地州都得到比较好的发展，尤其在昆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一直是领先于其他地州。2011 年，其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相对较低的普洱和迪庆两个地州在经过十年发展之后与其他地州的差距明显缩短。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Figure 2. Total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of Yunnan states, 2011 and 2021 
图 2. 2011 年和 2021 年云南各地州市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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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云南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现状 

云南居民消费取得快速增长，消费水平持续提高，云南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继续缩小。2011~2021
年，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 7135 元增加到 18,851 元，年均增长 10.2%。居民消费与收入也同步增长，

在 2012~2021 年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收入比例保持在 70%左右在 10 年间累计提高 0.5 个百分比，表明云

南居民消费观念得到了快速转变，消费潜能逐步得到释放。 
2011~2021 年，农村居民消费增速高于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 4424 元增加到 12,386 元，年

均增长 10.8%，快于城镇居民 2.2 个百分点。云南居民八大类人均消费支出也全面快速增长。传统耐用消

费品的持有量稳定增长，高端智能消费品持有量加快增长，反映了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 
见图 3，通过对 2011 年与 2021 年云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以看出在十年的发展中各地州社会

消费零售总额都呈现出较大增长，尤其省会城市昆明增长最多。其次曲靖、红河等地方的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也较 2011 年有很大的增长不断缩小各地州之间的差距。 
其次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云南省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在整个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也由 2011 年的

38.1%降至 2021 年的 31.6%。食品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以恩格尔系数划分的居民

生活状态，云南居民消费水平已经达到高质量的小康生活。其中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

重由 2013 年的 36.6%提高到 2021 年的 40.9%，而生存型消费从 2013 年的 61.8%下降到 2021 年的 57.7%。 
 

 
资料来源：《云南统计年鉴》 

Figure 3.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by state, 2011 and 2021 
图 3. 2011 年与 2021 年各地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云南教育消费也从 2013 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 588 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1622 元，增加了 1.8 倍。其中

成人教育年均增加到 13.3%，学前教育年增加到 19.0%。 
见图 4，通过对人均 GDP 的对比不难发现在经过十年的时间里，云南省各地州人均 GDP 都几乎实

现三倍左右的增长，尤其玉溪在 2021 年人均 GDP 超过昆明成为全省人均 GDP 第一，怒江、迪庆等地方

人均 GDP 也与稳步上升。全省人均 GDP 趋势总体呈现出一个大幅上升。 
显然居民消费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居民消费升级也在不断实现。 

4. 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升级的作用机制 

4.1. 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密不可分，一般来说，经济增长越快，居民收入增长越快，反之，

如果经济增长放缓，居民收入也随之放缓[3] (毛根中、洪涛，2010)。对于居民而言只有收入增加了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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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其消费，才能完成对于消费的升级。 
 

 
资料来源：《云南统计年鉴》 

Figure 4. GDP per capita in Yunnan states, 2011 and 2021 
图 4. 2011 年和 2021 年云南各地州市的人均 GDP 

 
收入水平高低决定着能否扩大居民消费范围并能改善居民消费结构，进而激发居民消费升级。数字

普惠金融飞速发展有利于国民收入增长和社会财富效应增加并且通过对居民收入增长从而促进了居民消

费，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更为便利的支付方式和新型金融

模式来促进居民消费，而且其能够拓展金融服务范围，有效的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为扩大居民消费及促

进消费升级创造有利的条件[7] (董占奎、关冬利，2021)。 

4.2. 通过改善居民预期进而促进消费 

消费者的当期消费与未来收入成正比，与未来支出成反比。稳定和改善居民对未来预期的看法可以

促进消费。若居民对于未来的期望充满变数，他们一般都会减少当期的消费，增加储蓄，为了规避前景

不确定所造成的风险，从而减少收益，从而降低消费意愿。 
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信心，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互联网技术、

云计算等方式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另一方面通过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

完善社会保障，降低居民对未来风险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当期储蓄，增强当期的消费支出，

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8] (赵宝国、盖念，2020)。 

4.3. 通过减少流动性约束刺激居民消费 

流动性约束理论觉得，既然现实生活中流动性约束是必然存在的，那么持久收入假说也就会不成立。

并且在面临流动性约束出现的情况下，均会减少了当期的消费。当消费者面临较高的流动性约束时，储

蓄率就会上升，居民就会把手中空闲的钱存入银行不再用其作为消费支出。流动性约束也是消费信贷对

消费需求产生抑制的因素，这时可通过减少消费信贷的方式减少流动性约束，释放居民的消费潜能。数

字金融普惠的一个表现是，它能够使人们缓解从正规金融结构的信贷约束，使消费者更容易获得消费融

资，减少流动性约束。 

5. 云南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升级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5.1. 构建模型 

为了进一步讨论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云南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实证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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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it it it i itLncon difi Xβ β ϕ δ ε= + + + +                              (1) 

式(1)中， i 和 t 分别表示地州与年份，居民消费水平对数 itLncon 表示的是被解释的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itdifi 表示的是核心的变量， itX 表示的是控制变量。 
同时，为了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升级的中介作用，借鉴相关论文研究，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

式(2)和式(3)同上所示一致，其中 Ur 表示城镇化率： 

0 1it it it i itUr difi Xβ β ϕ δ ε= + + + +                              (2) 

0 1 2it it it i itLncon difi Ur Xβ β β ϕ δ ε= + + + + +                           (3) 

5.2. 变量选择 

5.2.1. 被解释变量 
根据多数文献的做法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来看，居民消费水平 Lncon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来替

代，单位为万元，对数据进行处理对数。资料来源于历年的《云南统计年鉴》。 

5.2.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difi 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所提供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其次相关的子指数分别

为是使用深度 use1、覆盖广度 cov1、数字化程度 dig1，将全部数据除以 100 进行处理。 

5.2.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也会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选取控制变量：1) 人均 GDP ( agdp )对居民消费支出

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也会发生一定的转变，单位为万元。2) 财政支出( 1Govex )，
使用政府公共预算财政支出作为控制变量，政府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单位为亿元。

3) 产业结构(IS)采用的是云南的第三产业和 GDP 之间的比来度量云南地区的产业结构。 

5.2.4. 中介变量 
采用城镇化率(Ur)作为中介变量，其中城镇化率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 

5.3. 数据描述 

如表 1 上部分报告了样本变量之间的关系。各变量之间相关性系数最低时为 0.205，最高时为 0.987。
下部分报告了变量的描述统计，其中 2021 年昆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为 33,864,000 万元，最小为

2015 的怒江为 176,000 万元。云南所有地州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的 GDP 以及政府财政支出都

呈现出直线增长。 
 
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相关系数以及描述统计 

 Lncon difi cov1 use1 dig1 Govex1 agdp IS Ur 

difi 0.482 1        

cov1 0.520 0.987 1       

use1 0.439 0.967 0.927 1      

dig1 0.341 0.924 0.873 0.879 1     

Govex1 0.857 0.453 0.485 0.406 0.34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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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agdp 0.562 0.675 0.734 0.592 0.506 0.494 1   

IS 0.0760 0.573 0.597 0.520 0.489 0.205 0.516 1  

Ur 0.761 0.542 0.589 0.504 0.361 0.705 0.710 0.393 1 

样本量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176 

均值 14.603 1.692 1.5460 1.668 2.217 263.26 3.34 0.436 0.412 

标准差 1.093 0.702 0.739 0.678 0.757 169.181 1.827 0.082 0.107 

最小值 12.081 0.303 0.051 0.041 0.204 42.684 0.888 0.269 0.226 

最大值 17.338 3.084 3.249 2.79 3.075 928.16 10.478 0.641 0.805 

5.4. 实证结果分析 

5.4.1. 云南数字普惠金融在居民消费升级中的作用 
表 2 为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可以从表中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云南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居民消费水

平均呈正向影响，并且在 5%及 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总指数每上升 1 个单位，居民

消费水平也跟着提高 23.256%，表明云南的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了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升，帮助实

现居民消费升级。 
在控制变量中，政府财政支出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这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过程

中是对居民生活质量和便利程度的提升的结果；人均 GDP 对人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产业结构

对人民消费升级也具有正向作用。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变量 lncon lncon lncon 

difi 0.57267*** 0.32558*** 0.23256** 

 (7.182) (3.339) (2.352) 

Govex1 0.00065 0.00047 0.00006 

 (0.858) (0.542) (0.069) 

agdp  0.17075*** 0.15803*** 

  (4.615) (3.865) 

IS   2.49603*** 

   (3.527) 

Constant 13.46257*** 13.35951*** 12.57930*** 

 (132.910) (93.571) (51.567) 

样本量 176 176 176 

R-squared 0.811 0.857 0.882 

注：***、**、*分别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并且括号内

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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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异质性分析 
受云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 等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和其他一系列要素在不同地域均有不

同程度的变化，因此，需要对云南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效应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 
进一步，将云南划分为四个区域。然后再分别对四大区域进行回归分析。四个区域是参考云南地形

来划分，其中滇中为三个地州分别是昆明、楚雄、玉溪；滇东有两个地州，分别为曲靖和昭通；滇西有

六个地州，分别为临沧、大理、德宏、迪庆、怒江、保山；滇南有五个地州，分别为西双版纳、德宏、

红河、文山、普洱。 
在表 3 中可发现云南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在促进本地居民消费升级方的推动作用具有地区异质性

的特点。对于滇中地区可以得出总指数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当总指数每上升 1 个单位，

居民的消费水平就能够上升 35.383%；对于滇东地区来说总指数是抑制居民的消费水平；而滇西地区的

数字普惠金融在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方面的效果显著，但明显低于滇中地区，并且当总指数每上升 1 个单

位，居民的消费水平将提高 14.18%；滇南地区的总指数对于居民的消费水平无显著影响。也同时说明了

数字普惠金融在对于滇中、滇西地区居民的消费升级中提供了更加高效的作用。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consumption upgrade in different regions 
表 3. 不同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升级影响的回归结果 

 滇中 滇东 滇西 滇南 

变量 lncon lncon lncon lncon 

difi 0.35383* −0.03866 0.14180*** 0.20156 

 (3.194) (−0.191) (4.106) (1.894) 

Govex1 −0.00154** 0.00250 0.00129 −0.00081 

 (−5.085) (3.701) (1.824) (−1.006) 

agdp 0.13545** 0.21072** 0.18038* 0.27722** 

 (7.725) (40.483) (2.563) (3.909) 

IS 1.67801 −0.01540 2.44103* 2.73009* 

 (1.702) (−0.013) (2.523) (2.351) 

Constant 14.11368*** 13.67034** 11.83968*** 12.41658*** 

 (41.535) (33.833) (32.735) (30.939) 

样本量 33 22 66 55 

R-squared 0.962 0.972 0.920 0.891 

注：***、**、*分别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并且括号内为 t 值。 

5.4.3. 中介效应分析 
表4表示加入城镇化率指数(Ur)来检验云南数字普惠金融difi对消费升级的升级是否存在以城镇化率

指数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从表 4 中我们可以得到 difi 对城镇化率回归系数为 1%的水平上

显著且为正，说明城镇化率在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升级的实证分析中起完全中介效应的作用。 

5.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变量替换为三个子指数进行回归分

析，其分别为覆盖广度(Coverage breadth)、使用深度(Usage depth)以及数字化程度(Digitiz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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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s 
表 4.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1) (2) (3) 

变量 lnLncon Ur lnLncon 

difi 0.23256** 0.06688*** 0.21190* 

 (2.352) (6.471) (2.058) 

Ur   0.30882 

   (0.411) 

Govex1 0.00006 0.00007 0.00004 

 (0.069) (1.345) (0.041) 

agdp 0.15803*** −0.00332 0.15905*** 

 (3.865) (−0.641) (3.891) 

IS 2.49603*** −0.11660 2.53204*** 

 (3.527) (−0.606) (3.409) 

Constant 12.57930*** 0.34171*** 12.47378*** 

 (51.567) (6.075) (32.604) 

样本量 176 176 176 

R-squared 0.882 0.743 0.882 

注：***、**、*分别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并且括号内

为 t 值。 

 
从表 5 中可知，至少是在 10%的显著水平下，三个子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有显

著的积极促进作用，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其中覆盖广度不仅在 10%水平下显著而且也在 5%的水平下显著，

并且覆盖广度每提高 1 个单位，居民消费水平就提高 29.0344%；而使用深度仅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其

每上升 1 个单位居民消费水平上升 12.69%，数字化程度在 5%水平上显著，每上升 1 个单位，居民消费

水平上升 10.266%，究其原因无外乎是，数字普惠金融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随着覆盖广度、使用深

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增加，电子移动设备的增加，对于云南的居民来说消费更加便捷，同时数字普惠金融

也提供了各种信贷、投资、保险等方面的服务对云南居民的消费信心也大大增加，从而促进云南居民的

消费升级。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hree sub-indices of digital inclu-
sive finance on resident consumption upgrading 
表 5. 数字普惠金融三个子指数对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的回归结果 

 (1) (2) (3) 

变量 lncon lncon lncon 

cov1 0.29034**   

 (2.725)   

use1  0.12690*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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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dig1   0.10266** 

   (2.451) 

Govex1 −0.00004 0.00036 0.00030 

 (−0.046) (0.439) (0.372) 

agdp 0.12814** 0.18974*** 0.20503*** 

 (2.920) (5.079) (6.286) 

IS 2.40295*** 2.82842*** 2.74138*** 

 (3.531) (3.719) (3.581) 

Constant 12.68877*** 12.42995*** 12.41804*** 

 (51.575) (51.209) (51.706) 

样本量 176 176 176 

R-squared 0.889 0.873 0.873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并且括号

内为 t 值。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根据对云南 16 个地州市 2011 年到 2021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云南数字普惠金融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于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能够有效推动云南地区

居民的消费升级。 
第二，云南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均对居民消费升级均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三，对滇中、滇西地区来说，云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对居民消费升级的效果更加明显。但是，对

于滇东地区来说，更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让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发挥地其作用。 
当然，由于云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相对于东部地区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才能

使数字普惠金融得到更好的发展，使云南居民的消费水平能够得到更加完善，促进云南居民消费升级。 

6.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完善云南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减少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并且通过加强云南互

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进一步强化数字化与普惠金融服务的高度融合，持续推进云南各地州市数字普惠

金融的建设，让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居民的消费升级。 
第二，不断加强监督和管理，让金融市场更健全、更规范、更符合发展形势的监管政策，更及时、

更有针对性地指导新型普惠金融机构的合法运营。同时，也要关注发展数字金融带来的新型金融风险，

把数字金融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而转变居民对于金融高风险、高收益的刻板印象。 
第三，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把握数字金融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好的提升云南居民消费水平。 
第四，提高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宣传教育，使云南各地州居民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了解更加全

面，增加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接受程度，提高云南地区居民对于数字金融素养，能够降低金融风险，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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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财和消费习惯，充分发挥手机端、PC 端和金融服务自助机器的作用，提高金融服务。 
第五，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相对不是很顺畅的地区提供更多的帮助，使云南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性等

优点更好遍及全省。 
第六，提升城镇覆盖率对消费升级也有正向作用。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使得人口向城市聚集和劳动

力的转移，消费水平也会大幅度上升，这就会为消费升级带来强大动力。因此城镇化率有利于促进消费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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