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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数字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广泛运用促进了新型金融模式的诞生——数字金融。这一

领域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的整体关系，很

少对数字金融的子维度进行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除西藏、香港、澳门

外)的面板数据，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开展研究。首先梳理了相关文献，并构建面板固定效

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对基本回归结果、分维度回归结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

及其三个子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使用深度仍是现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

而数字化程度的影响效果则相对较为有限。并且上述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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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as promoted the birth of a new financial model—digital finance. This 
field has become a key forc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xisting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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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finance and economic quality, 
and rarely studies the sub-dimensions of digital finance.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
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excluding Tibet, Hong Kong, and Macao) from 2011 to 
2020,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finance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
velopment. Firstly,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was sorted out, and a panel fixed effect model was 
constructed for empirical testing. Finally, the basic regression results and multi-dimensional 
regression results were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finance and its three 
sub-dimension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which the depth of use is still the main way to play a role at this stage, while the impact of digital 
degree is relatively limited. And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still valid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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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是，进入新时代，经济的增长速度开

始逐步减缓，城乡差距、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及生态环境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探索适合我国发展情况的新模式显得尤为关键。2023 年 10 月 31 日，中央金融

工作会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为

了保障经济稳健增长，关键在于改善金融体系。然而，传统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的过程中，经常面临信

息不匹配、融资难题和创新不足等挑战，这些挑战成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障碍。数字金融则在这一领域

展现出了新的活力，以数据和技术为支柱和动力，通过促进资本与产业流动，依托信息技术的流动性，

增强了市场参与主体的活跃度。这一过程不仅优化了资源在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各环节的配置，还促

进了供需间更高层次的动态平衡。数字金融的运用有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与提升，支持我国经济和社会向

着一个低碳、绿色、高效和集约化的发展方向转型，完美地响应了经济高质量增长对金融服务的新需求。 
因此，数字金融的稳健发展，势必增加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的效能，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

增长。因此，深入探讨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研究旨在

通过构建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详细分析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

并对数字金融的三个子维度进行实证研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第一，数字金融通过提高金融包容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包容性是指使各个社会群体都能以

合理成本获得适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Demirguc-Kunt et al. (2018) [1]通过其《全球金融普惠数据库》报

告指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达性和负担能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通过移动支付、

在线银行等工具，未银行化的人群得以接触到金融服务，从而促进了金融包容性。 
第二，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促进信息的快速流动和处理，改善了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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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Philippon (2016) [2]在其研究中强调，金融科技的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提高了资本分

配的效率。 
第三，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包括新兴的支付系统、数字货币、区块链技

术等。Catalini 和 Gans (2016) [3]在其关于区块链经济学的研究中指出，这些创新不仅提高了金融交易的

安全性和效率，也为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机会。 
第四，数字金融通过提供更精准的风险评估和信贷决策工具，有助于资源在经济中的有效配置。Allen 

et al. (2020) [4]在其关于中国金融系统的研究中提到，数字金融通过扩大对小微企业和农村经济的金融服

务，有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 
综上所述，近几年的研究强调了数字金融在促进金融包容性、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促进金融创新以

及改善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这些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

持，表明数字金融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数字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正相关，即数字金融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本研究通过使用 STATA17.0 软件，对变量进行 BP 检验、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基于此来确定哪

种面板回归模型最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Table 1. Summary analysis of results 
表 1. 结果汇总分析 

解释变量 检验类型 检验值 检验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F 检验 F(30 275) = 20.58 FE 模型 

BP 检验 (01) = 439.17 FE 模型 

Hausman 检验 (4) = 92.05 RE 模型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F 检验 F(30 275) = 20.34 FE 模型 

BP 检验 (01) = 416.29 FE 模型 

Hausman 检验 (4) = 33.62 RE 模型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F 检验 F(30 275) = 21.68 FE 模型 

BP 检验 (01) = 477.95 FE 模型 

Hausman 检验 (4) = 76.39 RE 模型 

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F 检验 F(30 275) = 20.14 FE 模型 

BP 检验 (01) = 401.08 FE 模型 

Hausman 检验 (4) = 11.67 RE 模型 
 

首先，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并选取对外开

放度、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控制变量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最终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为本文的回归模型。 
其次，采用同样的方法对数字金融的三个子维度进行检验，表 1 的结果表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为最

优模型。基于前述模型检验的结果，本文基于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四个方面构建了基准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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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构建如下： 

 0 1 2 3 4Hqd DF Fdi Rfor Faiit it it it it i t itα α α α α µ λ ε= + + + + + + +  (1) 

其中，Hqd 为高质量发展总指数；DF 为综合代理变量，包括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Difi)、覆盖广度(Bdf)、
使用深度(Ddf)和数字化程度(Ddfi)；Fdiit、Rforit、Faiit 均为控制变量，α0 为截距项，αi 为解释变量及控制

变量的系数；μi、λt、εit 依次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1 ≤ I ≤ 31，1 ≤ t ≤ 10。 

3.2. 变量选择与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Hqd)：该指标构建涵盖 5 个一级指标和 18 个二级指标，具体计算方式和指标属性

见表 2。 
 

Table 2.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表 2.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式 属性 

创新发展 GDP 增长率研发投入强度投资

效率技术交易活度 
地区 GDP 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

/GDP 投资率/GDP 增长率技术交易成交额/GDP 正向正向负向正向 

协调发展 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政

府债务负担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城镇化率第三产业产

值/GDP 债务余额/GDP 正向正向正向负向 

绿色发展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单位产出的

废水单位产生的废气 
能源消费增长率/GDP 增长率废水排放量/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GDP 负向负向负向 

开放发展 对外贸易依存度外商投资比重

市场化程度 
进出口总额/GDP 外商投资总额/GDP 地区市场

化指数 正向正向正向 

共享发展 
劳动者报酬比重居民收入增长

弹性城乡消费差距民生性财政

支出比重 

劳动者报酬/GDP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GDP 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地方财政

预算支出的比重 

正向正向负向正向 

 
在定义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时，本研究借鉴了樊纲(2003) [5]、何宏庆(2019) [6]、孙豪及桂河清

(2020) [7]等学者的研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去量纲化处理 
所有三级指标按照 40 至 100 的区间进行指数化。具体方法如下：对于正向指标使用公式(2)，而对于

逆向指标则应用公式(3)： 

 min

max min

40 60 ij ij
ij

ij ij

y y
Y

y y
−

= + ×
−

 (2) 

 max

max min

40 60 ij ij
ij

ij ij

y y
Y

y y
−

= + ×
−

 (3) 

其中，i 代表各项指标，j 代表各省份，yij 是指标 i 在省份 j 的实际值，yijmin 和 yijmax 分别代表 yij的最小值

和最大值，Yij 是指标 i 在 j 省的指数化值。 
步骤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鉴于在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等维度的同等重要性，本研究采用等权重法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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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综合指数的计算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通过线性加权法计算得出，具体如公式(4)所示： 

 ( )
20

1

i

j ij i
i

P Y w
=

=

= ×∑  (4) 

其中 Pj 为 j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wi 为 i 指标的权重。 

3.2.2. 解释变量 
本文依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制定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包含的三个子维度，评估了数字

金融在我国发展的状况。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Bdf)：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能够覆盖人群范围的广度。它关注的是数字金融

服务能够触及多少未被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的人口，尤其是在偏远地区、低收入群体中的普及情况。覆盖

广度越高，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达性和普及率越高，意味着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减少金融

服务的地域和社会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Ddf)：指已经接触到数字金融服务的用户，对这些服务的使用频率和多样性。

这不仅仅是关于是否有访问金融服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服务是否被频繁使用，以及用户是否使用

了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支付、贷款、储蓄、投资等)。使用深度越高，表明消费者对数字金融服务的

依赖程度越高，金融服务的融入日常生活的程度越深。 
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Ddfi)：指金融服务提供和管理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这包括金融机构

内部运营的数字化、金融产品的数字化设计以及通过数字渠道向客户提供服务的程度。高度的数字化不

仅能够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还能通过数据分析等手段提供更加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

产品的质量和创新性。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选取的控制变量有：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1) 对外开放度(Fdi) [8]：用货物进出口金额(万元)/生产总值(亿元)衡量。该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

区与全球市场的互动及其融合程度。高度的对外开放能够促进国际间的技术与知识转移，引入全球竞争，

进而提高国内产业的效率与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支持作用。 
(2) 外资直接投资的规模(Rfor) [9]：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万元)除以国内生产总值/10,000 衡量。外资

直接投资不仅引入了资金，也可能携带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及对国际市场的接入，这些都是增强本地产

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3)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ai)是通过固定资产总投资(亿元)除以国内生产总值(以亿元计)来确定的。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指标，包括了基础建设、生产设施等长期资

产的投资。适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刺激增长，也能够提高社会及经济系统的整体效能，对于实现

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至关重要。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总体效应回归结果 

表 3 展示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采用面板固定效应(FE)模型回归得

到的结果，显示在列(1)中，数字金融的回归系数为 0.000224，并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

表明，数字金融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正面且显著的影响。换言之，当数字金融增长 1%时，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将提高 0.0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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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Overall 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总体效应回归结果 

 (1) Hqd 
Difi 0.000224*** (9.69) 
Fdi 0.243*** (12.14) 
Rfor −0.0158 (−0.09) 
Fai −0.0839*** (−6.45) 

_cons 0.250*** (15.83) 
N 30 

4.2. 子维度回归结果 

在表 4 的第(1)列至第(3)列中，面板固定效应(FE)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揭示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在 1%的置信水平上均显著，且回归系数分别为 0.000220、0.000236、0.000160，
所有系数均为正值。这表明，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在这

三个方面中，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覆盖广度，而数字化

程度的效果则相对较弱。 
 

Table 4. Sub-dimension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子维度回归结果 

 (1) Hqd (2) Hqd (3) Hqd 

Bdf 0.000220*** (9.48)   

Ddf  0.000236*** (10.17)  

Ddfi   0.000160*** (8.04) 

Fdi 0.240*** (12.08) 0.245*** (12.41) 0.242*** (11.69) 

Rfor −0.0282 (−0.15) −0.0158 (−0.09) −0.0790 (−0.42) 

Fai −0.0807*** (−6.18) −0.0788*** (−6.17) −0.0940*** (−6.74) 

_cons 0.253*** (16.13) 0.244*** (15.53) 0.261*** (16.21) 

N 310 310 310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使用深度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4.3. 稳健性检验(剔除控制变量) 

为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在原有模型中剔除了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固定资产

投资水平等控制变量之后，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其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Hqd (2) Hqd (3) Hqd (4) Hqd 

Difi 0.000105*** (4.23)    

Bdf  0.000112*** (4.41)   

Ddf   0.000117***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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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dfi    0.0000491** (2.71) 

_cons 0.271*** 0.272*** 0.269*** 0.280*** 

N 310 310 310 310 

 
回归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的系数均为正值，这表明它们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

正面影响。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覆盖广度指数和使用深度指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而数字

化程度指数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与表 2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了数字金融及其不

同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正向作用，从而证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1 至 2020 年间中国 31 个省份(西藏除外)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且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分析

后依然有效。(2)通过对个体效应的分析，我们发现数字金融的三个子维度均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

积极影响，但是三个子维度的作用效果有所差异，其中使用深度发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覆盖广度和数

字化程度。 

5.2. 建议 

一是加强对数字金融的政策支持[10]，以促使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明确

制定数字金融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资金支持、政策引导等，激励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参与数字金融服

务。同时建立和完善数字金融的监管框架[11]，确保金融创新在安全、合规的环境下进行，并且防范和控

制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基于数字金融三个子维度的视角，发挥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1) 提升金融服务覆盖广度：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扩大服务网络，尤其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利用移

动金融和代理银行模式等方式提高服务覆盖范围。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如通过移

动支付平台和在线贷款服务。 
2) 增加金融服务使用深度：多样化金融产品的开发，满足不同消费者和企业的需求，鼓励创新以提

供个性化服务。加强金融教育，提高公众的金融知识和技能，增强他们使用复杂金融产品的能力和意愿。 
3) 提高金融服务的数字化程度：支持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

金融领域的应用。强化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制定相关的法律和规章，保障金融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及隐

私权。 
通过实施以上政策建议，可以有效提高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从而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金融的健康发展不仅可以提升金融市场的效率和创新能力，还可以增强经济的

包容性和稳定性，为经济提供更加坚实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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