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研究

谭卓敏，陈楚娜，柳    松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在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针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状况亟需缓解的

现实，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层面的金融科技采纳指

数，探讨了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有效缓解

农户财富不平等，缓解金融排斥、促进金融信息获取以及非农创业是其中三条重要渠道。进一步分

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

的作用，低收入水平和低受教育程度的农户家庭采纳金融科技能够产生更大的财富创造作用。因

此，推进金融科技下乡，提升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建设水平，是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促进农村地区

共享发展成果，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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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的美好愿

景，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农村地区是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

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跨越

式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截至 2020年底，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已连续十一年超过城镇

居民。而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户间的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李家山等（2021）基于 CHFS 调查

数据和年度胡润富豪榜数据，运用广义帕累托插值法研究了中国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动态演进趋

势。研究表明，截至 2016年，我国农户群体内部的财富基尼系数接近 0.8，农户财富不平等现象

日益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明确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意味着实现

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关注流量型的收入分配问题，还应重视存量型的财富积聚问题。因此，探寻

如何改善农户财富不平等状况，对于增进农村居民福祉，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村农民共同

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农村金融体系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农村普惠金融更是服

务与支持“三农”发展的重要支撑。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迅猛发展，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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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提高了农村居民的金融可得性（朱一鸣和王伟，2017），在减缓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张彤进和任碧云，2017；张栋浩和尹志超，2018）。尽管传统普惠金融服务模

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普惠效果，但仍未达到预期（罗剑朝等，2019）。具体而言，传统金融服务

模式受到时空的限制，金融资源难以下沉到农村地区深处，弱势农户仍然受到严重的金融排斥，

加之金融“精英俘获”的作用，反而可能拉大贫富差距。这就需要技术进步带动金融创新以克服

“三农”金融服务中长期面临的覆盖面窄的“痛点”与信息不对称的“堵点”。近年来，新兴科技

快速发展，数字信息技术与金融业态深度融合，金融科技已经成为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

升金融服务质量、深化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引擎，为突破普惠金融发展桎梏提供了

“良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明确提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

性。作为一种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金融科技突破了传统金融交易对线下网点的依赖，为农户

提供了便捷、低廉、安全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那么，金融科技是否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共享经济发

展成果，缓解财富不平等？

关于家庭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大量探讨。

从宏观视角来看，货币政策（Berisha 和 Meszaros，2020）、房市行情（Wan 等，2021；郭冬梅等，

2021）以及社会生产率（Álvarez-Peláez和 Díaz，2005；Kaymak和 Poschke，2016）是影响居民财富

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从微观视角来看，现有研究从资产组合收益率（Wei 等，2019）、遗产继承（Yang

和 Gan，2020）、人力资本（Bhattacharya等，2016；Lusardi等，2017）等角度切入，发现家庭持有资

产组合收益率差异、遗产继承以及居民人力资本差异会加剧财富不平等。随着新兴信息科技的

迅猛发展，金融科技与“三农”有机融合发展，逐渐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温涛和

何茜，2023）。因此，金融科技与农户经济不平等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初步得到一致

的结论，即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能够有效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其中提高互联网信

息可得性和缓解信贷约束是金融科技发挥作用的两条重要可行渠道（斯丽娟和汤晓晓，2022；徐

莹和王娟，2022）。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效应

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缓解金融排斥、促进

金融信息获取以及非农创业是其中三条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金

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的作用，低收入水平和低受教育

程度的农户家庭采纳金融科技能够产生更大的财富创造作用。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政策及市场因素与

微观个体行为特征两大方面探讨了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形成机制与驱动因素，鲜有研究从农户行

为视角切入，深入探究居民采纳金融科技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则补齐了现有研究的短

板，拓展了居民财富不平等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其次，关于金融科技与农户经济不平等的关

系，现有研究通常将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微观调查数据匹配之后进行分析，这种做法在一

定程度上忽略了同一地区不同农户的金融科技采纳行为存在差异（斯丽娟和汤晓晓，2022；徐莹

和王娟，2022）。本文则探索性地利用 2017—201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问卷选取的关于金

融科技使用的 6个题项，通过因子分析法对相关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构建出金融科技采纳指数，

量化了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在农村地区的普及情况。这对于制定金融科技下乡的相关政策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现有研究极少从农户视角出发，探讨金融科技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机

制。本文则从金融排斥、金融信息获取以及非农创业视角，深入挖掘了金融科技影响农户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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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作用机制。这为促进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参考

和经验证据。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与

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基本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进一步分析；第

七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 Saez 和 Zucman（2016）以及李家山等（2021）的居民财富不平等驱动机制分析框架，结

合中国的现实情境，初始财富分配、资产收益率差异以及相对收入水平差异是农户财富不平等

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根据金融中介理论，降低交易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是金融中介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随着金融科技与金融业态的深度融合，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服务流程、技术应用以

及产品层出不穷。本文认为，金融科技主要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金融信息获取以及非农创

业三条渠道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

第一，金融科技通过缓解金融排斥来降低农户财富不平等程度。传统金融依赖于设置线下

网点来提供金融服务，而金融科技加持下的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突破了传统金融受到的时间与

空间限制，使金融资源下沉到农村地区及难以触达的末端群体。这缓解了弱势农户的金融排斥

（孙玉环等，2021），进而降低了农户财富不平等程度。一方面，金融科技弱化了金融业的技术分

工和金融的专业化，金融业务流程得到简化，具有鲜明的高触达性和低门槛性。这种简明的操

作流程提升了弱势农户的金融可得性，缓解了其受到的金融排斥，使得农户的金融资源分配更

加均衡。这优化了农村地区的收入分配结构，提升了农户的相对收入水平，降低了收入不平等

程度，进而缓解了财富不平等。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前沿科技引领的金融创新，金融科技的快速

发展推动了金融机构的数字化建设，促进了金融供给方式与金融普惠模式的创新（张龙耀和邢

朝辉，2021），简化了金融业务流程，降低了农户受到的投资理财排斥，使得农户可随时随地通过

移动终端开展金融活动（如开立账户、投资交易等）。这增强了农户的金融市场参与意愿（周广

肃和梁琪，2018），提升了其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进而缓解了财富不平等。综上分析，金融

科技通过缓解金融排斥，降低了农户财富不平等程度。

第二，金融科技通过促进金融信息获取来降低农户财富不平等程度。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

已经渗透到农户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方支付平台、商业银行 APP等各类数字金融应用层出不

穷，金融科技应用的信息技术具有规模收益和边际成本递减的特征，促使金融服务供给方使用

金融科技来拓展金融信息的传播渠道。例如，各大金融机构通过移动端 APP向顾客推送新型金

融产品与服务的相关信息。因此，农户在享受金融科技带来便捷的同时，可以通过以大数据、云

计算为底层技术的数字平台，接收和传递与其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且准确度和透明度更高的经

济金融信息（何婧和李庆海，2019），从而帮助其突破信息壁垒，获取自身所需的金融信息。在发

挥金融服务功能的同时，基于移动终端的金融科技应用软件也伴有信息互动效应。因此，金融

科技发展提升了家庭的社会互动水平，加强了熟人之间的金融信息交流。同时，基于新兴数字

技术的金融科技平台打破了传统社会互动的范围限制，扩大了农户社会网络的空间范围。线上

互动机制促进了相互交流学习（郭士祺和梁平汉，2014），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金融信息的来源

渠道，促进了金融信息获取。而金融信息获取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财富不平等产生潜在影

响。一方面，农户所获取的有效金融信息能够帮助其熟知近期的市场动态，及时应对市场变化

并调整经营决策，减少生产经营损失（樊文翔，2021），抑制收入不平等，进而缓解财富不平等。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促进金融信息获取，降低了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增强了农户参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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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意愿，优化了家庭资产配置（吴雨等，2021），进而缓解了财富不平等。综上分析，促进金

融信息获取是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的一条可行渠道。

第三，金融科技通过促进非农创业来降低农户财富不平等程度。众所周知，融资难一直是

制约农户开展创业活动的核心问题，具体表现为农户资金需求旺盛，但满足程度不高，即农户面

临严重的信贷约束。信贷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户的非农创业需求，降低了其开展创业活

动的积极性（张应良等，2015）。随着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金融机构依托新兴数字技术在农村

金融“蓝海”市场快速渗透，为缓解农户融资难注入了新动力。一方面，金融供给端的金融科技

平台可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深入挖掘和分析农户行为背后的软信息，对农户的信用资

质进行精准判断。这能够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对客户的调查成

本。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发展衍生出众多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这有益补充了传统银行主导的

正规金融服务，满足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差异化金融需求，增强了其申请正规信贷的意愿（傅秋子

和黄益平，2018）。因此，金融科技弥补了传统金融制度在“三农”领域覆盖不足的缺陷，缓解了

弱势农户的信贷约束，为其开展非农创业活动（如农村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提供了资金支

持，进一步释放了农户家庭经济活力（张勋等，2019），抑制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进而缓解了财

富不平等。此外，非农创业在发挥增收效应的同时，也会对农户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积极

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家庭资产收益率（葛永波和陈虹宇，2022）。综上分析，金融科技通

过促进非农创业，缓解了农户财富不平等。本文分析框架见图 1，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1：金融科技能够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

假说 2：金融科技主要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金融信息获取以及非农创业来缓解农户财

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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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机制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9年与 2021年中

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CHFS的调查范围涵盖全国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并采用分

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的抽样设计方法，保证了调查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调查内容

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资产、负债等方面的详细信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持。在

数据处理方面，由于研究对象为农户家庭，本文剔除了所有的城镇家庭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的

干扰，参照以往相关文献的处理方法，剔除了控制变量中部分缺失样本值与异常值，最终得到

2019—2021年的 8 794个有效家庭样本。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农户财富不平等

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不是部分地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共

  2024 年第 2 期

•  36  •



同富裕。为了细致刻画农户家庭的财富不平等状况，①本文参考 Kakwani（1984）的研究，使用

Kakwani 指数进行衡量。Kakwani 指数的优点在于，其基于相对剥夺的视角，可以有效表征任意

个体的财富水平在所处群组内的相对位置，②并满足正规化和无量纲化的特质。Kakwani 指数越

小，表示个体农户家庭在特定群组内的相对财富水平越高，受到的相对剥夺程度越小，财富不平

等程度越低。

2. 核心解释变量：金融科技采纳指数

现有研究大多使用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金融科技的代理

变量（邱晗等，2018；宋敏等，2021），这一指数能够在宏观层面反映某一地区的金融科技产品与

服务的普及情况，但缺乏对微观个体金融科技采纳行为的全面刻画，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借

鉴 Goldstein等（2019）以及王奇等（2023）的研究，本文从需求端细致考察农户参与金融科技的方

式，并利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合成，保证合成的指数具有全面性与客观性。具体而言，本文从第三

方支付、数字理财、互联网借贷三个角度切入，选取 CHFS 问卷中涉及金融科技采纳的 6 个题

项，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科技采纳指数。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③本文选用滞后一期的金融

科技采纳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也就是将 2017 年和 2019 年的金融科技采纳指数分别与

2019年和 2021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匹配。④

3. 控制变量

本文分别从个人和家庭层面选取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此外，在回归中控

制了农户家庭所在地区的人均 GDP 和金融发展程度，以缓解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所带来的

遗漏变量问题。⑤

（三）模型构建

1. 基准模型构建

i f_FinTechit

i t Rdit i t

Xit β0 θi ∂t λit

为了厘清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本文选择经典的双向固定效应（FE）模型进

行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为受访农户家庭的财富不平等状况，解释变量为金融科技采纳指数，

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地区经济特征变量。模型如式（1）所示，其中

表示受访农户家庭 在 年的金融科技采纳情况， 表示受访农户家庭 在 年的财富不平等程

度，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表示常数项， 与 分别表示家户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 表

示随机误差项。

Rdit = β0+β1i f_FinTechit +β2Xit + θi+∂t +λit （1）

2. 内生性讨论

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往往因内生性问题而受到影响，因而对模型的内生性讨论至关重

要。本文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等多个维度的控制变量，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但仍有可能因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

而造成模型估计偏误。鉴于此，本文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FE-IV）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谭卓敏、陈楚娜、柳    松：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研究

 ① 在构建 Kakwani 指数之前，需要对家庭财富进行明确界定。本文采用农户家庭总资产扣除总负债后的净资产指标来衡量家庭财富。

 ② 由于 CHFS并未公开受访户的市级与区县级的地理信息，本文选取受访农户家庭所在省份的其他农户家庭作为参照，将受访家庭的总

财富水平与其所在省份的其他农户家庭进行比较。

 ③ 考虑到金融科技采纳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也存在一个时间过程，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金融科技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④ 由于 2011年、2013年和 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中缺少关键信息，本文仅采用 2017年和 2019年 CHFS数据来构建金融科技

采纳指数。

 ⑤ 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描述性统计结果，若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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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考陈贵富等（2022）的工具变量构建思路，选用外生的地区地形

起伏度作为金融科技采纳情况的工具变量。考虑到地形起伏度为非时变变量，本文进一步构建

“农户使用智能手机的年限”与“地形起伏度”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理论上，农户所在地区的

地形越平坦，越有利于当地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撑，数字基

础设施的布局方式能够表征金融科技发展的空间特征，所以地区地形起伏度与农户金融科技采

纳行为密切相关。此外，智能手机已成为农户使用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的基础，智能手机的使

用行为与金融科技采纳联系紧密。因此，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同时，地形起伏度与农户使

用智能手机的年限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户家庭的财富不平等状况，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

求。综上所述，选取“农户使用智能手机的年限”与“地形起伏度”的乘积作为金融科技采纳情

况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

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科技采纳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见表 1。

列（1）结果显示，金融科技采纳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显著为负；列（2）和列（3）分别加入了户

主特征、家庭特征及地区经济特征变量，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金融科技能够显著缓解农户财

富不平等状况。本文还使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列（4）结果显示，在控制

内生性后，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的作用仍非常显著。此外，实证结果也验证了工具变

量法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在工具变量回归中，第一阶段 F 统计值与工具变量 T 值都非常大，这

说明“智能手机使用年限 地形起伏度”作为金融科技采纳情况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工具变量

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Davidson-MacKinnon 检验在 5%的显著性水

平上拒绝了解释变量外生的原假设，因而有理由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上述分析

表明，金融科技能够显著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假说 1得到验证。
 
 

表 1    基准回归分析

（1）FE （2）FE （3）FE （4）FE-IV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金融科技采纳
−0.0310***

（0.0051）
−0.0273***

（0.0050）
−0.0223***

（0.0047）
−0.1196***

（0.0348）
家户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Davidson-MacKinnon检验 P=0.0039

工具变量T值 6.84

第一阶段F值 60.56

N 8 794 8 794 8 794 8 794

　　注：表中回归结果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类到农户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受篇

幅限制，表中未报告控制变量结果及拟合优度。下表同。
 

（二）区分农户不同类型的财富不平等①

不同的财富来源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贡献程度不同，农户财富不平等状况可能受其家庭财

富结构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差异。参照 CHFS

问卷中家庭资产与负债的分类情况，本文分别计算了农户的金融类财富不平等、生产经营类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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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不平等、①房产类财富不平等以及其他非金融类财富不平等指数，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科技采纳与农户各类型财富不平等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金融科技

作为新兴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提升了其触达深度，具有一定的包容性

与普惠性，使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弱势农户，其财富相对剥夺状况得到缓解。

（三）作用机制分析

上文分析了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需要对其中的作用机制做具体

分析。目前经济学文献主流的机制分析方法主要是传统中介效应模型，但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

行机制分析无法保证机制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严格外生，因而容易导致估计偏误（江艇，

2022）。借鉴张勋等（2020）的机制分析思路，本文采取以下两个步骤来验证理论分析中提出的作

用机制：第一步，直接使用解释变量对机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寻找核心解释变量通过机制

变量来影响结果变量的证据，即检验机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②

×

第一，借鉴张号栋和尹志超（2016）的做法，本文选用“是否拥有正规金融账户”作为金融排

斥的代理变量。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正规金融账户中没有加入活期存款账户③和互联网理财

账户，即使用 CHFS 问卷中“家庭当期是否持有定期存款、股票、基金、线上理财以外的金融理

财产品、债券、衍生品、非人民币资产、贵金属和其他金融资产中的任意一种”进行衡量。若受

访农户回答未持有，则“金融排斥”虚拟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本文使用“智能手机使用年限

地形起伏度”作为金融科技采纳情况的工具变量，检验了金融科技采纳对农户金融排斥的影响，

结果如表 2中列（1）所示。结果表明，金融科技采纳能够显著缓解农户金融排斥。这反映了随着

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农户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得到显著提升，金融排斥得到极大缓解。

本文进一步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排斥与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关系。列（4）结果表

明，金融排斥是引致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因素之一。综上分析，金融科技采纳能够通过缓解金融

排斥来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
  

表 2    作用机制分析

（1）FE-IV （2）FE-IV （3）FE-IV （4）FE （5）FE （6）FE

金融排斥 金融信息获取 非农创业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金融科技采纳
−0.1260**

（0.0518）
0.0893**

（0.0404）
0.0135*

（0.0071）

金融排斥
0.0561***

（0.0078）

金融信息获取
−0.0224***

（0.0077）

非农创业
−0.0829***

（0.01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户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794 8 794 8 794 8 794 8 794 8 794
 

第二，参考吴雨等（2021）的思路，本文选取 CHFS问卷中询问受访者对经济、金融信息关注

情况的相关问题来构建金融信息获取变量。若受访者对“平时对经济、金融信息关注度如何？”

谭卓敏、陈楚娜、柳    松：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研究

 ① 生产经营类财富为农业经营类财富与工商业经营类财富之和。

 ② 江艇（2022）认为，传统中介效应检验的逐步回归方法在经济学应用中存在核心缺陷，可行的做法是设置一个或几个在理论上与因变量

存在较为直观的因果关系的机制变量。由于这些变量与因变量在逻辑和时空关系上较为接近，不需要采用正式的因果推断方法来研究机制变

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

 ③ 第三方支付通常与银行卡（活期存款账户）关联，因而本文将其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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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的回答为关注，则“金融信息获取”虚拟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表 2 中列（2）结果表

明，金融科技采纳显著提升了农户对经济、金融信息的关注度，进而促进了农户的金融信息获

取。本文进一步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金融信息获取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列（5）
结果显示，金融信息获取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影响显著为负。综上分析，促进金融信息获

取是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的重要机制。

第三，根据 CHFS 问卷设计，本文设置了非农创业虚拟变量。若农户在过去一年开展了非

农创业活动，则“非农创业”虚拟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表 2中列（3）结果表明，金融科技采纳

显著提升了农户家庭开展非农创业的概率。本文进一步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非农创业

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列（6）结果表明，开展非农创业能够显著抑制农户财富不平等状况

的恶化。综上分析，促进非农创业是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的一个可行渠道。假说 2成立。

五、稳健性检验

（一）替换核心变量

1. 替换金融科技采纳指标

×

由于金融科技采纳的测度方式不同可能导致模型估计结果不同，本文更换金融科技采纳的

测度方式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根据受访农户回答金融科技采纳相关问题的情况，本

文构建了金融科技采纳虚拟变量。若受访农户使用了第三方支付、数字理财和互联网借贷中的

任意一项，则认为农户采纳了金融科技，金融科技采纳虚拟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此外，本文

还构建了金融科技采纳种类变量，受访农户每使用一项上述金融科技产品或服务计 1 分，取值

为 0—3分，数值越大表明金融科技采纳越广泛。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仍以“智能

手机使用年限 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表 3中列（1）和列（2）结果表明，金融科技采纳能够

显著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这验证了上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替换核心变量

（1）FE-IV （2）FE-IV （3）FE-IV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Yitzhaki指数）

金融科技采纳（虚拟变量）
−0.3520***

（0.1089）

金融科技采纳（种类变量）
−0.0860***

（0.0235）

金融科技采纳
−0.5458***

（0.17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户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794 8 794 8 794
 

2. 替换财富不平等指标

由于财富不平等指标的构造方式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使用 Yitzhaki 指
数来衡量农户的财富不平等状况。表 3中列（3）结果表明，金融科技采纳对农户财富不平等具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这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二）面板分位数回归

上文结果表明，金融科技显著缓解了农户财富不平等。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本文拟从财富积聚的视角，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PQR）方法进行分析，以反映不同财富水

平的农户家庭从金融科技采纳中的获益情况。表 4结果表明，金融科技采纳对不同财富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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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均有显著的财富创造效应，且随着财富水平的提升，金融科技采纳的回归系数呈现逐渐减

小的趋势。这说明金融科技采纳对农户财富增长具有“包容性”特征，从另一个视角验证了上文

结论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面板分位数回归

（1）PQR （2）PQR （3）PQR （4）PQR （5）PQR

财富水平 财富水平 财富水平 财富水平 财富水平

Q10 Q25 Q50 Q75 Q90

金融科技采纳
0.2086***

（0.0546）
0.2028***

（0.0450）
0.1877***

（0.0303）
0.1737***

（0.0410）
0.1688***

（0.04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户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794 8 794 8 794 8 794 8 794
 

（三）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讨论

上文借鉴经典文献的做法，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所导致

的内生性问题，但依然无法保证选取的工具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是完全外生的，即工具变量可

能会通过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影响农户财富不平等状况。本文参考 Conley 等（2012）提出的近似

零（LTZ）方法，基于工具变量是近似外生的假定，通过放松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条件，检验工

具变量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 5中列（1）结果表明，在近似外生的情形下，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

不平等依然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因此，在放松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条件后，本文的研究结

论依然保持稳健。此外，本文还采用更换工具变量的方式来验证上文结果的稳健性。参考张勋

和万广华（2016）的思路，本文以同一村庄内除自身以外其他农户家庭采纳金融科技的平均概率

作为工具变量。列（2）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这进一步证

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讨论

（1）LTZ （2）FE-IV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金融科技采纳
−0.234***

（0.0511）
−0.1259***

（0.034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家户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8 794 8 794
 

（四）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讨论

上文运用多种方法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但这并不能排除样本自选择问题所带来

的估计偏误。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本文进一步采用双稳健估计的 IPWRA 模型来

考察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效应。IPWRA 模型是 IPW 模型和 RA 模型的结合，只要

两者之一被正确设定，就能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并能通过逆概率赋权的方法来消减自选择所

带来的估计偏误（柳松等，2020）。为了进行对比分析，本文还分别使用 IPW 模型和 RA 模型进行

了估计。表 6 结果表明，在三种不同的估计方法下，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不平等依然具有显著

的缓解作用。在克服样本自选择问题后，本文的基准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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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讨论

（1）IPW （2）RA （3）IPWRA

金融科技采纳
−0.1304***

（0.0342）
−0.1285***

（0.0139）
−0.1304***

（0.03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户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794 8 794 8 794
 

六、异质性分析

上文对金融科技与农户财富不平等关系的讨论主要是平均意义上的，有必要进一步探究金

融科技对不同农户群体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金融科技对异质

性农户的影响效应，其中包括区域异质性与家户异质性两个方面。本文通过构建金融科技采纳

与相关特征变量的交互项，探讨金融科技对异质性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一）区域异质性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是否存在区域差

异？本文从经济发展程度的视角切入，在模型中分别加入了金融科技采纳与西部地区、三线及以

下城市的交互项进行了检验。表 7中列（1）和列（2）结果显示，与经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一二

线城市）的农户相比，金融科技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三线及以下城市）农户财富不平

等的缓解作用更强，这说明金融科技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进一步地，为了探究金融科技缓解农

户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是否受到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和金融科技水平的制约，本文设置“数字基础

设施”①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②两个虚拟变量。如果农户家庭所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和金融

科技发展水平小于样本中位数，则两个虚拟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列（3）和列（4）结果显示，

在数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的作

用更强。这说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消弭农户受到的金

融科技产品与服务使用“鸿沟”，金融科技的共富效应得到增强。
 

表 7    地区异质性分析

（1）FE-IV （2）FE-IV （3）FE-IV （4）FE-IV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金融科技采纳 −0.1496*** −0.1327*** −0.1921*** −0.2048***

（0.0462） （0.0388） （0.0648） （0.0686）

×金融科技采纳 中西部地区 −0.1272***

（0.0457）

×金融科技采纳 三线及以下城市 −0.1138***

（0.0377）

×金融科技采纳 数字基础设施 0.1440**

（0.0583）

×金融科技采纳 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0.1452***

（0.0540）

  2024 年第 2 期

 ① 参考赵涛等（2020）的研究，本文以省级层面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除以总户数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

 ② 本文在“百度新闻”网页检索“地区＋金融科技相关关键词＋相应年份”，通过网络爬虫技术得到相应关键词的网页数量，对所有关键

词搜索结果数量进行加总并取对数，以此衡量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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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户异质性

作为增强金融普惠性的新型驱动力，金融科技是更专注于为弱势农户“雪中送炭”，还是更

倾向于为优势群体“锦上添花”？本文拟从收入和人力资本视角出发，考察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

不平等的异质性影响，进而检验金融科技对弱势农户是否具有更大的财富创造效应。一方面，

收入是农户家庭实现财富积聚的重要来源。本文根据农户家庭收入的样本中位数设置“收入”

虚拟变量，如果农户家庭收入小于样本中位数，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表 8 中列（1）结果表明，

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家庭，金融科技缓解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更强。这可能是因为，金融科

技的普惠效应缓解了低收入农户受到的金融排斥，使其享受到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进而

有效缓解了财富不平等。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根据

户主受教育年限的样本中位数设置“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如果户主受教育年限小于样本中位

数，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列（2）结果表明，对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户家庭，金融科技缓解

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更强。可见，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广泛渗透较好地帮助当地教育机构实现

数字化转型，突破传统线下教育模式的壁垒，为广大农户参与线上学习提供了便利，使更多受教

育程度较低的农户享受到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进而有效缓解了财富不平等。
  

表 8    家户异质性分析

（1）FE-IV （2）FE-IV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金融科技采纳
−0.2040***

（0.0725）
−0.1794***

（0.0571）

×金融科技采纳 收入
−0.1487**

（0.0631）

×金融科技采纳 教育水平
−0.1449***

（0.05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家户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8 794 8 794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农户财富不平等状况亟待改善的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

了金融科技对农户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缓解金融排

斥、促进金融信息获取以及非农创业，能够显著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此外， 数字基础设施的

完善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金融科技缓解农户财富不平等的作用，低收入水平和

低受教育程度的农户家庭采纳金融科技能够产生更大的财富创造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应充分意识到推动金融科技下乡有利于促进广大

农户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缓解财富不平等。这对于提升农户民生福祉，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

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续表 7    地区异质性分析

（1）FE-IV （2）FE-IV （3）FE-IV （4）FE-IV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户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 794 8 794 8 794 8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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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金融科技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普及，切实提升我国农户的金融福利水平。第二，就缩小

农户间财富差距而言，应制定相关政策激励各地金融机构开发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做到产品服务与农户偏好相匹配，更好地发挥金融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应高度重视传

统金融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拉近落后地区农户与金融服务的距离。第三，应在继续

扩大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覆盖广度的基础上，提高农村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的使用深度，缓解

弱势农户受到的金融排斥。同时，应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科技在农村地区的

场景落地，鼓励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对农户的信用资质进行精准判断，缓解

农户的信贷约束，为其开展非农创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此外，还应注重丰富农户获取信息

的途径和提升农户的信息搜索能力，激发农户学习金融的兴趣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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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Fintech Alleviating Wealth Inequality
among Farmers

Tan Zhuomin,  Chen Chuna,  Liu S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Summary:  Addressing the critical issue of wealth inequality in rural areas is essential. Li Jiashan et al.

(2021) highlight this through their discovery of a high Gini coefficient of 0.8 among Chinese farmers, indicat-

ing severe disparities. Consequently, reducing this inequality is key to improving farmer well-being and advan-

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ole of Fintech in promoting economic participation and al-

leviating wealth inequality among farmers.

　　Utilizing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this paper employs advanced analytical meth-

ods to analyz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Fintech on wealth inequality among farmer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Fintech significantly alleviates wealth inequality, particularly benefiting farmers with limited income and

education. Fintech is instrumental in decreasing financial exclusion, enhanc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acquisi-

tion ability, fostering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us effectively reducing wealth inequa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trateg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Fintech in rural areas, especially in areas with weak infrastructur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develop suitable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farmers with limited income and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rural Finte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uch as using big data for credit assess-

ment and to alleviate credit constraints. Farmers’ ability to acquire information and their interest in financial

learning should be improved.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at: 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intech on wealth inequality among

farmers, expanding the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wealth inequality. It constructs a Fintech adoption

index based on micro data, providing a quantitative basis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Fintech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t ex-

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Fintech on wealth inequality,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Fintech to help farmers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ese insights are invaluable for understanding and alle-

viating wealth inequality among farmers, formulating relevant policies, and promoting rural common prosper-

ity and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Fintech； wealth inequality；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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