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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势头良好，正在形成以银行类金融机构为中心、

互联网企业为支撑、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补充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未来应

鼓励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积极配合央行数字货币使用、完善数字信用体

系建设、健全监管制度等，保持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数字普惠金融是未来金融竞争的重要制高点 

目前，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在快速交叉，通过有机结合突破

各自的局限性，未来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利于提升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助力中小企业接轨国际融入全球价值链，缩小

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一）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优势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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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依托于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在不断迭代进步中，

移动支付、互联网保险、网络理财以及网络贷款等应用逐渐成熟，在用户

体验及服务精准度方面相比传统工具有了明显的优势。而普惠金融源于联

合国的倡议，发展于各国，尤其是中国的民生工程。普惠金融让更多人能

够利用保险以及贷款等金融工具更快更便捷地实现生活生产需求，同时也

提升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发展。 

然而，在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局限性也逐渐显现。

一方面，对于数字金融来说，数字工具以及场景 API 的使用难以落实到更

广大的用户群体。由于智能手机以及各类 APP 的操作难度，老年人以及偏

远地区工商户在数字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容易被边缘化，这不仅导致应用场

景的收缩，也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普惠金融来说，客户数

据难以获得以及风险控制问题突出等方面，也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拦路

虎”。虽然国家有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以及贷款优惠的政策，但银行的步

子却“迈不开”，真正有需求的小微企业难以得到发展的“活水”。 

数字普惠金融则有利于全面系统性地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数字

金融强力支持小微企业贷款、涉农贷款等的风险控制及客户定位，大大有

助于普惠金融突破发展瓶颈。另一方面，普惠金融让更多市场主体融入金

融体系之中，辅以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用户指导与帮助，提供更人性化的

产品服务。让数字金融产品为更多普通民众所掌握，也可为数字金融提供

更多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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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普惠金融将助力国际分工重塑 

数字金融助力解决普惠金融的发展难题，普惠金融为数字金融提供广

阔的应用空间，这样的双向作用形成良性循环，由此数字普惠金融将获得

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的经济循环，也体现在

更大范围的国际循环中。传统的国际贸易环节，从生产到消费链条冗长，

供应商利润被层层稀释，大型企业凭借其强大议价能力挤占上下游的利润

空间。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通过直接连接买卖双方，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门槛，打破了大型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格局。数字贸易

将重塑全球价值链利益的分配格局，为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变

道超车，享受全球化受益提供新的机遇。 

（三）数字普惠金融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金融理念 

数字普惠金融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金融理念，由此在促进全球均衡

发展的基础上，将为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地区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推动

国际金融体系变革，让各国、各阶层都能共享数字金融的成果。从全球视

角看，数字普惠金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与全球包容性发展方向一致。

目前世界范围内，贫困普遍存在，部分人群难以获得有效的金融服务，贫

富差距严重。在各国政府以及民间力量的推动下，数字普惠金融将发挥更

大力量，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多贡献。在金融需求增加、金融科技飞速

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将成为全球潮流，得到快速的发展。 

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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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中国在普惠金融与数字化技术结合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努力，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越来越多地帮助解决各方面问题。目前，普惠金融业务

发展规模、区域平衡、数字工具推广、法律法规政策健全等方面都有了显

著的提升。 

（一）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在普惠金融服务对象方面，我国主要针对小微企业融资、乡村振兴、

“三农”发展等领域制定专项政策。小微贷款是我国普惠金融业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进行

减税以及放宽小额贷款等措施，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度过疫情难

关。中国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有 6523 万个体工商户纳入

市场监管总局小微企业名录。由于疫情的反复导致复工复产缓慢，小微企

业成本端压力倍增。对此，央行运用两大创新融资工具，破解融资困局：

一是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二是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

划，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企业的扶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

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21 年一季度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

款余额 23.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8%，一季度增加 1.96 万亿元，同比多

增 9259 亿元；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6.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3%，增速

比上年末高 4 个百分点，一季度增加 1.58 万亿元，同比多增 7360 亿元。

从贷款投放的额度来看，我国银行愈发重视普惠金融业务，从图 1 可以看

出，小微贷款投放规模快速上升，普惠金融在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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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的作用。 

 

（二）数字化金融客户规模不断扩展 

传统商业银行的运营模式在拓展成本高、收益低、风险难控的小微客

户方面动力不足。而互联网金融因为其极为便捷、流动性高、门槛低的特

点吸引了广大用户，包括互联网中间业务量的持续增长，发展成为了金融

市场上的重要业务。从图 2 可以看出，我国互联网理财用户规模逐年稳步

上升，未来还存在比较强的上升空间。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发展，互联网

金融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各类生活场景，受到广大长尾市场客户认可，尤其

在移动支付、银行卡收单和跨境支付等细分领域，形成了自身优势项目，

在我国支付服务创新和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图 3 给出了近

年我国互联网支付交易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互联网支付规模逐年

递增、业务发展较好。总的来说，我国互联网金融正处在高速发展的繁荣

期，网络借贷、网上投资、第三方支付、数字保险、数字银行等都迅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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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行业规模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为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奠定了基

础。 

 

 

（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加速各地区稳步上升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目前国内用于计算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的指标。从 2020 年的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情况可以得到，国内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排名前五的省市为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江苏省、福建



 

 - 8 - 

省，截至 2021 年 6 月底的数据，排名前五的省市没有变化。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较好的主要集中在超一线城市以及浙江省等沿海省份，数字普

惠金融表现已成为地区经济金融活力的重要体现。图 5 利用省级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的均值、中位值和增速，来反映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发展趋

势和地区差异，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不断上升，地区差异正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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