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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作用
付誉 刘捷 彭宇航 莫晓梅 林欣

西南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500；

摘要：研究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整合理论基础，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内涵、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理论及其作用机制，涵盖信息获取、交易成本、风险分担等维度。对二者现状深入分析后，运

用实证研究，以多元数据匹配构建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配置种类、结构、效率等影响，并经稳健

性检验确保结果可靠。异质性分析揭示其在不同家庭特征与地区的差异表现。案例分析进一步例证作用路径。研

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有积极影响且具异质性。由此提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强化家庭金融教育与服务、

优化金融市场环境与监管政策等建议，同时指出研究不足并展望未来方向，为相关领域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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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

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随着互联网、移动支付、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普惠

金融应运而生。它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时空限制，降

低了金融服务门槛，使得金融服务能够更加广泛地触及

社会各阶层。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家庭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其金融资产配

置行为不仅关系到家庭财富的积累与保值增值，还对金

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实体经济的融资以及社会公平与

经济包容性增长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为家庭提供了更为便捷、多样化的金融服务，这必

然会引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一系列变化。
[1]
研究

旨在系统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具

体作用，并深入剖析其内在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

1 理论基础

1.1 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界定

数字普惠金融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普惠金融目标

的金融服务模式。普惠金融旨在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

势群体提供平等、高效的金融服务，而数字技术则为实

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手段。数字普惠金融具

有普惠性、便捷性、低成本、创新性等特点。通过互联

网平台，金融服务能够覆盖到更广泛的人群，无论地域

偏远与否，只要有网络接入条件，都有可能享受到金融

服务，体现了普惠性。移动支付、网上银行等服务让用

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金融操作，无需前往实体网点，极

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捷性。数字化的运营模式降低

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使得金融服务的成本得以降低，

如降低了交易手续费、管理费用等。同时，数字普惠金

融还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如智能投顾、数字

货币等，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1.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

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互联网平台、金融科技应用等渠

道为家庭提供了丰富的金融信息资源，极大地降低了家

庭进行金融交易的成本。
[2-3]

家庭可以轻松获取各类金融

产品的特点、风险与收益情况，以及金融市场动态等信

息。在线金融教育平台、理财资讯网站等为家庭提供了

学习金融知识与投资技巧的机会，降低了家庭获取金融

信息的成本与难度。家庭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其做出

更理性、科学的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具备更高金融素养

的家庭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金融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和投资目标选择合适的资产组合。

他们更有可能增加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例如，从仅持

有银行存款等低风险资产，逐渐拓展到投资股票、基金

等风险资产，优化资产配置结构，提高资产配置效率。

2 现状分析

2.1 数字普惠金融总体规模与增长趋势

通过相关统计数据与指标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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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以北京大学数字

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例，近年来该

指数持续上升，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4]
移动支付交易规模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选择使用移动支付进行日常消费、转账汇款等操

作。网络借贷余额在一定时期内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

度，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从地区

差异来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低。这主要与各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金融监管政策

等因素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具有更好的互联网

基础设施，消费者对数字金融服务的接受度和需求也更

高，同时金融监管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效果和创新环

境也存在差异。

2.2 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模式与产品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业务模式包括网络借贷、数字

货币、智能投顾、移动支付与理财等。网络借贷平台为

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供了直接对接的渠道，提高了资金的

配置效率，但也面临着信用风险评估、监管合规等挑战。

数字货币的试点和推广正在稳步进行，其具有便捷、安

全、可追溯等特点，有望改变未来的支付体系和货币流

通模式。智能投顾利用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模型，根据投

资者的风险偏好、财务状况等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投资组

合建议，降低了投资门槛，使普通投资者也能享受到专

业的投资服务。移动支付与理财的结合，如余额宝等产

品，让用户在进行支付的同时可以实现资金的理财增值，

兼具流动性和收益性。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在不断创

新产品类型，如绿色金融产品支持环保产业发展，供应

链金融产品优化产业链资金流等，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

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3 实证研究

3.1 研究设计

3.1.1 数据来源

本实证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

数据筛选过程中，排除了数据缺失严重、异常值等不合

理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对数据进行整理，将家庭

层面数据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据对应起来，并进

行必要的变量转换和计算。通过分层抽样、加权处理等

方法保证数据的代表性，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可靠的数

据基础。

3.1.2变量选取与定义

被解释变量方面，以家庭金融资产中股票、债券、

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作为衡量家庭金融资产配

置多元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比例越高，表明家庭资

产配置越倾向于风险资产，多元化程度越高。同时，采

用 Herfindahl 指数或熵指数衡量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的多元化程度，该指数综合考虑了家庭投资各类资产的

比例及其分布情况，指数值越小，多元化程度越高。另

外，运用夏普比率、特雷诺比率等风险调整收益指标衡

量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率，这些指标能够在考虑风险

因素的基础上评估家庭投资组合的收益表现。

解释变量选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作为衡量标准。该指数综合反映了地区数字普

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等多方面信

息，能够全面刻画数字普惠金融在一个地区的发展状况。

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水平，以家庭人均年收入衡

量，家庭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家庭的投资能力和风险承受

能力；家庭规模，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会影响家庭的消

费和储蓄决策，进而影响金融资产配置；户主年龄，不

同年龄阶段的户主在风险偏好、投资目标等方面存在差

异；教育程度，通过户主受教育年限或学历水平衡量，

教育程度影响家庭对金融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能力；职业

类型，不同职业的收入稳定性和风险特征不同；房产持

有情况，房产作为家庭重要资产，其持有情况会影响家

庭的资产配置决策；风险偏好，通过问卷调查家庭对风

险的接受程度进行衡量。对每个控制变量进行详细的量

化处理，以便在实证模型中准确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

3.1.3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问题与数据特征，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i = α + β1DFi +
j=2

n

βj� Xij + ϵi

其中，Yi表示第 i 个家庭金融资产中风险资产的持

有比例(或其他被解释变量),DFi表示第 i 个家庭所在地

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Xij表示第 i 个家庭的第 j

个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β1,β2, ⋯,βn分别为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水平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向量，ϵi为随机

误差项。在模型构建过程中，还可考虑引入数字普惠金

融与其他变量的交互项，如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收入水

平的交互项 DFi × Incomei,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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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

作用效果的异质性或调节效应。

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3.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样本数据中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

果显示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例的均值为 30.5%，标准差

为 15.2%，表明家庭间在风险资产配置上存在一定差异，

部分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较高，而部分家庭则较低。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均值为 180.5，最小值为 50，最

大值为 300，反映出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参

差不齐，差异较大。家庭收入水平均值为 80000 元，

家庭规模平均为 3.5 人，户主年龄均值为 45.5 岁，

教育程度均值为 12.5 年，房产持有情况中拥有房产的

家庭占比为 65%，风险偏好得分均值为 5.5 分。这些

数据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基础信息，有助于了解样本家庭

的基本特征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大致情况。

3.2.2 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选定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得到统计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变量的系数为 0.200，

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家庭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促进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每增加 1 单位，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例平均增加

0.200%。

家庭收入水平（对数）的系数为 0.150，在 1% 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家庭收入越高，越有能力和意

愿投资风险资产，这与理论预期相符。家庭规模的系数

为 - 0.500，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意味着家

庭人口数量越多，可能会因消费等支出压力增加而减少

风险资产投资。户主年龄的系数为 - 0.050，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家庭

倾向于减少风险资产投资，增加稳健资产配置，符合生

命周期理论。教育程度的系数为 0.080，在 5%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反映出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对金融市

场和投资产品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更强，更倾向于参与风

险资产投资。房产持有情况的系数为 - 0.100，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拥有房产的家庭可能会将更

多资金集中于房产，从而减少对其他金融风险资产的配

置。风险偏好得分的系数为 0.120，在 1% 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表明风险偏好越高的家庭越积极地投资风险

资产。

3.2.3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健性，采用多种方法

进行稳健性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程

度（采用熵指数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变量的系数为 0.150（标准误为

0.040，t 值为 3.750，P 值为 0.000***），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

（采用夏普比率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数字普惠金

融变量的系数为 0.050（标准误为 0.020，t 值为 2.5

00，P 值为 0.012*），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

正。与之前以风险资产持有比例为被解释变量的结果基

本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增加控制变量：在原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增加家

庭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均 GDP 的对数）

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地区股票市场交易额占 GDP 的

比例）两个控制变量。重新回归后，数字普惠金融变量

的系数为 0.180（标准误为 0.060，t 值为 3.000，P

值为 0.003***），仍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

正，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也基本合理，进一步

说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排除了遗漏重要变量对结果的

干扰。

4 结论

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积极的影响。在

资产配置种类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使家庭增加

对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投资，丰富了家庭金融资产

配置的种类。从结构上看，有助于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

置的多元化程度，降低家庭对单一资产（如银行存款）

的过度依赖，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在资产配置效率方面，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率，使家

庭投资组合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收益或在

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承担更低的风险。

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

置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特征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在家庭

特征方面，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家庭更容易从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中受益，能够更积极地调整金融资产配置。年

轻家庭相对老年家庭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接受度和应用

程度更高，在资产配置上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调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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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地区差异方面，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较高，家庭受其影响在金融资产配置上的变化更为明显；

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虽然也在发展，但对家庭金融

资产配置的影响相对较弱，可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居民金融意识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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