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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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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22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

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家庭创业有效性

和促进金融资本积累提升农村家庭生计韧性；即使数字鸿沟存在，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促进作用依然

显著；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低人力资本与相对脆弱农村家庭的生计韧性提升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应促进数

字金融包容性增长，提高农村家庭对数字金融的认知水平和使用能力，政府及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村群体的关怀

和帮扶力度，以期弥合“数字鸿沟”，提升农村家庭生计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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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its mechanisms—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FPS 

LUO Hehua，QIN Yangyi 

(College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22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data, this study applies an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regress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development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igital finance exer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Specifically, digital finance enhances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by 
promoting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and facilita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digital divid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e remains significant. Furthermore, the impa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ith lower capital endowments, and socioeconomically vulnerable rural households. 
Accordingly, it is essential to promot inclusive growth of digital finance, improve rural households’ awareness and capacity 
to use digital finance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the care and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 rural 
populations with an aim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and enhance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rural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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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

长，人均可支配收入2023年达到21 691元，城乡居

民收入比从2012年的2.88下降到2023年的2.39，城

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然而，近年来由于自然灾害

频发、市场不稳定等因素，农村家庭经济遭受诸多

不利影响，深刻影响其生计韧性。乡村全面振兴不

仅要关注农民持续增收，更要重视农民抵御外部风

险与冲击的能力，以提升农村家庭生计韧性，促进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推动

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家庭增收及农村经济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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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体系起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

用。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

结合的产物，既能提升金融活动的效率和质量[1]，

又能显著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与成本[2]，其兴起与发

展不仅为提升农村家庭生计韧性开辟了新路径，也

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制。 
近年来，随着韧性理论与可持续生计研究的相

互交融，生计韧性成为当前的新兴话题。生计韧性

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等环境因素干扰下维持和改

善生计机会的能力[3]。学界围绕生计韧性分析框架

的探索与整合、生计韧性影响因素等议题展开了大

量研究。关于生计韧性分析框架的整合方面，

Speranza等基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

维度构建了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生计韧性分析框

架，为生计韧性的定量评价与综合分析奠定了理论

基础[4]。李志平等将生计韧性视为一种潜在能力，

运用可持续生计等理论测算脆弱性群体的生计韧

性水平[5]。Cisse等基于福利特征的选取和阈值的设

定，对生计韧性理论和测算方法进行了研究[6]。学

者们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一

些研究。Mavhura运用系统论方法分析了生计资本

对津巴布韦Muzarabani社区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机

制，发现耕作方式和河流改道对农户生计韧性具有

重要影响[7]。孙彦等基于田野调查数据测度了陇南

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并指出生计韧性受

区域条件和生计风险的共同影响[8]。此外，政府政

策如财政转移支付[9]、精准扶贫政策和政府低保政

策[10,11]、易地搬迁[12]，以及家庭行为如数字使用[13]、

电商参与[14]、合作社参与[15]也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家

庭的生计韧性。 
关于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主

要有以下研究文献。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使

农村家庭积累更多的物质、人力资本等[16]，从而拥

有更大的把握去抵御风险，突破现有生计路径，摆

脱生计困境。数字金融在提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

同时，更能优化农村家庭收入结构[17]，其主要影响

路径是促进非农就业转移和优化资源配置[18]。数字

金融能够影响家庭消费水平，不仅增加了家庭消费

的总量，还促进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19]，但也引

发了“未富先奢”的非理性行为[20]。数字金融能够

有效缓解农村家庭脆弱性[21]，改善家庭资产负债结

构，使得家庭经济更具韧性[22]。数字金融通过缓解

金融排斥，促进农村家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从而提升其经济韧性[23]。此外，还有学者发现随着

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处于数字鸿沟中弱势的一

方也能享受到数字金融带来的溢出效应，数字金融

通过促进就业结构转型、提升工资性收入和农业经

营性收入为其带来福利[24]。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尚未解答：一是数字金融对农

村家庭生计韧性影响存在怎样的传导机制？二是

数字鸿沟的存在是否影响到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

生计韧性的作用？三是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型农村

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呈现长尾效应还是马太效

应？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

据实证探讨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

及其机制，力求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可能的边际贡

献在于：一是运用具体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在提

升农村家庭生计韧性中发挥的作用。二是从促进家

庭创业有效性、促进金融资本积累与数字鸿沟三个

方面分析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作用

机制，以提升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三是从地区、

人力资本与层差三个层面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

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异质性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韧性是指个体、社区、组织或系统在面对压力、

冲击或挑战时所具有的恢复和适应的能力。它涉及

在逆境中保持功能的能力，并在必要时进行变革以

维持长期的发展和福祉。结合Speranza等的理论，农

村家庭生计韧性是指农村家庭在面对外部压力和

冲击时，利用已有生计资本提升抵抗能力、自组织

能力和学习能力以应对不确定性，合理调整生计模

式以实现更好生计目标的动态过程[4]。其中，抵抗

能力是指农村家庭生计资产的集合，主要起到“海

绵体”的作用[25]，对外部的风险冲击具有吸收与抵

抗的能力。自组织能力是指农村家庭在社会网络中

的适应性和包容性，通过融入社会组织和结构，增

强自身风险抵御能力，从而提高生计的复原力。学

习能力是农村家庭面对挑战时的核心能力，它能够

迅速识别风险并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具备较强学

习能力的行为主体能够通过积累和运用各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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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识，有效减轻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在地域和身份

上的限制，使金融服务得以覆盖农村地区和农民群

体，提高其金融可得性。数字金融不仅有效缓解了

农村家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金融避

险手段，能够调控债务杠杆，降低家庭非确定性支

出，开源节流，还能提升农村家庭的综合素质，提

升家庭在经济环境中的风险应对能力。第一，从缓

解信息约束角度来看，数字金融以先进的数字技术

为载体，有效地挖掘和利用数据资源，为农村家庭

提供定制化产品与服务。数字金融平台可以整合各

类农产品市场信息，包括价格波动、供需情况、销

售渠道等，让农民及时了解市场动态，更精准地安

排生产和销售，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生计风险，

增强家庭在市场变化中的适应能力和韧性。第二，

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数字支付的普及使农民的交

易更加便捷、安全和高效，减少了现金交易的风险

和成本。同时，数字金融平台提供了多样化的储蓄、

理财等金融工具，让家庭能够更好地管理资金，实

现资产的保值增值[26]。此外，当农村家庭遭受自然

灾害、疾病、失业等风险冲击时，可以通过数字保

险获得赔付资金，维持基本生活需求[27]，为家庭提

供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应对突发情况的储备，有效

提升家庭生计韧性。第三，从社会网络来看，农村

家庭能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来打破时空限制，提升社

会交往与交流的效率，拓展已有的社会网络。具体

而言，数字金融平台使农民能够结识更多的人，包

括同行、供应商、消费者、专家学者等。通过与这

些人的交流和合作，农民可以拓展人际关系网络，

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有助

于农民在需要时组织资源、解决问题，提高家庭的

自组织能力。第四，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农民借

助数字金融提供的便捷支付手段，能够轻松购买农

业技术、职业技能、文化知识等各类在线课程，拓

宽自身知识面和技能范围，提升综合素质与就业竞

争力，及时调整生计策略，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

计选择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同时，农民在使用小额

信贷等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能够亲身体

验金融交易的流程和规则，逐渐积累金融实践经

验，增强金融风险意识和投资决策能力，提高自身

数字金融素养，提高学习能力，从而提升家庭生计

韧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家庭生计韧性。 
家庭创业有效性是指农村家庭成员通过创业

行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这一有

效性既体现在家庭成员是否决定实施创业行为，也

体现在他们创业活动所取得的绩效表现上。信息不

对称和信息获取成本过高是限制农村家庭创业的

重要因素[28]，融资约束等问题也成为制约创业决策

的关键因素。农村家庭普遍面临创业资本积累不足

的问题，而数字金融有力地弥补了这一缺点。数字

金融不仅促进了个体创业，还推动了创业高质量发

展[29]。数字金融通过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

务，拓宽了农村家庭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门槛，

有效解决了农户在融资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增强了

农户的信贷可行性。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平台能够

整合包括农产品价格走势、新兴产业机会、消费者

需求变化等市场信息，精准推送给农村家庭，有针

对性地提供合适的金融信息，拓宽信息获取边界，

从而实时了解市场创业动态。这些信息使农村家庭

更清晰地了解创业机会和潜在收益，激发他们的创

业意愿，从不敢创业转变为主动创业。在充分掌握

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农村家庭能够顺利开展创业活

动，开拓新的生计渠道。同时，数字支付的普及使

农村家庭创业更加便捷、安全和高效，减少现金交

易的风险和成本，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另外，数字

金融也能帮助农村家庭合理规划和管理创业资金，

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为创业活动提供更坚实的经

济基础，提升创业绩效。此外，数字金融与电商平

台的深度融合，为农村家庭创业者提供了便捷的线

上销售渠道。农村家庭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将农产品

直接销售给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突破了地域限制，

扩大了市场覆盖范围，增加了销售额和利润。农村

家庭创业绩效的提升，使得家庭创业行为更加有

效，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家庭生计韧性进一步提

升。创业收入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补充，即使当农

业生产受到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影响时，创业收入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损失，维持家庭生计。综

合来看，数字金融能使农村家庭创业更加有效，有

助于积累更多生计资本，从而提升家庭生计韧性。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家庭创业有效性提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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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家庭生计韧性。 
数字金融突破了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限制，能

够为农村家庭提供丰富的金融投资产品与服务。而

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增强会显著提高家庭参与金融

市场进行投资活动的概率[30]。一方面，数字金融平

台为农村家庭提供了多种便捷的储蓄方式，这些方

式操作更简便，收益可能更高。农村家庭可以将闲

置资金更方便地存入这些账户，实现资金的积累。

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能够根据农村家庭的收入、支出、风险承受能力等

情况，为其提供个性化的理财方案。对于风险承受

能力较低的家庭，可以推荐稳健型的理财产品，如

债券基金、定期理财产品等；对有一定风险承受能

力且追求较高收益的家庭，可以推荐一些混合基金

或股票基金等。通过合理的理财规划，农村家庭的

金融资产能够实现保值增值，加速金融资本积累。

此外，数字金融平台通过线上课程、视频教程、互

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农村家庭普及储蓄、理财、

贷款、保险等方面的金融知识。农村家庭在学习这

些金融知识的过程中，逐渐提升了金融素养，能够

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做出更明智的金融决策。

数字金融还可以对农村家庭的金融活动和经济状

况进行实时监测和风险预警。当家庭可能面临如债

务违约风险、投资亏损风险等财务风险时，数字金

融平台会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和风险管理建议。农村

家庭可以根据预警信息调整自己的金融行为，如提

前偿还高息贷款、调整投资组合等，减少风险损失，

保障金融资本的安全积累，提升家庭生计韧性。基

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数字金融通过促进金融资本积累提升农村

家庭生计韧性。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

经济发展和社交互动等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和便利，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家庭的生计多样性与

生计潜力。然而，数字技术发展也在农村家庭中引

发了数字鸿沟现象[31]。不同农村家庭在数字技术接

入、使用程度上呈现出显著差异，这种数字鸿沟不

仅制约了部分农村家庭对数字资源的充分利用，也

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字金融的普惠属性“发难”。从

接入鸿沟来看，数字金融主要依托互联网和数字设

备提供服务，若农村家庭存在接入鸿沟，无法接入

互联网或缺少必要的数字设备，如智能手机、电脑

等，就无法及时获取各种数字金融服务和产品信

息，从而失去了通过数字金融增加家庭收入、管理

资金和分散风险的机会，抑制家庭生计韧性的提

升。同时，接入鸿沟使农村家庭难以获取及时、准

确的市场信息和金融知识，这对依赖信息进行生产

决策和金融活动的农村家庭至关重要。农村家庭无

法及时了解农产品价格波动、市场供需情况、金融

政策等信息，在生产经营和金融投资方面可能会做

出错误决策，导致收入减少和资产损失，削弱家庭

生计韧性。就使用鸿沟而言，农村家庭即使能够接

入数字金融服务，但因使用沟的存在使得不同农村

家庭在金融素养和数字技能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

些农村家庭缺乏金融知识和数字操作技能，不太了

解数字金融产品的特点、风险和收益，导致难以精

准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或者不懂得利用网

络借贷的优惠政策，导致投资失败或承担过高的融

资成本，从而使家庭陷入经济困境，抑制了生计韧

性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数字鸿沟在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

的影响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 文 研 究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家 庭 跟 踪 调 查

（CFPS）数据。该数据库包含家庭、个体层面的详

细信息，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结合实际需要，本文

选取2022年的农村家庭样本，剔除数据缺失严重、

未持续追踪的农村家庭样本，经数据清洗后得到

4153个样本，所有数据已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 
（二）重要变量及其测度 

1．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滞后一期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

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自然对数作为数字金融

的代理变量。同时，为克服内生性问题，增强结果

的稳健性，本文将数字金融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采用数字金融的分维度指标数字金融覆盖广

度、数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2．被解释变量：农村家庭生计韧性 
参考Speranza、高帅等[4,32]构建的生计韧性测度

理论框架，结合农村家庭的实际情况，本文从抵抗



   
   

第 26 卷第 3 期 罗荷花等 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 107  

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三个维度，采用变异

系数法综合测度农村家庭生计韧性，其指标具体含

义如表1所示。 

表1 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具体指标 指标内涵 
指标

正负 
均值 

抵抗能力 家庭人均年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支出(元) 正 24 411.490 0 

 家庭存款 家庭存款与现金总值(元) 正 50 360.886 8 

 家庭劳动能力 家庭劳动力总数，指家庭中年龄在18～55岁的人数 正 2.036 1 

 土地资本 家庭是否经营集体土地(包括耕地、林场、牧场、水塘)：是=1，否=0 正 0.807 4 

 能源使用 家庭做饭是否采用煤气、液化气、天然气、电等能源，而非柴草和煤炭：是=1，否=0 正 0.682 9 

 水资源利用 家庭做饭是否使用自来水、桶装水、纯净水：是=1，否=0 正 0.759 7 

 农用器械价值 家庭农用机械(例如拖拉机、脱粒机、机引农具、抽水机、加工机械等)的市场总价值(元) 正 3 825.049 1 

 耐用消费品价值 当年耐用消费品总值(元) 正 39 475.765 2 

 房屋价值 家庭房屋的市场总价值(万元) 正 21.405 3 

自组织能力 本地干部信任度 家庭成员对本地干部信任程度打分的均值：取值范围0～10，数值越大，表示对本地干部

的信任程度越高 
正 5.252 8 

 交通便利程度 当年本地花费的交通费用(元) 负 261.008 7 

 主观社会地位 家庭成员社会地位自评均值：取值范围1～5，数值越大，表示社会地位越高 正 2.995 4 

 政府支持 当年家庭获得政府的扶持金额(元) 正 1 184.138 9 

学习能力 教育投入 当年家庭教育支出费用(元) 正 4 431.953 3 

 文化程度 户主受教育水平的均值：1～8 分别表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

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 
正 1.654 2 

 

3．机制变量 
（1）家庭创业有效性。家庭创业有效性综合考

虑了家庭创业行为与家庭创业绩效，能够更准确、

直观地反映家庭创业成果。其中，家庭创业行为通

过CFPS问卷中“家庭中是否有人从事个体经营”来

衡量，如果家庭有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则赋值为1，

没有则赋值为0。对家庭创业绩效的测度，本文对张

梓榆等[33]的做法进行改进，采用当年家庭经营净利

润来替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测度家庭创业绩效，经营

净利润综合考虑了当年的经营成本，相较于经营性

收入，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家庭创业绩效。具体而

言，若经营净利润为正，直接进行取对数处理；若

经营净利润为负，则用经营净利润绝对值取对数后

的相反数代替；若经营净利润为0，则不取对数。 
（2）金融资本。数字金融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

槛，使农民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增加家庭金融资

产积累，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本文选取农村

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包括存款、股票、基金、

债券、金融衍生品、其他金融产品及借款）作为金

融资本的代理变量。 
（3）数字鸿沟。在信息化时代，随着网络技术能

力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信息技术上面临的不平等不

再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落后导致的接入水平上的

差距，而更多体现在数字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上的不

足。为此，结合理论分析，借鉴张要要[34]的研究，从

互联网接入沟和使用沟两个维度，采用迭代因子法

测算数字鸿沟。 
4．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避免遗漏变量问题，选取包括户主特

征、家庭特征以及地区特征在内的控制变量。表2汇

报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数字金融及

其分维度指标、创业绩效、金融资本、家庭土地资

产和省人均GDP均取对数。 

表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计韧性 表1指数合成 0.095 9 0.028 0 0.011 2 0.478 4 

数字金融 北大数字金融滞后一期 5.900 7 0.063 7 5.827 2 6.129 0 

覆盖广度 北大数字金融-分维度 5.873 1 0.056 9 5.785 0 6.071 7 

使用深度 北大数字金融-分维度 5.884 2 0.112 4 5.711 8 6.23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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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名称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字化程度 北大数字金融-分维度 6.009 2 0.032 0 5.940 2 6.107 8 

家庭创业 家庭是否创业 0.061 9 0.241 0 0 1 

创业绩效 家庭创业绩效 –1.435 6 2.918 9 –12.899 2 13.815 5 

金融资本 家庭金融资产 7.635 9 4.605 7 0 16.300 4 

数字鸿沟 接入沟与使用沟指数合成 0.423 0 0.340 9 0 1 

年龄 户主年龄取实际值 50.400 7 14.336 5 19 79 

年龄平方 户主年龄平方除以100 27.457 1 14.389 5 3.610 0 62.410 0 

性别 男=1，女=0 0.589 2 0.492 0 0 1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0.811 5 0.391 2 0 1 

老年抚养比 老人抚养比率 0.226 4 0.345 3 0 1 

少儿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率 0.216 1 0.317 6 0 1 

健康状况 赋值1～5，数值越大越健康 3.008 9 1.230 3 1 5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数(人) 2.776 8 1.515 0 1 10 

拥有汽车 有=1，无=0 0.348 2 0.476 5 0 1 

土地资产 家庭持有土地资产(元) 6.679 9 4.868 3 0 14.994 2 

城镇化水平 该省城镇化水平 0.625 4 0.078 8 0.517 0 0.893 0 

人均GDP 该省人均GDP 11.103 4  0.300 1 10.706 5 12.154 7 
 

（三）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为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

影响，设定实证模型如下：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𝑖𝑖 = 𝛼𝛼0 + 𝛼𝛼1 ln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 + 𝛼𝛼2Controli + 𝜀𝜀𝑖𝑖  (1) 
公式（1）中，Resiliencei表示农村家庭生计韧

性，lnDFIi表示滞后一期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Controli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为随机扰动项，α0、

α1与α2为对应的回归系数。 
2．机制检验模型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数字金融是否

通过促进家庭创业有效性和金融资本积累提升农

村家庭生计韧性。为避免传统中介模型明显存在的

因果推断缺陷，参考曾国安等[35]的做法，在检验中

介效应的模型中增加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并对回归结果进行Sobel Z和Bootstrap检验，

增强中介检验结果的说服力。其具体模型如下： 
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 + 𝛽𝛽2𝐶𝐶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𝑅𝑅i + 𝜔𝜔𝑖𝑖 (2)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𝑖𝑖 = 𝜌𝜌0 + 𝜌𝜌1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𝑖𝑖 +
𝜌𝜌2𝐶𝐶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𝑅𝑅i + 𝜏𝜏𝑖𝑖 (3)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𝑖𝑖 = 𝛿𝛿0 + 𝛿𝛿1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 + 𝛿𝛿2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𝑖𝑖 +
𝛿𝛿3𝐶𝐶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𝑅𝑅i + 𝜑𝜑𝑖𝑖   (4) 

其中，Mediatori表示中介变量，分别为家庭创

业有效性与金融资本积累，βn、ρn、δn为对应回归系

数，𝜔𝜔𝑖𝑖、τi、φi为对应的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含义

同公式（1）。 
为验证数字金融鸿沟在数字金融和农村家庭

生计韧性之间是否产生抑制作用，设定如下调节效

应抑制作用模型：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𝑖𝑖 = 𝜇𝜇0 + 𝜇𝜇1ln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𝑖𝑖 + 𝜇𝜇2ln𝐷𝐷𝐷𝐷𝐷𝐷 ×

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𝑖𝑖 + 𝜇𝜇3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𝑖𝑖 +
𝜇𝜇4𝐶𝐶𝑀𝑀𝑅𝑅𝑀𝑀𝑀𝑀𝑀𝑀𝑅𝑅i + 𝜃𝜃𝑖𝑖  (5) 

其中，Moderatori为调节变量，即数字鸿沟，𝜇𝜇𝑛𝑛
为对应的回归系数，𝜃𝜃𝑖𝑖为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含

义同公式（1）。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影响

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逐渐控制户主、家

庭、地区特征等控制变量后，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

生计韧性仍然产生正向影响，说明数字金融能有效

提升农村家庭生计韧性。可能的解释在于：一是数

字金融为农村家庭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金融工具，农

村家庭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选择和运用这些工

具，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如农村家庭通过小额信

贷获得及时的资金支持，可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引

进新技术或应对突发灾害；利用数字储蓄和理财工

具合理规划资金，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稳

定家庭经济基础，提升生计韧性。二是农户通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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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学的数字技能和金融知识，不仅能够更有效地

管理个人财务，还能在职业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机会

和优势，及时调整自身生计策略，提升农村家庭生

计韧性。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村家庭生计韧性

的提升，H1得到验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数字金融 0.034 5*** 
(0.006 6) 

0.047 3*** 
(0.005 9) 

0.083 4*** 
(0.012 1) 

年龄  –0.000 6*** 
(0.000 2) 

–0.000 6*** 
(0.000 2) 

年龄平方  0.000 5** 
(0.000 2) 

0.000 4** 
(0.000 2) 

性别  0.002 4*** 
(0.000 7) 

0.002 1*** 
(0.000 6) 

婚姻状况  0.006 8*** 
(0.001 0) 

0.006 9*** 
(0.001 0) 

健康状况  0.002 1*** 
(0.000 3) 

0.002 2*** 
(0.000 3) 

拥有汽车  0.014 8*** 
(0.000 8) 

0.014 9*** 
(0.000 8) 

老年抚养比  –0.008 4** 
(0.001 4) 

–0.008 1*** 
(0.001 4) 

少儿抚养比  –0.000 8 
(0.001 2) 

–0.001 5 
(0.001 2) 

家庭规模  0.002 7*** 
(0.000 3) 

0.002 5*** 
(0.000 2) 

土地资产  0.000 5*** 
(0.000 1) 

0.000 5*** 
(0.000 1) 

城镇化水平   –0.017 4* 
(0.007 9) 

人均GDP   –0.005 2 
(0.003 3) 

常数项 –0.109 7*** 
(0.038 9) 

–0.192 0*** 
(0.035 0) 

–0.337 4*** 
(0.048 0) 

R2 0.007 1 0.246 0 0.249 4 

样本量 4 153 4 153 4 153 

注：*** 、 **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内生性处理 

本文虽已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并从户主、

家庭以及地区层面控制变量，但仍然可能因遗漏变

量以及反向因果问题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为避免出

现反向因果问题，本文选取“该省1984年每百万人拥

有邮局数”与“该省地形起伏度”的交互项作为工具

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回归，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表4为加入了工具变量的2SLS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第一阶段F值统计量远大于10，说明该交互项不是弱

工具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在引入工具变量后，二

阶段回归结果说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

生计韧性，这验证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 

表4 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 

变量 
数字金融 生计韧性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字金融  0.270 1*** 
(0.034 5) 

工具变量 –0.000 2*** 

(0.000 0)  

常数项 3.603 5*** 
(0.021 2) 

–1.009 5*** 
(0.125 8) 

F值 731.960 0  

LM 统计量 483.695 0*** 

Wald F统计量 654.607 2*** 

内生性检验统计值 33.368 1*** 

控制变量 是 是 

R2 0.212 2 

样本量 4 153 4 153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结果是否可靠，本文采取三

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

度方法。本文使用熵值法重新测度农村家庭生计韧

性，以排除不同权重和不同测算方法导致的估计结

果偏误，表5列（1）为对应的回归结果。二是采用数

字金融的三个分维度指标，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进

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列（2）、（3）、（4）所示。

三是采用PSM检验，以解决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具体

做法如下：首先，按照数字金融的中位数分为处理组

与控制组，高于中位数为处理组，赋值为1；低于中

位数的则为表6控制组，赋值为0。其次，选取主回归

中的控制变量进行Logit回归，计算得到倾向得分值。

之后对样本进行匹配，得到配对成功后的样本，最后

再运用DID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5与表6的结果显

示，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仍然产生显著的

正向影响，其回归结果在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上并没

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这说明上述结果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1 

变量 
(1) (2) (3) (4) 

生计韧性 
(熵值法)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数字金融 0.123 2*** 
(0.016 0)    

覆盖广度  0.045 4*** 
(0.010 3)   

使用深度   0.034 3*** 
(0.006 7)  

数字化程度    0.158 2*** 
(0.015 6) 

常数项 –0.503 6*** 

(0.062 9) 
–0.210 2*** 
(0.044 5) 

–0.116 3*** 
(0.006 7) 

–0.816 8*** 
(0.079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R2 0.250 8 0.245 3 0.246 6 0.258 5 

样本量 4 153 4 153 4 153 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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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稳健性检验2 

匹配方法 
生计韧性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T值 标准误 

K近邻匹配 0.097 9 0.092 2 0.005 3*** 1.09 0.005 3 

卡尺匹配 0.097 9 0.087 9 0.010 0*** 1.53 0.006 6 

核匹配 0.097 9 0.091 7 0.005 1*** 1.30 0.004 8 

马氏匹配 0.098 2 0.093 1 0.005 1*** 4.87 0.001 1 

注：K近邻匹配（K=4）；卡尺匹配采用卡尺为0.6。 
 

（四）机制检验 

1．提升家庭创业有效性 
表7中列（1）、（2）、（3）结果显示，数字

金融影响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农村家庭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促进了家庭

创业行为。数字金融与家庭创业对农村家庭生计韧

性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家庭

创业是数字金融提升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中介机

制。Sobel检验的Z值为2.036，在5%水平上显著，且

Bootstrap检验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列（4）、（5）、

（6）是创业绩效作为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数字金

融对农村家庭的创业绩效与生计韧性均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Sobel和Bootstrap检验，说明

数字金融能够优化农村家庭创业活动获得的绩效，

从而提升农村家庭生计韧性。可能是因为，数字金

融不仅为农村家庭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入和发展

机遇，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家庭应对各种风险的

能力。当面临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时，

有了数字金融助力下的创业绩效作为支撑，农村家

庭能够更加从容地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寻找新的发

展路径。同时，数字金融所提供的信息优势和资源

整合能力，使得农村家庭在创业过程中不断积累经

验和知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这种持

续的成长和进步，进一步巩固了家庭的经济基础，

为家庭生计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极大地提升了农村家庭生计韧性。H2得到验证。 

表7 机制检验1：家庭创业有效性 

变量 
(1) (2) (3) (4) (5) (6) 

家庭创业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创业绩效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数字金融 0.305 5*** 
(0.141 2)  0.080 6*** 

(0.012 1) 
3.768 3** 

(1.756 7)  0.080 3*** 
(0.012 1) 

家庭创业  0.009 5*** 
(0.001 5) 

0.009 2*** 
(0.001 5)    

创业绩效     0.000 8*** 

(0.000 1) 
0.000 8*** 

(0.000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Sobel Z值 2.03 6** 2.03 1** 
Bootstrap检验

（1000） 
[0.0001,0.0055] [0.000 2, 0.006 1] 

R2 0.059 0 0.249 5 0.256 4 0.046 5 0.250 8 0.257 7 

样本量 4 153 4 153 4 153 4 153 4 153 4 153 
 

2．促进金融资本积累 
表8中列（1）的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农村家

庭金融资本积累影响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

为正；列（2）与列（3）的结果说明农村家庭使用

数字金融服务，可以合理配置金融资产，提高家庭

财产性资产，积累金融资本，提升家庭生计韧性，

且通过了Sobe Z和Bootstrap检验，H3得到验证。得

益于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农村家庭能够享受到的数

字金融产品与服务越来越丰富。数字金融为农村家

庭提供多元投资路径和智能投资顾问服务，实现资

金增值，增加金融知识，增强风险意识，从而合理

规划家庭财务。随着金融资本积累，农村家庭经济

实力不断增强，面对风险冲击时更具有韧性，能更

好地保障农村家庭生计稳定可持续发展。 

表8 机制检验2：金融资本积累 

变量 
(1) (2) (3) 

金融资本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数字金融 9.7588*** 
(2.606 0)  0.073 6*** 

(0.011 9) 

金融资本  0.001 0*** 
(0.000 1) 

0.001 0*** 
(0.000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Sobel Z值 3.594*** 
Bootstrap检验 

(1000) 
[0.0046,0.0150] 

R2 0.075 5 0.273 4 0.279 2 

样本量 4 153 4 153 4 153 
 

3．数字鸿沟的抑制作用 

表9为数字鸿沟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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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数字鸿沟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家庭生计韧性。

列（2）显示，数字金融与数字鸿沟的交互项系数为

–0.0519，在1%的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村家庭生计韧

性。一方面，接入性数字鸿沟使得部分农村地区网

络基础设施差、数字设备缺乏，导致农村家庭无法

接入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如此，当地村民就不能享

受便捷的支付、借贷、理财等数字金融服务，也难

以获取金融信息和市场动态，在生产经营和金融决

策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使用性数字鸿沟表现为

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和操作技能不足。部分农村家

庭不太了解数字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收益，也不会正

确使用与操作这些金融工具，还有些家庭不太熟悉

数字设备操作或数字金融平台流程，导致其使用困

难，如大部分农村老年群体不会用智能手机来享受

移动支付的便利等。这些都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对

数字金融的信任度和接受度，最终抑制了数字金融

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提升。H4得到验证。 

表9 机制检验3：数字鸿沟 

变量 
(1) (2)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数字金融 0.090 0*** 
(0.011 9) 

0.089 3*** 
(0.011 9) 

数字鸿沟 –0.017 3*** 
(0.001 3) 

–0.017 2*** 
(0.001 3)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  –0.051 9*** 
(0.016 9) 

常数项 –0.355 3*** 
(0.047 0) 

–0.351 1*** 
(0.046 9) 

控制变量 是 是 

R2 0.282 1 0.283 9 

样本量 4 153 4 153 
 

（五）异质性检验 

1．地区异质性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在资源要素集聚程度上的

差异，本文将样本区域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组。

表10报告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列（1）、列（2）

的结果表明，中西部农村家庭数字金融的回归系数

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东部家庭不显著，表明

数字金融对不同地区的农村家庭生计韧性提升作

用存在差异。可能原因是，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

部地区农村的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传统金融服

务覆盖不足，农村家庭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和信息

不对称问题，数字金融的出现为这些地区农村家庭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服务可及性，极大地改善了

金融环境，使得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能够更灵活地

配置金融资源、开展创业活动和增加家庭收入，从

而显著提升了家庭生计韧性。而东部地区金融基础

设施相对完善，传统金融服务较为普及，农村家庭

的金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较好的满足。数

字金融的进入虽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服务和便利，

但更多的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的优化和补充，而不

是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因此对该地区农村家庭生计

韧性的提升效果相对不明显。 
2．人力资本异质性 
人力资本是家庭发展的核心资产，对家庭的经

济收入、教育传承、健康生活、风险应对和社会适应

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家庭实

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本文根

据户主是否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将样本划分为低人力

资本和高人力资本两组。表10中列（3）与列（4）汇

报了高人力资本与低人力资本的数字金融对农村家

庭生计韧性的影响结果，数字金融对这两组农村家

庭生计韧性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组间差

异系数为0.037，这说明数字金融对低人力资本农村

家庭生计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强。可能的原因是，相较

于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家庭，低人力资本的农村家庭

起点较低，边际收益相对较高。数字金融能有效实现

信息获取与机会均等化、改善金融服务可及性，数字

金融带来的新的融资工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

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带来相对较高的边际收益，从而

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产生更显著的提升作用。 
3．层差异质性 
为更好地考察数字金融与农村相对脆弱家庭

生计韧性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年龄和收入在人群

中形成的不同层次，参考笔者[36]以往的研究，将家

庭收入小于平均值且户主年龄为60岁及以上的农

村家庭定义为相对脆弱农村家庭。表10列（5）与列

（6）汇报了非脆弱农村家庭与脆弱农村家庭的回归

结果。相对脆弱农村家庭与非脆弱农村家庭的回归

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相对脆弱农村家庭

数字金融提升生计韧性的作用更加明显。可能是相

对脆弱农村家庭往往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困境和生

活压力，资产积累薄弱，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数

字金融的出现为这些相对脆弱农村家庭带来了更

大的希望和机遇。如通过数字金融便捷的网络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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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资金用于发展小型家庭副业，利用数字金融平

台的信息优势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等，可以为相对

脆弱农村家庭提供风险预警、数字保险等工具，帮

助他们更好地防范和应对风险，能够在较短时间内

对他们的经济状况产生较大的改善作用，从而对其

生计韧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综上，通过对地区、人力资本和层差方面的异

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东部家庭，高人力资本家庭

和非脆弱农村家庭，数字金融对中西部、低人力资

本和相对脆弱农村家庭的生计韧性产生更为显著

的正向影响。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的生计韧性提升

作用呈现长尾效应。 

表10 异质性检验 

变量 

地区 人力资本 层差 

(1) (2) (3) (4) (5) (6) 

东部 中西部 高 低 非脆弱 相对脆弱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生计韧性 

数字金融 0.008 2 
(0.029 5) 

0.116 1** 
(0.014 3) 

0.079 2*** 
(0.013 4) 

0.081 5*** 
(0.025 5) 

0.059 7*** 
(0.013 3) 

0.177 9*** 
(0.030 0) 

常数项 –0.072 8 
(0.101 4) 

–0.496 3*** 
(0.064 5) 

0.345 5*** 
(0.053 6) 

–0.347 6** 
(0.100 9) 

–0.263 9*** 
(0.053 3) 

–0.631 6*** 
(0.206 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组间差异P 0.000 0.037 0.000 

R2 0.2588 0.2629 0.2187 0.2449 0.1969 0.1844 

样本量 1 538 2 615 851 3 302 3 326 827 

注：组间差异P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2000次）计算得到。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理论上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

韧性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2022年中国家

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从抵抗能力、自组织能

力和学习能力三个维度运用变异系数法科学测度

农村家庭生计韧性，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

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和多种稳健性检验

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

家庭创业有效性和促进金融资本积累来提升农村

家庭生计韧性，即使数字鸿沟存在，数字金融对农

村家庭生计韧性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异质性分析

发现，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型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

响呈现长尾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要坚持数字金融服务三农的基本理念，完

善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促进数字金融包

容性增长，营造良好的数字金融生态环境。一方面，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特别是

在偏远山区，通过铺设光纤、建设基站等方式，实

现网络信号的全覆盖，确保农村家庭能够稳定地接

入互联网，为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提供基础保障，消

除接入沟；另一方面，组织专业金融知识普及团队

深入农村，定期开展数字金融知识培训，让农民熟

悉各类数字金融产品与操作流程，提升农民运用数

字金融工具的能力，消除使用沟。重点关注与帮扶

中西部地区、低人力资本地区和相对脆弱农村家庭

等群体，弥合数字鸿沟，增强他们的内生发展动力。 
二是精准助力农村家庭创业。金融机构要依托

大数据分析，精准定位有创业意向和潜力的农村家

庭，为他们量身定制创业扶持套餐，不仅提供低息

甚至免息创业贷款，还应配备专业的创业导师，从

项目规划、市场推广到财务管理等方面给予全程指

导，切实提高家庭创业的有效性，以创业带动收入

增长，提高家庭生计韧性。 
三是鼓励数字金融机构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特

点，开发针对性强的金融理财产品。引导农村家庭

合理配置闲置资金，实现财富增值；同时，建立农

村家庭信用积分体系，全面整合农业农村、税务、

电商等多领域数据，依据信用积分给予差异化金融

服务，促进农村家庭金融资本的良性积累。 
四是积极培育农村自组织生态。政府引导农村

成立数字金融合作社或互助小组，鼓励成员间分享

数字金融使用心得、创业资源与市场信息，定期组

织内部交流活动，提升农民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

与风险抵抗能力，为农村家庭生计韧性提升注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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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动力，助力早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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