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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惠金融”概念自从 2005 年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以来，理念和实践进展

十分迅速，内涵不断丰富，覆盖面不断扩大。普惠金融由最初的小额信贷发展而

来，期间经过微型金融阶段，直到今天的综合普惠金融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包

含储蓄、保险、信贷、支付等在内的多元金融服务体系，在扶贫救困、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以及增进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普惠金融理念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告中提出发展普惠

金融，旨在让更多人享有金融服务，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对普惠

金融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深化。 

本文首先对普惠金融的内涵进行深入的解释，结合普惠金融相关的文献综

述，梳理普惠金融理念和实践发展的历程；其次，论证了普惠金融制度是制度正

义性的内在要求，并且普惠金融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具备可行性，从制度

视角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然后，通过相关指标的选取，采用因子

分析法，对我国各省的普惠金融程度进行度量，比较分析各省差异的原因；得出

各省测度后，对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明确了影响普惠金融的

社会因素与金融因素；最后，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从制度基础和影响因素为出

发点，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普惠金融；制度；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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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Finance was proposed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n 2005，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progress very quickly with rich 

connotation and extended coverage. Inclusive Finance grew up originally as micro 

credit. Through the micro finance development stage, it finally becomes a 

comprehensive inclusive financial. Diversified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formed, including savings, insurance, credit and paymen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lieving the poor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mor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report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decisio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order to let more people enjoy the 

financial service and better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Therefore, 

research on Inclusive Finance will develop and deepen itself. 

Firstl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combined with the related literature review. Then,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rom th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argues that justice is the essence of the form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e practical 

feasi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en,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relevant indicators, this paper uses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measure the financial inclusion degree of different provinces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inclue the social 

factors and financial factors. At last,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hile taking system basis and 

influ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Key words： Inclusive Finance, Institution,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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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核心，是信用关系构建的重要载体，自发地产生于商品经

济与货币信用的发展过程，金融实现资金交易、信息交易与风险交易，为经济的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但是，在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在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和产品总是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排斥性，众多贫困与

低收入群体无法享受现代金融发展的红利，传统的金融侧重强调对风险的经营，

低收入群体由于信用不足、收入不高等原因而被金融机构视为“缺乏挖掘潜力“对

象，导致这个群体被排斥在正常的金融服务外，他们无法有效地得到金融产品和

金融服务的供给，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带来的便利与支持，最终使得贫者愈贫。

现代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成为了各个国家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各种金

融扶持政策与制度应运而生，金融层面则提出了与传统金融认知更进一步的观点

——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框架内认识的不同之处在于普惠金融的宗旨强调全民、

全社会均享有金融服务的权利和渠道，非贫及高收入人群可以通过金融实现理

财、投资与消费等众多个性化需求，贫困及低收入群体也可通过金融服务实现生

活保障与脱贫致富。普惠金融理论认为，贫困及低收入群体是有能力进行金融服

务的消费，只要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团体和个人，都能在普惠金融体系内平等地享

受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体系是一个可以为所有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的、共同的金融

服务的体系框架。 

普惠金融理念起源于欧洲，经历了合作社、信用社、小额信贷与微型金融等

一系列形式，逐渐发展到现代的普惠金融概念。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普惠金融

概念起始于 20世纪 90 年代的公益性小额信贷，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普惠金融

的概念在不断地深化、普惠金融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这与我国长期的人口结

构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农村人口占比超过 60%，民营企业占比超过 90%，庞

大的金融消费弱势群体的客观需求促进了我国小额信贷、微型金融的快速发展，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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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①，为普惠金融的中国之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

策基础。 

普惠金融体系的对象是全体经济主体，包括个人与团体，更重要的是实现向

金融消费弱势群体的全方位覆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环境的日益优

化，我国普惠金融的建设道路将实现新的飞跃。对我国普惠金融的研究，了解我

国普惠金融的程度和区域特征，可以为未来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

议，为普惠金融的供需双方及监管方三者实现动态平衡和效率明确方向，因此对

我国普惠金融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1.2.1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内容的主要包括： 

1、普惠金融的概念和内涵的释义。对普惠金融的宏观意义、微观结构、特

点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介绍，并梳理了国际与国内普惠金融发展历程。为后面章

节的深入分析提供基础支持。 

2、从制度视角对普惠金融制度的正义性和可持续性进行解析。制度正义性

是普惠金融制度形成的内在要求，论证了普惠金融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存在实践上

的可行性。 

3、构建衡量普惠金融程度的评测指标，并对普惠金融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

实证分析。本文选取的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基础指标包括：保险密度、保险深度、

金融网点个数/万人、金融从业人员/万人、ATM 个数/万人、ATM 个数/万平方

公里、金融网点个数/万平方公里、金融从业人员/万平方公里、银行贷款余额（亿

元）、小额公司贷款余额（亿元）、银行资产总额(亿元)、金融业增加值/万人（亿

元）；并从教育、互联网普及率、居民加权收入以及金融相关率四个维度分析对

金融普惠程度影响的因素。 

4、提高普惠金融程度的政策建议。结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

强调政府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通过制度的有效建设降低金融排斥

制约因素，明确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为普惠金融的可持

                                                        
①引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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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2.2研究框架 

 

图 1-1：本文研究框架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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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内外普惠金融的文献综述 

早在15世纪①，普惠金融的理念就已经萌芽，传统金融机构开始关注受到金

融排斥的经济弱势群体，小额信贷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随着金融服务对象范围

的扩大，小额信贷逐渐发展成为微型金融，直到现在普惠金融概念完整的提出。

国内外学者对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普惠金融受制原因（金融排斥②）以

及普惠金融的运作机理和效果进行研究。 

1.3.1国外研究现状 

 普惠金融理念产生较早，但对现代普惠金融体系的学术研究主要开始于19世

纪60年代，国外学者主要对普惠金融受制的原因（金融排斥），普惠金融与普惠

效果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1、金融排斥、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 

金融排斥是传统金融风险管理理念下的时代现象，也是普惠金融落实过程中

受制的重要表现，对于金融排斥的研究也由早期简单的地理排斥解释发展到现在

的多维角度解释。 

Leyshon和Thrift（1995）最初从地理排斥的角度进行金融排斥现象的解释，

表明金融服务点的地理便利性影响了金融服务的供应效果。 

Kempson和Whyley（2000）提出，金融排斥可以表述为六个维度的动态复

合结果，这六个维度分别是地理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

斥以及自我排斥，该研究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对金融排斥现象做了较为深入和全面

的解释，明确了空间制约、经济影响、文化背景等方面对金融排斥现象产生的影

响。 

Morrison（2001）将金融排斥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营销行为方面，认为在金

融企业的经营标准很容易直接将不符合其营销标准的经济个体排斥在金融服务

范围外。 

英国金融服务局FSA③（2000）发现，对金融排斥现象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

                                                        
① 15世纪，意大利出现了开展信贷业务的修道院，以抑制高利贷。 
② 金融排斥（ Financial Exclusion ）：指社会上一些群体无法进入金融体系，得不到基本的金融服务现象。 
③ 金融服务管理局成立于 1997年 10月，为英国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机构，行使法定职责，直接向英国财

政部负责。该部门于 2013年 4月 1日废除，其职能由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

和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PRA）两个机构代替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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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社会排斥加深了经济排斥，金融排斥是经济排斥的一个

体现，并且，FSA调查发现在英国金融排斥存在较为明显的社会特征，亚裔、非

洲裔以及加勒比裔受到金融排斥的程度高于其他种族，社会排斥的加剧往往会加

深金融排斥的程度。 

Gradeneretal（2004）则对金融排斥中的教育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受教育程

度越高，金融排斥性越低。 

Argent和Rolley（2000）对澳大利亚的金融排斥现象进行研究，发现金融机

构倾向于从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撤离，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性更强；Heron

（2005）在对新西兰的研究也发现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聚集度较低。 

2、普惠金融与普惠效果研究 

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是相对的概念，金融排斥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对普惠金

融的研究，消除金融排斥的目的是为了普惠金融的实现，通过金融普惠以实现惠

民效应。 

国外学者对普惠金融与惠民效果的主要集中在对家庭融资影响（脱贫、教育

改善、弱势群体的健康水平的提升、妇女权利）以及企业融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在脱贫方面，Simanowitz（2002）对印度的SHARE①（Society for Helping and 

Awakening Rural Poor through Education）的客户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对于

长期参加该项目的客户而言，有3/4的客户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福利的提高，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客户实现了脱贫，同时客户的就业模式也很多由不稳定的零工

劳动向稳定而多样的就业渠道过渡，并且带有很强烈的依靠小商业的特点。

Khandker（1998）对孟加拉国的前三大小额信贷项目进行研究发现，女性客户

进行了100塔卡②的借款，其家庭消费就会增长18塔卡，并且参与这些小额信贷

项目的客户每年有5%实现脱贫。Mustafa（1996）结合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

（BRAC③）的一项调查报告发现，参与项目超过4年的客户其家庭支出增加28%，

资产增加112%。同时，Zaman（1999）对BRAC的另一项目进行分析发现，参与

这个项目而获得金融服务的客户可以通过平滑消费、资产积累以及获得保险应对

                                                        
①印度帮助唤醒农村贫困人口教育协会（SHARE）旨在对印度农村贫困人口在教育、工作等方便给予援助，

是世界妇女银行的一个合作伙伴。 
② 塔卡，孟加拉国货币单位。 
③ 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是一个超大型面向广大农村地区进行扶贫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于 1972

年由社会慈善人士发起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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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等方式降低生活危机。 

在教育改善方面，Chowdhury和Bhuiya（2000）对孟加拉国BRAC项目的一

个地区进行研究发现，对于参与项目的客户家庭中在11至14岁年龄段的孩子而

言，在1992年项目开始时到1995年项目开展后，拥有进行读、写、算等能力的

孩子比例由12%上升到24%，而非该项目家庭的孩子的教育基础能力在1995年

仅达到14%。Barnes（2001）对乌干达的一个小额信贷项目进行研究发现，参

与项目的家庭比未参与项目的家庭在教育上投入更多，这主要缘于参与项目的家

庭可以通过该项目比未参与项目的家庭负担更多的教育投入。Chen和Snodgrass

（2001）对印度的工人家庭进行教育调研发现，印度自我就业妇女协会银行更

侧重对工人家庭中的男孩的中等教育入学产生影响，11至17岁的工人家庭中男

孩的入学率由1997年的65%上升至1999年的70%。 

在弱势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与妇女权利方面，Barnes（2001）同样发现乌

干达FOCCAS小额信贷项目的客户得到了更多卫生和健康上的指导；Cheston和

Kuhn（2002）对尼泊尔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小额信贷的支持，参与家庭的女

孩能够得到更多食物、医疗和教育资源上的投入。 

Malesky和Taussig（2006）认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企业的发展

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是金融存在的意义。Aghion，Fally

和Scarpetta（2006）研究发现，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必须降低其享受

金融服务的门槛。企业的发展会受到金融支持程度的影响，金融支持给中小企业

带来的影响比大型企业更为显著。Laeven（2003）则提出，随着利率市场化等

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将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普惠金融是金融自由化的

一个重要体现。Allen和Qian（2005）研究发现，债务融资仍是企业外部融资的

主要渠道，非正规金融已经在填补正规金融的空白部分。Miller（2003）、Love

和Mylenko（2003）等认为，要不断的增加企业的融资形式，减少企业的融资约

束。 

1.3.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普惠金融的研究也要追溯到早期小额贷款、小微金融以及金融排斥的

细化研究。21世纪起，我国的学者开始对金融排斥和普惠金融现象进行了系统性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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