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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特征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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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普惠金融将数字技术融入传统金融业务，拓展了金融业务的深度与广度，并对商业银行

的信用风险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４２家商业银行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研究异质性特征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１）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２）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效应存
在维度、地域、股权结构等异质性特征。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

应鼓励商业银行进一步完成数字化转型，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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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上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

险”［１］，抓好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

产生的各类金融风险这一关键点尤为重要。

２０２５年全国金融稳定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坚

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及时

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

在现代金融系统中，商业银行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其信用风险管理对于防范现代金融体

系的系统性风险至关重要。防范系统性风险首

先应当控制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因此商业银

行信用风险管控是当前金融领域关注的热点问

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商业

银行信用风险影响因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

理和各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例

如，张海亮等［２］分析了金融部门债务风险的传

导过程，发现商业银行信贷分布能够影响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率；姚婷等［３］通过实证分析得出

金融科技能够通过降低交易的信息成本来减少

信用风险的发生；李朝辉等［４］采用修正后的

ＫＭＶ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于不同类型商

业银行，其影响信用风险的因素存在差异。

２１世纪以来，数字经济以迅猛之势发展或

为助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力之一。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２０２４年）》指出，２０２３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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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９万亿元，占 ＧＤＰ的比重提高至４２．８％，数

字经济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稳定、转型升级的内生

动力。２０２３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

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

融“五篇大文章”［５］，体现出中央层面对数字金

融、普惠金融的高度重视。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

字技术与传统的普惠金融服务相融合，使得商业

银行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给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管理带来了冲击。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商业

银行信用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结论存在差

异。例如，张龙耀等［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商行

受金融科技的影响会倾向于由担保贷款向信用

贷款调整，从而降低农商行的信用风险。杜莉

等［７］认为数字金融本质上是基于技术进步的一

种金融创新行为，能够通过强化商业银行信用风

险防控能力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发生率；傅顺

等［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

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存在“倒Ｕ形”关系，并且在

非“中农工建交”五大行中，这种“倒Ｕ形”关系

更为显著。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在已有研究

中，关于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尚

未形成定论，且多集中在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等

方面。区别于以往研究只考察数字金融对银行

业风险的整体作用，本文拟着重探讨数字普惠金

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同时，在考虑异

质性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不

同维度的异质性特征，以期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

地助力商业银行发展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融合数字技术与普惠金

融服务，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产生了一定影

响。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普及加剧了金融

市场的竞争。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降低了交易

成本［９］，使得新兴金融科技企业凭借成本优势挤

占部分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与利润空间，迫使一

些商业银行冒风险去获取收益［１０］。高回报往往

与高风险挂钩，商业银行追求更高利润会影响其

风险偏好从而增加其信用风险。例如，商业银行

为了吸引和保留客户，可能会放宽信贷标准，这

会在短期内增加其信用风险。

其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

称问题，从而更好地控制信用风险。资金供求双

方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供应方不能很好地识

别需求方的经营情况和资信状况，而资金供应者

则要支付监管成本来对信贷需求方的状况进行

确认，从而导致了金融摩擦。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通过技术创新缓解了交易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帮助商业银行更有

效地收集和分析个人客户的财务数据，从而更好

地评估信用风险，还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更及时地

监测到个人客户的信用变化，从而采取相应的风

险控制措施以降低信用风险。例如，云计算和大

数据等工具能够帮助商业银行高效整合分析大

量的客户交易信息和行为信息，精准判断客户的

信用水平，缓解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１１］，提高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１２］。

其三，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了

技术创新，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传统金融业务的

限制，帮助商业银行完成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

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１３］，能够提

高商业银行的服务效率和技术水平，帮助商业银

行判断客户信贷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另一方面，

蚂蚁金服等金融科技公司与商业银行在数字普

惠金融业务领域展现出互补性，为商业银行带来

了金融产品创新。商业银行利用自身的资金优

势和监管经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普惠金融

技术创新相结合，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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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可以设计更多与客户信用状况相匹配的产

品，从而降低违约风险。许多商业银行已经与金

融科技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合作提供更多

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其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通常提供金融

教育和理财工具，有助于提高客户的金融素养，

减少因客户缺乏金融知识而对商业银行造成的

信用风险。例如，蚂蚁金服的“蚂蚁财富”、腾讯

的“理财通”等通过文章、视频等形式普及金融

知识，帮助客户加深了对金融产品的理解，增强

了其风险意识和理财能力，有助于减少银行客户

的违约行为，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ａ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商业银行

信用风险。

假设１ｂ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商业银行

信用风险。

２．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

的异质性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技术和传统普惠金融

相融合的产物，其发展水平和效能受数字化程度

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程度的制约，一定程度

上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管理效果。其一，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多维度的，不同地区的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具有显著差异，从而导致数字

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存在多维

度异质性。其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我国地域辽阔，各省份经济发展程

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

的建设和完善程度上。经济发达地区数字基础

建设相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更加完善，数字普惠金

融的规模效应也更明显，该地区客户更容易接受

数字普惠金融这类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因此可导

致区域异质性的存在。其三，由于股权结构类型

的不同，商业银行的数字化程度、经营目标等也

有所不同。例如，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规模较大，

资金充足，能够投入大量资本用于数字化建设，

数字化程度较高；而普通民营商业银行在技术资

金投入上不如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其数字化程度

也相对较低。另外，股权结构也会影响商业银行

风险承担水平［１４］。这些差异可能导致股权结构

异质性的存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

究假设：

假设２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

险的影响存在维度异质性。

假设３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

险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假设４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

险的影响存在股权结构异质性。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１．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以国泰

安数据库、各上市银行的年度报告为基础，选取

４２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样本数据，研究区间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样本量能够较好地反映上市商

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情况。为避免缺失值和异常

值对实证结果造成偏误，本文剔除了部分数据

缺失样本，并采用插值法补充缺失数据。数字

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

心与蚂蚁集团联合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２．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ＲＩＳＫ）：指由于债务人

不能按时偿付所欠的债务而使债权人蒙受损

失。具体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借款人在主观上

不愿意归还本金与利息；第二，借款人由于自身

信用等级的下降或其他意外事件的发生，使得

债务契约的价格发生溢价的可能性。目前学界

已有文献主要选取不良贷款率［１５］与贷款拨备

率［１５］等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进行衡量，由于贷

款拨备率数据部分缺失，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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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衡量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程度，其数值越大，

代表商业银行所承担的风险越高。

（２）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ＤＦ）：参考张中祥

等［１６－１８］学者的做法，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

究中心与蚂蚁集团联合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作为衡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

指标。该指数覆盖范围广、指标选取全，可以较

好地反映出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字普

惠金融的发展进程与未来趋势。

（３）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从银行自身角

度，控制了资本充足率（ＣＡＰ）、非利息收入占比

（ＮＩＯＮ）、成本收入比（ＣＩＲ）、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净息差（ＮＩＭ）、资产负债率（ＡＬＲ）、存

贷比（ＬＤＲ）等可能影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变

量；从地区经济发展角度，控制了 ＧＤＰ累计同

比增长率（ＧＤＰ）、ＣＰＩ累计同比增长率（ＣＰＩ）等

其他可能影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变量。变量

选取与具体定义见表１。

３．实证模型设计

为验证所提假设，本文采用面板模型进行

研究，构建模型如下：

ＲＩＳＫｉｔ＝α０＋α１ＤＦｉｔ＋φＸｉｔ＋ｖｉ＋ｕｉｔ ①
其中，ｉ为具体银行，ｔ为时间；ＲＩＳＫ为被解释变

量（不良贷款率）；ＤＦ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Ｘ为控制变量集，ｖｉ为控制个体

固定效应，ｕｉｔ为随机误差项，α０为截距项。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

本文样本涵盖４２家上市商业银行，分别对

各个变量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具体结果见

表２。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外，其余变量均以

百分比表示。由表２可知，所选的４２家商业银

行的不良贷款率的标准差为０．５７８，最大值和

最小值分别为９．５６０、０．２２０，相差较大。本文

用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４６０．６９１、１８．４７０，

标准差为１１４．２６６，说明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需要进一步分析地

区间差异。

２．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３，表 ３中列（１）至列

（３）分别使用不同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商业

银行信用风险的关系进行检验，其中列（１）运

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进行回归分析，列（２）为

固定效应模型（ＦＥ）回归分析，列（３）是随机

效应模型（ＲＥ）回归分析。由回归结果可知，

三种模型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回归系数分别

为－０．００２０５、－０．００２３８、－０．００２１３，均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

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即随着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水平的提升，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能够得到

表１　变量选取与定义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计算

被解释变量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ＲＩＳＫ 贷款损失准备／贷款总额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ＤＦ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资本充足率 ＣＡＰ 资本总额／风险资产
非利息收入占比 ＮＩＯＮ 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
成本收入比 ＣＩＲ 营业费用／营业收入
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控制变量 净息差 ＮＩＭ （银行全部利息收入－银行全部利息支出）／全部生息资产
资产负债率 ＡＬＲ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１００％
存贷比 ＬＤＲ 贷款总额／存款总额

ＧＤＰ累计同比增长率 ＧＤＰ 当期ＧＤＰ累计总额－基期ＧＤＰ累计总额／基期ＧＤＰ累计总额×１００％
ＣＰＩ累计同比增长率 ＣＰＩ 当期ＣＰＩ累计总额－基期ＣＰＩ累计总额／基期ＣＰＩ累计总额×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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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ＲＩＳＫ １．２９５ ０．５７８ ０．２２０ ９．５６０ ５０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ＤＦ ２７６．７７６ １１４．２６６ １８．４７０ ４６０．６９１ ５０４

净息差 ＮＩＭ ２．４５６ ０．５５９ １．２５０ ４．７１４ ５０４
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１４．４４８ ４．６９２ ４．４６４ ３１．７８６ ５０４
资本充足率 ＣＡＰ １３．４７２ １．７２２ ８．８４０ ２４．８６０ ５０４
存贷比 ＬＤＲ ７２．２４５ １４．４９３ ２６．４３０ １１６．２３５ ５０４

非利息收入占比 ＮＩＯＮ １８．８６９ １０．３２３ －１４．６２５ ５１．０９０ ５０４
成本收入比 ＣＩＲ ３１．２０６ ６．０５１ １８．９３０ ６６．４７０ ５０４
资产负债率 ＡＬＲ ９２．８６６ １．３４６ ８３．４７１ ９７．８２７ ５０４

ＧＤＰ累计同比增长率 ＧＤＰ ７．２４４ ２．７０６ －０．２００ １６．４００ ５０４
ＣＰＩ累计同比增长率 ＣＰＩ ２．３３８ １．０６９ ０．９００ ５．４００ ５０４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变量

ＯＬＳ ＦＥ ＲＥ

ＤＦ －０．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０５６）

ＬＤＲ ０．００４３２ ０．００４７０ ０．００３７１
（０．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３３８） （０．００２７６）

ＣＡＰ
－０．０２３２２ －０．０５７６６ －０．０４２８６

（０．０２０１１） （０．０２２４７） （０．０２０７５）

ＣＩＲ
－０．００４６０ －０．００２１７ －０．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４６０） （０．００７２２） （０．００５３９）

ＡＬＲ
０．０１４２９ ０．０３２２１ ０．０１４０１
（０．０３３５０） （０．０４０２７） （０．０３５７５）

ＮＩＯＮ
０．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３６６ ０．００２６６
（０．００３３４） （０．００４０５） （０．００３５７）

ＮＩＭ
０．１０５８３ －０．０４７３１ ０．０２４７２
（０．０７４６２） （０．０８３８５） （０．０７６６８）

ＲＯＥ －０．０７７０４ －０．０９４４７ －０．０８５０６

（０．００９８７） （０．０１１３６） （０．０１０３１）

ＧＤＰ
－０．００６９２ ０．０１１０３ ０．００４２６
（０．０１３６９） （０．０１３３２） （０．０１３１１）

ＣＰＩ －０．０７３９６ －０．０４８９８ －０．０５７８５

（０．０３１９８） （０．０３０１５） （０．０３００５）

＿ｃｏｎｓ
１．７２７２９ ０．９１５７８ ２．２１７４７
（３．３０３８０） （３．９６３１７） （３．５１５９１）

Ｎ ５０４ ５０４ ５０４
　　注：、、分别表示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下同。

缓解，印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１ｂ。可能的原因

是，商业银行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分析风险数据

能更加精确地判定客户的信用等级与还款能力

等，有效地提高了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的识别

能力，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另外，

在控制变量中，净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负，这意味着净资产收益率的提高，一定程

度上能够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为了保证基

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验，确认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更适合本文回

归分析，因此本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为本研究

的适用模型。

３．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１）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对模型采用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检

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各

个控制变量ＲＯＥ、ＡＬＲ、ＬＤＲ等的ＶＩＦ值均小于

１０，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表明基准回归结

果稳健。

（２）解释变量滞后效应检验

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的滞后一期

和滞后两期的数据作为解释变量，尽量减少内

生性问题的影响，滞后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４。

表４中列（２）至列（３）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将工

具变量“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滞后

二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纳入回归模型后，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０１８３

和－０．００２６９，依然为负，且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

反向因果偏误得到缓解后，数字普惠金融依然

能够起到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作用，验证

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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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三个方面的数据作为替代变量，来

替代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稳健性

检验结果见表５。由表５中列（１）至列（４）的回

归结果可知，在使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

进行检验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回归系数依然

显著为负，说明其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降低

效果依然显著，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研究结论

可信。

４．异质性分析

（１）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异质性检验

根据表５列（２）至列（４）的回归结果可以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

程度三个维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０２８８、

－０．００１９１、－０．０００２０，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

广度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数

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对商业

表４　滞后效应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变量 ＲＩＳＫ ｌｎＲＩＳＫ ｌｎＲＩＳＫ

ＦＥ ＤＦ滞后一期 ＤＦ滞后二期

ＤＦ －０．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０６２）

ｌｎＤＦ －０．００１８３

（０．０００３３）

ｌｎ２ＤＦ －０．００２６９

（０．０００３６）
银行层面 Ｙ Ｙ Ｙ
地区层面 Ｙ Ｙ Ｙ

表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变量 ＦＥ ＲＩＳＫ ＲＩＳＫ ＲＩＳＫ

ＤＦ －０．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０６２）

覆盖广度
－０．００２８８

（０．０００６３）

使用深度
－０．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０５１）

数字化程度
－０．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４１）

银行层面 Ｙ Ｙ Ｙ Ｙ
地区层面 Ｙ Ｙ Ｙ Ｙ

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则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

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

影响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提升得以

实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程度越广，其用户数

量和占比越高，商业银行的客户数量也会随之

增加；使用深度是由实际使用金融服务的人数

及其活跃程度等指标进行衡量的，随着数字普

惠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用户的金融素养一定

程度上也会得到提升，从而提高了商业银行客

户质量，一定程度上促进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

理效率的提升，从而能够减少商业银行信用风

险事件的发生。而数字化程度主要影响金融服

务的便利性，其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并

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假设２得到验证。

（２）地域异质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地区

商业银行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考虑经

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等情况，参照李菲菲

等［１９－２０］的研究进行地域异质性检验，将我国的

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进行

地域异质性分析，地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６。

由表６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系数依然显著

为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使商业银行信用风

险显著降低。进一步对比可以发现，东部地区

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和西部则

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对东部地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作用更

为明显。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凭借良好的

环境优势，经济增长较为稳定，金融生态相对优

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

表６　地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变量

总体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ＤＦ －０．００２３８－０．００２３１－０．００４４２－０．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２４１）（０．００１０６）
银行层面 Ｙ Ｙ Ｙ Ｙ
地区层面 Ｙ Ｙ Ｙ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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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数字化程度更高。基于较高水平的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商业银行在利用先进数字技术进

行客户数据收集与分析时具有优势。同时，较

为发达的经济环境和数字技术也培育出大量优

质企业，提升了商业银行的客户质量，使得商业

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具有规模效应，提高了风

险监管效率，从而降低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发

生的可能性。而经济发展水平偏弱的中部和西

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数字化程

度也相对较低，优质企业少于经济发达的东部

地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受到自身技术与

客户质量双重限制，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

中部和西部地区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作用

不如东部明显，存在区域异质性。基于以上分

析，假设３得到验证。

（３）股权结构异质性检验

为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

信用风险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股权结构异质

性，本文参照周鹤峰［２１］的研究，进行股权异质

性检验，将所选取的商业银行样本按照国有持

股比例结构划分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国有参

股商业银行和民营商业银行３大类进行分组检

验，股权结构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７。由表 ７

中列（１）至列（４）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回归系数依然为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

可显著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对比表７中列

（２）至列（４）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参

股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更大，对民营商业

银行的影响次之，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影响

则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

相对来说规模较大、业务管理更规范、创新能力

更强、信用风险管理水平较高，因此数字普惠金

融的边际效用对其信用风险管理影响较小；而

国有参股商业银行业务管理和创新能力相对较

弱，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边际效用更强。另外，

由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受政府管制和政策限

制，再加上其成立时间较早，管理经验丰富，相

对来说风险偏好更加保守，因此数字普惠金融

对其信用风险的降低作用不如国有参股商业银

行显著。相较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国有参股

商业银行，民营商业银行规模较小，且经营范围

和客户数量有限，其本身风险管理水平和创新

能力不足，限制了信用风险水平，使得数字普惠

金融所带来的边际效用被放大化，从而导致数

字普惠金融对民营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大

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以上结论与本文上述理

论分析相符合，假设４得到验证。

表７　股权结构异质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变量
总体

民营商业
银行

国有参股
商业银行

国有控股
商业银行

ＤＦ －０．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２５２－０．００３２７－０．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０６７）（０．０００７５）

银行层面 Ｙ Ｙ Ｙ Ｙ
地区层面 Ｙ Ｙ Ｙ Ｙ

　　四、结论与建议

　　１．研究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服务，

推动着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实证检验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及其异

质性发现：其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会

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其二，数字普惠金融

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降低作用，存在维度、地

域、股权结构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在维度方

面，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商业银行信用风

险的影响最为显著，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

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则不显著；在地域

与股权结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商

业银行与国有参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更

为显著。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对中西部地区

与民营商业银行重点关注，鼓励商业银行进一

步完成数字化转型、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１８·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５年６月　第２６卷第３期

２．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

建议。　
其一，应当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

程度等多个维度，全面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发展。另

外，商业银行应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从

合作、投资、创新等方面着手，制定并调整自身

数字化发展策略，以应对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

其二，商业银行应完善其风险管理体系，并

建立完善的预警管理机制，完善风险预警管理

的内在保障，以保证各项重大风险管理措施的

有效实施，从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安全性，以

应对信贷风险。

其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应当因地制宜，

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应当继

续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技术，充分利用数字

普惠金融的创新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该着重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商业银行数字化水平。

其四，国有参股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紧跟当地产业发展方向和政策走向，利用

数字普惠金融手段加强信用评估，并及时预警

风险，继续将信用风险保持在稳健水平；民营商

业银行应加快信用风险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主

动与数字金融企业合作，从而增强银行抵御风

险的能力，实现信用风险管理的优化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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