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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及贫困陷阱理

论测度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深入探讨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有效

提高了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普惠金融水平每提高1%,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就提高0.4%,并且这一结果具有

稳健性;普惠金融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主要通过促进家庭资产积累和促进创业两条路径;异质性分析表

明,普惠金融对男性户主、中青年家庭、较高人力资本、收入水平更低、位于中西部地区等特征的农户家庭

经济韧性增强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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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20年底,我国已经基本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但贫

困是动态变化的,摆脱贫困和再次陷入贫困会同时存在[1],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环
境改变、产业结构转型、失业、疾病和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导致非贫困家庭陷入贫困、已脱贫家庭在

未来返贫;脱贫只是一个开始,如何巩固这一成果并确保不会倒退,提高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是
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

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2]因此,研究如何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共同

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立足机会平等,通过向农户提供更具普惠性的贷款和保险等服务

帮助农户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冲击,从而提高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那么,值得关注的现实问

题是我国持续推进的普惠金融是否能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影响机制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

回答不仅是对我国推进多年的普惠金融政策效果的评估,也对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巩固脱贫

成果具有指导意义。
已有文献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提高信贷可得性,降低准入门槛,缓

解信贷约束[4-5],促进贫困减缓[6-7];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可以提高减贫质量[8]、阻断

贫困再次发生[9],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10]。综合上述文献来看,现有研究对普惠金融

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完成,新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已变成

如何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韧性的概念被广泛用于心理学和生态学中,而在经济学范围内,韧
性常被用来研究外部冲击对区域、产业和经济的影响,关于农户韧性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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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韧性能力、建立农村高质量防贫的机制[11]及农业保险[12]、精准扶贫政策[13]、无条件转移支

付政策[14]、脱贫不脱政策[15]等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等方面,直接研究普惠金融与农户家

庭经济韧性的文献较少,也缺乏对两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理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采用2013—

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深入探讨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从而

为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巩固脱贫成果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

作为一种前瞻性概念,经济韧性强调在不确定环境中,家庭能够抵御外部冲击对家庭福利的

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能力[16],而普惠金融通过提供风险管理的手段,可以显著改善家庭福利,
尤其是当家庭面临较大波动的情况下[17],普惠金融基于机会平等的原则,致力于为所有社会成

员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务获取机会,对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具有积极作

用。一方面,普惠金融具有较低的准入门槛和更加灵活的信贷政策,可以帮助更多人获得金融支

持。普惠金融通过为那些传统金融机构认为信用风险较高的人提供融资,降低了这部分群体的

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同时提高了他们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水平,从源头上保证了扶贫资金的“活
水”,为受信贷约束的家庭融入更高价值链的活动提供了启动资金;普惠金融不仅可以为那些受

到金融排斥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还能够通过提供金融支持来增强家庭内生发展能力,提高家庭

在面对风险冲击时的抵御能力。另一方面,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供避险工具,如通过保险为家庭

提供经济赔偿和支持,以应对其潜在的损失。当家庭面临紧急情况或经济困难时,可以通过贷款

解决短期的资金需求。普惠金融能帮助农村家庭合理分配资金,从而避免陷入贫困等,使农户家

庭能够更好应对各种意外事件和不可预测的风险,避免由于意外事件发生导致家庭陷入贫困、减
少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研究假说1: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二)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间接影响

1.增加资产积累

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农户家庭资产积累进而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贫困陷阱理论指出,经
济韧性的基础在于摆脱贫困陷阱,而增加家庭资产、提高家庭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则是走出贫困

陷阱的关键[18]。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也强调,缺乏资本导致家庭收入下降,从而形成“低收入—
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存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同时,出现低收入后,又会

导致“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诱—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情况出

现。总的来说,缺乏资本会导致家庭收入水平下降,阻碍家庭积累资产,使其难以建立生存资本,
对风险的抵抗力较差,削弱了家庭经济韧性。普惠金融通过使用新型的技术和金融工具,降低了

农村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使更多人受益于金融服务,农户可以通过储蓄、投资和理财等金

融服务来减轻家庭在资金方面周转的压力、增加家庭收入,并增强家庭所拥有资金的流动性和积

累更多的金融资产,从而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避免在冲击发生时突然陷入贫困、有助于打

破贫困循环[19];不仅如此,普惠金融开发出的新型金融产品如微型贷款、保险等,更加适合低收

入人群和农村居民等人群的需求,农户可以利用不同金融产品进行不同的资产配置,增强家庭资

产积累的能力,从而提高家庭经济韧性[20],多样化的资产配置可以实现家庭资产的保值增值,增
强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并扩大资产规模。家庭经济韧性的重点是家庭在受到冲击后应对贫困的能

力,据此,强大的资产积累提供了对外部冲击的“软垫效应”,防止农户家庭因不可预见的情况而

受到损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研究假说2:普惠金融通过促进资产积累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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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创业

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农户家庭创业进而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普惠金融提供更加灵活、低
门槛的金融服务,使得创业者更加容易获得金融支持,缓解创业农户在资金方面所面临的限制,
从而增加创业机会,提高创业绩效[21-22],还能带来创业的机会均等化,特别有助于低物质资本和

低社会资本的家庭创业[23];此外,普惠金融通过为创业者提供更加优惠的利率和便捷的融资渠

道,降低创业成本和融资成本,有效解决了家庭创业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和信贷支持问题,进而促

进了农户家庭创业的持续经营。普惠金融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家庭创业,不仅如此,普惠金融中

商业保险、互联网支付等对创业活动开展具有积极影响,有助于提升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家庭创

业水平[24];同时创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为就业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并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居

民福利水平[25]。综上所述,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提供灵活、低门槛的金融服务,降
低创业成本和融资成本,以及促进创业机会均等化,有利于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研究假说3: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创业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1.基准回归模型

为考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本文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resilienceit=α0+β0FIit+ρ0Xit+γpt+λit+ε0it (1)
其中,resilienceit代表家庭i在时期t的农户家庭经济韧性,FIit代表家庭i在时间t的普惠

金融指数水平,β0 是本文的关注系数,衡量了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Xit代表所有控

制变量,γpt代表控制时间和省份的联合固定效应,λit分别代表家庭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2.机制分析模型

assetit=α1+β1FIit+ρ1Xit+γpt+λit+ε1it (2)

entrepreneurshipit=α2+β2FIit+ρ2Xit+γpt+λit+ε2it (3)
其中,assetit表示家庭i在时期t的家庭资产,entrepreneurshipit表示家庭i在时期t是否进

行创业。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以CisseandBarret[26]提出的计量方法测算家庭经济韧性指标,并借鉴李晗和陆迁[13]的做

法,本文采用家庭人均消费额的对数值作为福利水平的衡量指标,从而测算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第一步,首先假设一个一阶 Markov过程,引入福利水平的一阶滞后变量,以体现上一期福

利水平对当期的影响,从概念上说,由于福利是个状态变量,它总结了所有先前的状态,因此引进

滞后一期是合理且必要的,同时还可以有效避免样本数据的浪费,并解决了面板数据中可能存在

的自相关问题。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Wit=∑
3

j=1
βMjWj

i,t-1+γM Xit+εMit (4)

公式(4)将t时期的福利指标Wit建模为前一期t-1时刻的福利Wi,t-1的多项式函数,同时,
加入其他特征变量Xit以及随机扰动项εMit。下标 M 代表期望方程,j代表高阶中心距的阶数。
考虑到多重均衡贫困陷阱理论的典型S 形动态特征,本文在福利水平的多项式中,选择1至3阶

矩引入方程[27]。
第二步,考虑到人均消费水平必须是非负的,因此假定因变量为泊松分布变量,使用广义线

性模型(GLM)进行似然估计,利用公式(4)及随机误差项的零均值假设E[εMit]=0,估计家庭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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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时期的条件均值可以写为:

μ̂1it=E[Wit|Wi,t-1,Xit]=∑
3

j=1
β̂MjWj

i,t-1 +̂γMXit (5)

第三步,用下标V表示方差方程,得出一阶中心距的残差,并估计二阶中心矩方程:

ε̂2Mit=∑
3

j=1
βVjWj

i,t-1+γVXit+εVit (6)

同时,遵循零均值假设E[εVit]=0,将残差平方用来估计条件方差的预测值①:

μ̂2it=∑
3

j=1
β̂VjWj

i,t-1 +̂γVXit (7)

通过计算得出的条件均值μ̂1it和条件方差μ̂2it用来描述家庭i在时间t的福利水平Wit,假设

分布函数形式和矩估计能够共同估计家庭和特定时期的条件概率密度和互补累积密度函数 ,由
此可以估计出家庭i在时间t时达到某种规范的最低幸福值标准的概率,遵循BarretandCons-
tas[28]的框架,将经济韧性(̂ρit)定义为家庭i在时间t的福利超过某个规范阈值W 的概率。根据

世界银行2015年公布的标准,以人均日消费1.9美元作为阈值 W,并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汇

率折算成2013年的可比数据,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ρ̂≡P(Wit ≥W)=FWit(W ;̂μ1it(Wit,Xit),̂μ2it(Wit,Xit)) (8)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尹志超等[29]的做法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根据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数据中相关数据的可用性,选取5个指标来反映普惠金融水平,具体而言包括银行账户

(分别考虑家庭拥有活期存款账户或定期存款账户)、正规信贷、商业保险、信用卡、数字金融服务

(是否使用互联网进行支付、理财和融资)。其中银行账户可以提供存储和管理资金的功能,反映

出金融服务对于贫困人口和农村家庭的覆盖率和包容性,是金融普惠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30];银行正规贷款和信用卡服务是传统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直接缓解贫困人口和

农村家庭的金融约束,为农村家庭提供融资渠道和金融支持;保险服务可以为人们提供风险保障

及经济上的保障和支持,帮助他们应对不可预测的风险,并且保险服务还可以增加贷款服务的经

济效益[31];考虑到数字金融可以帮助普惠金融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金融需求,提高金融服务

的普及性、便捷性和效率,本文还通过加入互联网支付、理财和融资来反映数字金融服务。表1
汇报了构建家庭普惠金融指数所采用的指标。

表1 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指标选取 计算方式

银行账户 家庭是否拥有活期存款账户
家庭是否拥有定期存款账户

正规信贷 是否有正规信贷
商业保险 是否拥有商业保险
信用卡 是否持有信用卡

数字金融服务 是否使用互联网支付
是否有互联网理财产品

是否有互联网借贷

  采用平均欧几里得距离法加总分项指标得到总指数。借助多维几何的概念,将多维度转化

为一个矢量,在多维空间中,以最优点和最差点为两个基准点,可以用实际点到基准点的距离来

衡量经济体的普惠金融状态,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就是由实际点到最优点的反向距离和到最差点

距离的平均值来衡量,这种方法用于衡量普惠金融指数,其意义更加直观,且与常见的线性加总法

不存在完全可替代性,首先计算各变量指数,然后合成家庭普惠金融总指数(FI),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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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1= ∑
5

i=1d
2
i/ 5 (9)

FI2=1- ∑
5

i=1
(1-d2

i)/ 5 (10)

FI=(FI1+FI2)/2 (11)

3.机制变量

(1)资产积累。参考李晗和陆迁[13]的做法,以家庭总资产作为资产积累的衡量指标,并进行

取对数处理,家庭总资产包括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理财产品、股票、

基金等;非金融资产包括农业资产、工商业资产、房屋资产、商铺资产、土地资产、车辆资产、车库

资产和其他非金融资产。
(2)家庭是否创业:借鉴尹志超等[32]的做法,本文将问卷中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界

定为创业家庭,取值为1,反之为0;并对没有进行创业活动但有创业计划的家庭进行统计,有创

业计划取值为1,没有取值为0。

4.控制变量

根据经济韧性相关的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两个层面:户主特征变量(户主年龄及

年龄平方、婚姻状况、性别、户口类型、受教育水平、风险偏好);家庭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家庭总

收入、家庭总负债)。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户家庭经济韧性(resilience) 根据式(8)计算 0.818 0.029 0.655 0.898
普惠金融指数(FI) 根据式(11)计算 0.254 0.179 0 1
资产积累(asset) 家庭过去一年总资产加1取对数 11.703 1.472 0 17.776

创业(entrepreneurship) 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经营,是=1,否=0 0.871 0.282 0 1
创业计划(entrepreplan) 有创业计划取1,没有取0 0.079 0.269 0 1

户主年龄(age) 按调查年份计算的实际年龄 56.103 11.243 19 79
户主年龄平方(age2) 年龄的平方/100 32.740 12.452 3.61 62.41

户主婚姻状况(marriage) 已婚=1,未婚=0 0.895 0.307 0 1
户主性别(gender) 男性=1,女性=0 0.880 0.325 0 1
户口类型(hukou) 农业户口=1,非农业户口=0 0.963 0.188 0 1

户主受教育水平(edu) 根据户主受教育年限计算,数值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 2.515 0.980 1 8
户主风险偏好(riskappetite) 根据户主风险偏好程度取值,数值越大越偏好风险 0.902 1.156 0 5

家庭规模(size) 家庭总人数 3.804 1.852 1 19
家庭总收入(inincome) 家庭总收入加1取对数 9.334 2.597 0 15.391
家庭总负债(indebt) 家庭总负债加1取对数 4.040 5.020 0 16.741

  (三)数据处理和来源

本文使用的所有家庭层面的数据均来自2013—2019年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该数据以问卷访问形式整理获得,数据样本覆盖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人口

年龄结构、性别特征、城乡人口比例等多个方面与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相一致,具有较强的代表

性[33],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基于研究问题及数据可获得性的

考虑,本文对CHFS初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①匹配农村家庭与户主层面的数据;②剔除主要相

关变量缺失的样本;③考虑到计算指标滞后期的影响,将2013—2019年样本合并成家庭层面的

2015—2019年平衡面板数据,④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将所有的价值变量调整为2013年的不

变价格,在此基础上,计算家庭人均消费、家庭总收入等变量数据。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

3440个农户家庭样本,10320个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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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面板数据。分析普惠金融与农户家庭

经济韧性的关系,在模型中使用时间和省份联合固定效应并且加入家庭固定效应。表3给出了

普惠金融对于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逐步回归的结果,第(1)列结果表明,仅考虑普惠金融对于农

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时,普惠金融会显著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第(2)列进一步加入户主特

征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对于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依然稳定;第(3)列中加

入了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普惠金融对于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仍然显著,假说1得到验证。
表3 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检验结果

(1) (2) (3)

resilience resilience resilience
FI 0.0213*** 0.0092*** 0.0040***

(11.4498) (6.4390) (6.3241)
age 0.0059*** 0.0058***

(22.5502) (47.9573)
age2 -0.0065*** -0.0065***

(-26.9666) (-56.1336)
marriage 0.0217*** 0.0238***

(16.8776) (38.6641)
gender 0.0081*** 0.0093***

(9.1961) (22.1813)
hukou -0.0358*** -0.0345***

(-26.1399) (-54.3482)
edu 0.0064*** 0.0058***

(16.4658) (32.6718)
riskappetite -0.0020*** -0.0009***

(-11.1125) (-11.1346)

size -0.0047***

(-56.9673)

lnincome 0.0062***

(137.7994)

lndebt -0.0011***

(-47.5571)
_cons 1.8280*** -1.3532*** 2.8884***

(6.3061) (-5.6272) (26.2057)
时间×省份 Yes Yes Yes

家庭 Yes Yes Yes
N 10320 10320 10320
r2 0.0307 0.3899 0.8824

      注:*** 、** 、* 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后表同,不注

(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处理

为克服内生性,本文参考尹志超等[7]的做法,选取“同一社区内的其他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均

值”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alvariable)。一方面,同一社区内的家庭通常受到相似的地理、经
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金融需求和普惠金融使用情况比较相似,并且社区内其他家

庭可以通过民间借贷、联合贷款等方式对该家庭金融普惠状况产生影响,但并不会直接改变家庭

的内生发展能力,影响该家庭的经济韧性;另一方面,该家庭的经济韧性不会对其他家庭的普惠

金融指数产生影响,符合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有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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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报告了基于“同一社区其他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的检验

结果。结果表明使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符

合工具变量的要求,并且第一阶段的联合F值为592.74,表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第二阶

段的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下是显著为正。结果显示,不管是采用基

础回归还是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均能显著促进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提高,说明

普惠金融可以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这个结论是稳健的。
表4 内生性处理结果

(1) (2)

first second
FI 0.0049**

(2.3181)
IV 0.5027***

(26.319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_cons -30.0951*** 2.5584***

(-14.0891) (16.3143)
时间×省份 Yes Yes

家庭 Yes Yes
N 10320 10320
F 592.74

  2.稳健性检验

(1)更换贫困阈值

上述研究中使用的福利标准是世界银行所提出的每人每天消费1.9美元,为检验普惠金融

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结果的稳健性,将阈值分别更换为世界银行在2015年公布的每人每天消

费3.1美元和2022年公布的每人每天消费2.15美元,再根据新阈值重新测算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如表5回归结果显示,提高贫困线后,普惠金融依旧可以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结果保持稳健。

(2)缩尾后回归

为避免极端值或异常值对本研究结论造成影响,本文采用了1%的缩尾处理进行调整,回归

结果如表5所示,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3)剔除直辖市

样本统计数据中部分农户家庭位于直辖市中,相对而言,直辖市经济水平较高,区位优势突

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相对更高。为了证明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将位于直

辖市的农户家庭从样本中剔除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剔除位于直辖市的农户家庭数

据后本文实证结论仍然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更换阈值 更换阈值 缩尾 剔除直辖市
FI 0.0031*** 0.0031*** 0.0041*** 0.0040***

(5.4691) (5.4686) (6.2986) (6.05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5835*** 2.5996*** 2.8616*** 2.9617***

(26.5133) (26.3884) (25.2939) (26.3158)
时间×省份 Yes Yes Yes Yes

家庭 Yes Yes Yes Yes
N 10320 10320 10320 9678
r2 0.9086 0.9091 0.8704 0.8831

  (三)传导机制分析

1.资产积累

为检验普惠金融通过资产积累影响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机制,本文参考李晗和陆迁[13]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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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家庭总资产(取对数)作为衡量资产积累的指标。从表6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普惠金融对农

户家庭资产积累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普惠金融会显著推进农户家庭资产积累,进而

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根据理论分析,农户家庭在遭遇风险之前,家庭可以利用金融服务获得

收益,积累更多的资产,丰厚的资产积累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起到“软垫效应”,避免在突发情

况出现时无法及时抵抗风险而对家庭经济造成损伤、导致陷入贫困;另一方面,农户还可以利用

金融产品进行不同的资产配置,这不仅能增强农户家庭资产积累的能力,还能实现增值保值并扩

大资产规模,从而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假设2得到验证。

2.促进创业

为验证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创业进而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这一机制是否成立,本文借鉴尹

志超等[32]的做法对问卷中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进行界定,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的

家庭界定为创业家庭,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并且本文还对没有创业的家庭的创业意愿进行统

计,以此充实普惠金融在创业这一环节的促进作用,为更好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回归结果如表6第(2)列所示,普惠金融会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并且对有创业意愿的农户家

庭同样有激励作用。农户家庭从事创业活动可以提高收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和增加自有

资本,进而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增强农户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34];而且农户从事

创业活动除了可以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还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开拓农村劳动力就

业的新途径,从而缓解农村失业率问题,推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农村

经济的增长,提高农户整体收入水平[35];通过养殖、种植、农产品销售及开设农家乐等方式进行

创业,可以为农户家庭带来多样化收入,帮助其减轻经济风险、增强风险承受能力和抵抗能力,提
高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假说3得到验证。

表6 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机制分析结果

(1) (2) (3)

资产积累 是否创业 创业计划
FI 0.7687*** 0.0324* 0.1048***

(9.2651) (1.8793) (4.45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30.1843* 7.8316** 27.8214***

(-2.1656) (2.5579) (7.0311)
时间×省份 Yes Yes Yes

家庭 Yes Yes Yes
N 10320 10320 9421
r2 0.0702 0.0145 0.0228

  (四)异质性分析

1.户主特征

本文依据户主年龄将样本家庭划分为青年家庭(45岁以下)、中年家庭(46~65岁)及老年家

庭(65岁以上),依据户主性别特征将样本家庭划分为男性户主家庭和女性户主家庭,研究普惠

金融对不同户主特征家庭的影响差异。

从表7结果看到,普惠金融对不同年龄段户主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都显著,但对中青年家庭

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中青年人学习能力强且金融知识储备较丰富,更能直接享受普惠金融

带来的红利。从第(4)、(5)列结果可以看到,普惠金融对男性户主的经济韧性在1%水平上显著

为正,而女性仅在5%水平上显著,男性户主家庭的促进作用明显优于女性户主家庭,这可能是

男性劳动能力更强、收入来源更加稳定,在经济参数上作用更大、更多地被视为家庭财务管理的

主要责任人,因此更有可能了解和理解金融产品和服务,并能更好地利用它们来增加家庭的经济韧

性,使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在男性户主和女性户主之间表现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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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户主特征异质性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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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岁以下 46~65岁 65岁以上 男性 女性

FI 0.0057*** 0.0042*** 0.0047** 0.0036*** 0.0072**
(3.4594) (5.1016) (2.4694) (5.3153) (2.33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3.8247*** 2.5421*** 3.7110*** 2.8622*** 3.5993***

(9.1496) (8.6751) (5.9513) (24.2224) (6.7768)
时间×省份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 Yes Yes Yes Yes Yes
N 1856 6088 2376 9077 1243
r2 0.8982 0.8518 0.8268 0.8682 0.8892

  2.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生计资本,可以增强家庭内生发展能力,并提高家庭的经济韧性。由

于拥有知识和技能是人才的基础,也是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而教育是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来源之

一,因此本文将户主教育所形成的不同人力资本进行划分,比较不同人力资本所带来的农户家庭

经济韧性的不同影响。
表8 不同人力资本异质性估计结果

(1) (2) (3)

从未上学 小学、初中 高中及以上

FI 0.0049* 0.0040*** 0.0048**

(1.9275) (5.1352) (2.57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8974*** 2.7905*** 2.4457***

(6.0250) (20.8714) (6.8237)
时间×省份 Yes Yes Yes

家庭 Yes Yes Yes
N 1310 7734 1276
r2 0.8590 0.8621 0.8550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对于不同教育情况的户主均能促进其增加农户家庭经济韧

性。相对于未接受过教育的户主家庭而言,普惠金融对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促进作用更显著,这说明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提高家庭经济韧性。这可能是因为农户个体在接

受教育的过程中会不断提升自己的金融素养、金融水平,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家庭能够更好利

用普惠金融服务拓宽提升福利水平的渠道,从而可以更有效地规划和管理自己的财务,增强家庭

内生发展能力,提高家庭经济韧性。

3.收入水平

为考察在不同收入水平下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以

样本家庭总收入的中位数作为衡量指标,将样本家庭分为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

如结果所示,对于收入水平不同的农户家庭,普惠金融均能促进其家庭增强经济韧性,但根

据费舍尔组合检验法进行组间系数检验结果来看,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相对来说,对

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家庭而言,普惠金融指数的促进作用更强,这说明随着普惠金融“普”和
“惠”特质的发展,有效缓解了低收入家庭金融排斥的范围和程度,让原本被排斥在金融市场外的

群体也能有更多渠道了解和消费金融产品,同时也说明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让低收入

农户家庭有更多机会获得金融服务,在可负担的范围内获得融资便利,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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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不同收入水平异质性估计结果

(1) (2)

低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FI 0.0145*** 0.0054***

(5.6153) (4.779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_cons 0.4642 2.4865***

(1.0361) (13.4391)
时间×省份 Yes Yes

家庭 Yes Yes
N 5160 5160
r2 0.4009 0.7638
P 值 0.000

  4.不同区域

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资源集中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气候条件

相对恶劣且金融环境较差,农户遭受风险冲击的可能性会高于东部地区。为了更好地探究普惠

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进行实证分析。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地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

其影响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其中,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的影响作用在1%水平上显著,东部地区在5%水平上显著。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具备良好的发

展要素和较多发达城市,这些城市的辐射作用较强,同时普惠金融所带来的金融资源流入,也会

不断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中部地区的农村家庭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经

济发展虽不如东部地区,但是普惠金融政策下能获取红利,因此也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经济韧

性;对于资源稀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来说,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自我发展能

力的提升效果同样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重点放在经济金融环境较为落

后的地区,这也彰显了普惠金融所具备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价值。
表10 不同区域异质性估计结果

(1) (2) (3)

东部 中部 西部

FI 0.0027** 0.0062*** 0.0032***
(2.2066) (5.4116) (3.23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2.6185*** 3.4263*** 2.6701***

(12.2605) (17.1207) (15.7331)
时间×省份 Yes Yes Yes

家庭 Yes Yes Yes
N 2940 3240 4140
r2 0.8884 0.8725 0.8871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及贫困陷

阱理论测度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普惠金融每提高1%,农户家庭

经济韧性就提高0.4%,在进行内生性处理、更换贫困阈值、缩尾处理和剔除直辖市等一系列稳健

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资产积累机制提升农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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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经济韧性,还可以通过促进创业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对具有创业意愿的农户家庭同样有促

进作用。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异质性效应。从户主特征异质性

看,普惠金融对男性户主和中青年农户家庭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更明显;从人力资本异质性看,相
对于从未接受过教育的户主家庭来说,普惠金融对于接受过教育的家庭更能增强其家庭经济韧

性;从家庭收入水平异质性看,普惠金融更有利于增强低收入家庭经济韧性;从三大区域异质性

看,与东部地区相比,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更突出。
基于上述结论,为更好发展普惠金融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继续加大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普”和“惠”,尤其是提高具有低收

入水平、低人力资本、老年家庭、中西部地区等特征农户家庭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增强农户

家庭的经济韧性。加大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更广泛的服务渠

道、建立更完善的金融服务网络、采用更加普及的技术来实现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提高普惠金融在基层组织的渗透能力,完善征信体系建设和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加大对薄弱环节的支

持力度。
第二,普惠金融通过资产积累机制可以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因此,要降低农户家庭参与

金融的门槛,使更多农户能够参与其中,同时,还需要开展普惠金融教育,普及金融知识,鼓励农

户参与金融市场,积累资产;还可以通过提供更多金融优惠、多元化资产配置的解决方案,有效分

散农户家庭风险,提升其风险管理能力,从而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第三,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对具有创业意愿的农户家庭同样

有促进作用,因此,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增强农户家庭的创业意愿,同时提供税收和政策优

惠,鼓励创业活动开展并为创业者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其次,要利用金融资源不断解决创业

过程中的难题和瓶颈,提高农户家庭的创业质量和创业的韧性;还应利用普惠金融服务为创业家

庭提供便捷的资金供应,有效保障农户创业的可持续性,帮助弱势群体通过创业增加收入,拓宽

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从而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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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the2013—2019ChinaHouseholdFinanceSurvey(CHFS)data,thisstudymeasurestheeconomicre-
silienceoffarmhouseholdsbasedonnonlineardynamicstheoryandpovertytraptheory,andexplorestheeffectand-
mechanismoffinancialinclusiononfarmhouseholdseconomicresilienceindepth.Thestudyfindsarobustresultas
follows.Financialinclusioneffectivelyimprovestheeconomicresilienceoffarmhouseholds,witha0.4%increasein
householdeconomicresilienceforevery1%increaseintheleveloffinancialinclusion.Financialinclusionenhancesthe
economicresilienceoffarmhouseholdsmainlyinthetwowaysofpromotinghouseholdassetaccumulationandentrepre-
neurship.The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thatfinancialinclusionismoreeffectiveinenhancingtheresilienceoffol-
lowingoneslikehouseholdsheadedbymen,householdsofyouthandadults,householdswithhigherhumancapital,
householdswithlowerincomeandhouseholdslocatedincentralandwesternregions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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