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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提出的概念，该概念旨在解决当时世界范围内贫富

差距逐渐扩大、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以及饥饿持续蔓延等问

题。联合国将普惠金融定义为：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

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是小微

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对金融服务有迫切需求的

在整体金融市场上呈现弱势的群体。而根据世界银行的定

义，普惠金融是指能够广泛获得金融服务且没有价格、非

价格方面的障碍，能够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合理、

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的一种金融体系。

2 0 1 5 年 ， 国 务 院 发 布 了 《 推 进 普 惠 金 融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年）》，将“普惠金融”定义为：立足机会平

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

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综上所述，无论是联合国、世界银行、还是国务院对

普惠金融的定义都有些复杂难懂，本文将从普惠金融的字

面上理解其内涵，即“普”“惠”“金融”。

“普”，即普及、普遍，指的是覆盖范围要广泛、包

容。特别是要将金融服务延伸至那些长期被金融行业排斥

的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这些在

传统金融模式下借贷困难的弱势群体才是普惠金融最大的

惠及方。周小川（2015）[1]将普惠金融定义为每一个人在有

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有尊严、方便、高

质量的各类型金融服务。邢乐成等（2019）[2]认为，普惠金

融的“普”，展现了金融市场的包容性和广泛性，从另一

方面也体现了金融服务对所有需求者的可得性。普惠金融

让最广泛的大多数人共享金融发展的成果。

“惠”，即惠之于民、便利顾客，让服务对象享受价

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从商品和服务的资金价格

上看，普惠金融要求“全面可负担”，既包括享受服务的

客户的花费可负担，也包括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成本可

负担。普惠金融顾名思义旨在使所有人，包括弱势群体都

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取金融服务。邢乐成等（2019） [2]则认

为，普惠金融环境下的产品与服务的定价要在合理可供大

众获得的区间，要符合市场供需平衡的基本规律，维持商

业模式的可持续性。

“金融”即普惠金融是一种金融活动，而不是社会保

障设施或财政补助活动。这就要求普惠金融要按金融运行

规律开展，要符合商业规则和市场化要求，必须保证其以

市场供需平衡的金融规律为基本要求的商业可持续性。

在分别了解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之后，让我们再转到

“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以及它与传统普惠金融的区别和

优缺点上。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在

金融领域的运用深化和快速推广，数字金融服务模式方兴

未艾，郭峰等（2020）[3]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拓展了普

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借助数字技术，普惠金融服务

的成本大幅下降，金融排斥问题得到更有效解决，数字普

惠金融日益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全新领域和趋势，数字普

惠金融在各界得到了高度关注，成为实践和研究的热点。

但目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尚未有统一的定义。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经历了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央

行和正规金融机构加入、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数字化普惠金

融快速发展四个阶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

的目标。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规划（2016-2020年）》。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发

布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正式提出了数字普惠

金融的概念。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对其明确定义是：

“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都

可以认定属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范畴。”根据G20的定义，数

字普惠金融的范围为：运用数字技术为无法通过传统金融

模式获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

金融服务，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并

且是以负责任的、成本可负担的方式提供，同时对服务提

供商而言是可持续的。吕家进（2016） [4]认为，数字普惠

金融本质上是通过数字化等方式提供的普惠金融服务。董

玉峰等（2018） [5]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持续

深化，能够有效兼顾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目标。郭峰等

（2019）[6]则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一个多维概念，通过数字

金融技术能够有效实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从而

填补服务传统金融没有服务到的地区和群体的空白。

数字普慧金融的价值

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相较于普惠金融的优点方面，数

字普惠金融弥补了普惠金融没有完全遵循“商业可持续”

原则的根本缺陷，同时它作为数字信息技术与金融业融合

的产物，是在数字化技术与普惠金融相互融合的基础上的

进一步延伸，让金融服务的服务效率进一步飞速提升成为

现实，发展模式也更加多元化。

以创新创业为例，众多因素影响创新，其中金融的作

用不容忽略，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讨论了

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的关系。

宏观层面，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放在首位，

以创新引领发展，突出了创新的重要性。[7]然而，我国传统

金融体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国内企业

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潜力。

微 观 层 面 ， 小 微 企 业 作 为 创 新 的 主 要 动 力 以 及 重 要

实施者，激发其进行企业创新，能够以技术带动质量和风

险承担能力的发展。但小微企业由于体量较小、担保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