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4，29（4）：40⁃53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ttp：∥zgnydxxb. ijournals. cn

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韧性：赋能还是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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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风险大及稳定性低等难题，基于全国 9 省（自治区）1 021 个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新农主体经济韧性，并对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展开研究。结果表明：

1）新农主体经济韧性普遍较弱，不同类型新农主体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差异。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纵向多元化

经营和融资稳定性赋能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同时，也会提升横向多元化经营水平，负能新农主体经济韧性。3）数

字普惠金融对不同经营类型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赋能”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新农主体经营规模跨越门槛值后，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赋能”作用将明显降低。因此，在提升新农主体经济韧性过程中，本研究建

议应优化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强化金融机构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准确定位数字普惠金融受众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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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Empowerment or negativ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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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financing difficulty， high risk and low stability commonly existed in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 021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in 9 provinces （including 

autonomous regions）， the entropy method is taken to measure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and the inclusive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e i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is generally weak，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2）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mpowers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by promoting vertical diversification and financing stability， while also 

improving the level of horizontal diversification and enable negative energy on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3） There is a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of different business types.  When the operation scal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exceeds the threshold value，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will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refore， optimiz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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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product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curately positioning the audienc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during comprehensively 

enhancing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in this study.

Keywords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economic resilienc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hreshold model； 

agricultural land scale effect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简称为“新农主体”）是实

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培育高质量新农主体

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和基础。与传统小农

户相比，新农主体在技术、效率和收益上有显著优

势，但在成本投入、组织管理和经营规模上的高要

求也使其必须面对远超传统小农户的生产和市场

风险［1］。众多研究指出，当前新农主体普遍存在盲

目扩张、经营效益波动大、风险抵抗能力不足、市场

研判能力弱等问题［2-3］。一味追求数量和规模的增

长并不能实现新农主体的高质量发展，当务之急是

探究如何提升新农主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和经营稳

定性。

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数字普惠金融

因其打破时间空间约束、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社会

资源利用率等优点被认为是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稳

定性的有效方法。围绕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营

主体影响的讨论颇丰，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

论。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拓宽农业主体

收入渠道、提高资金可得性、缓解突发风险冲击、增

加主体金融素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较强的

“赋能”功能［4-5］。但也有学者指出，数字鸿沟的存在

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存在较高的使用门槛，部分过度

自信、自我控制有限、金融素养过低的经营主体反

而因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当使用陷入严重的金融风

险，反而造成“负能”效果［6-7］。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影

响研究的分歧反映出两点问题，一是数字普惠金融

对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性，

需要在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

上展开研究。二是现有研究的衡量指标仍不够全

面，对农业经营主体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注和

讨论仍有所缺失。

因此，本研究拟引入经济韧性这一概念讨论数

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从防御抵

抗能力、恢复适应能力和发展变革能力 3 方面构建

韧性指标，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机理，以期为进一步优化数字

普惠金融“赋能”新农主体经济韧性、更好地实现金

融助农提供建议启示。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1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影响

韧性起源于对生态系统遭受冲击后的恢复发

展能力的评估，后被引入经济领域，用于衡量主体

的经济动态调整能力，即经济韧性。根据韧性理

论，提高经济韧性的核心在于加强个体的防御抵

抗、恢复适应和发展变革 3 种能力，而物质基础、社

会资源、人力财富作为主体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

素，其大小将直接影响主体经济韧性的高低［8］。

物质基础是主体应对风险冲击的前提，充足的

收入储备和灵活的信贷缓冲有助于主体在面对风

险冲击时及时获得资金及服务媒介，为冲击后恢复

发展奠定基础。以“去中介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

普惠金融，一方面能有效缓解新农主体因经营风险

高和缺乏合规抵押物的原因导致贷款手续多、门槛

高等问题，降低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提高新农主

体金融服务可得性［9］，改善新农主体的物质基础，增

强新农主体应对风险的灵活性和敏捷度。但另一

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使用也使得新农主体的

金融风险大幅提升，部分新农主体可能会因为自身

金融素养水平不足、金融风险意识不高导致盲目进

行金融投机，降低新农主体的物质基础，影响新农

主体的长期发展。

社会资源是主体追求更好生计环境时依赖的

重要条件，在灾难背景下，社会资本有助于家庭间

利用信息网络快速实现互通互补，改善主体的经营

策略并提高适应速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一方

面打破了时间空间约束，增强了主体间转移支付效

率和透明度，便利的支付方式和高效的内容传递能

拓宽主体的信息面和社交圈，提高主体应对风险冲

击的综合能力［10］。但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也使

得新农主体与更多不具备现实联结关系的跨空间

主体产生了联系，虚假信息和不利社会关系可能对

新农主体经营情况产生负面影响。

人力财富反映了主体获取信息、应用资源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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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革新的能力，是助力主体在扰动变化环境中汲取

克服风险方法的关键因素。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

一方面能加快金融信息传播速度，有助于新农主体

参与金融市场，提高资产投资效率和分散风险能

力［11］。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新农主体金

融使用门槛，可能使得新农主体盲目进行超越自身

能力或需求的金融行为 ，增加其面临风险的可

能性。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使用会对新农

主体的物质基础、社会资源和人力财富产生影响，

但这种影响也同时兼具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从而

导致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影响

呈现出复杂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H1：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影响新农主体经济

韧性。

1. 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信息化程度高、金融服务成

本低和资金获取渠道广等优势，成为促进农业主体

生计多样化的重要渠道。农业主体生计多样化可

能是在既有老业务的基础上丰富业务种类即纵向

多元化，也可能是在继续经营老业务的基础上扩展

新业务提高分散程度即横向多元化。无论何种形

式，相对于集中经营，多元化经营一方面有助于新

农主体寻求最优资源配置，改善其因经营环节单

一、收益率低等问题导致的脆弱性［12］，提高主体抵

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多元化经营延伸

了农业产业链条，容易导致主体资源分散、管控成

本上升、经营杠杠提高、资产管理难度大［13］，不良投

资容易引起更大的收入波动，对主体经济韧性产生

负面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H2a：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改变新农主体多元化

经营水平影响其经济韧性。

融资结构稳定性是影响新农主体生产活动和

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资金

成本、优化内外部融资环境，进而缓解融资约束，稳

定资金来源渠道。相较于传统小农户，新农主体由

血亲或经济关系紧密的农业从业者联合而成，具有

较强的“企业家才能”［14］。一方面，出于互惠共赢的

共同目标，当新农主体遭遇风险冲击时，内部成员

将迅速组成经济网络，相比于外部融资，能以更低

的融资和代理成本为新农主体提供内部经济支持，

提高主体的风险防御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新农主

体基于非正规制度建立的“熟人社区”，相比于外部

融资，有更强的内部监督管理制度，提高新农主体

发展革新能力。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H2b：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改变新农主体融资稳

定性影响其经济韧性。

1. 3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影响具

有门槛效应

虽然农地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

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但过度规模发展带来的

高昂的管理成本和经营风险也备受重视。农业经

营绩效的提高依赖于资金、土地和技术等要素的共

同组合，过分强调单一土地要素的投入，将增加农

业生产面临的复杂性和风险性，缩小新农主体的绩

效边界，增强其发展难度［15］。此外，数字金融的普

惠作用也具有一定的边际效应，当新农主体达到一

定规模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便捷性可能导致新农主

体陷入资不抵债的数字陷阱，降低自身的经济韧

性。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H3：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影响

具有门槛效应。

2　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

2020 年 8 月—2021 年 6 月课题组在全国 9 省 31
县开展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研究。考虑

到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对主体生产经营的影响，本次

调研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 4 个地区每个区

域随机抽取 2~3个省份，根据省内县域（市、区）数字

普惠金融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进行分层，

从中选取县域并根据农业局提供新农主体名单随机

抽取主体开展调研，确保样本涵盖了从低到高不同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区

域的各种类型新农主体，能够真实反映数字金融对

于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影响。问卷内容包括截至

2019 年底样本新农主体的基本情况、生产经营形式

和融资结构等，访问对象为新农主体负责人。样本

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共回收有效问卷 1 021 份，其

中家庭农场类主体 581 份，农民合作社类 290 份，农

业企业类 150 份。

2. 2　变量说明

2. 2. 1　被解释变量：新农主体经济韧性

本 研 究 基 于 韧 性 理 论 ，参 考 美 国 T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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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开发的韧性能力指数（RCI）和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制定的韧性指标（RIMA），

认为新农主体经济韧性主要包括防御抵抗、恢复适

应和发展变革 3 种能力，并用物质基础、社会资源、

人力财富 3 类指标进行测度。具体来说：选用新农

主体总收入和总负债水平测度其物质基础强弱；选

用主体负责人社会网络情况①和主体农业保险购买

情况测度其社会资源情况；选用主体负责人金融素

养②和受教育年限衡量其人力财富水平。本研究采

用熵值法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各级指标数据进行

处理（表 2），最后得到综合指数作为新农主体经济

韧性的衡量指标。

2. 2. 2　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支付、信

贷、理财等金融业务的新模式，主要包括传统金融

机构的数字化服务和新兴互联网公司开展的金融

①“社会网络”指标采用新农主体负责人家庭社会关系中，涉及企业就业、个体工商户、教师或医生、各级公务员、村干部五类职业的种类数量进行

测度。

②“金融素养”指标包括主观金融知识和客观金融知识两方面，主观金融知识使用“对银行放款的条件和程序了解吗”和“是否知道可以通过互联

网平台借款”这两个问题来衡量，回答“了解”或“知道”记 1 分，否则不得分。客观金融知识使用“若银行存款利率为 10%，通货膨胀率为 12%，那

么一年后我们将钱取出，可以买到更多东西、更少东西还是一样多东西”、“您知道在哪个机构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吗”两个问题，回答正确得 1 分，

否则不得分。4 个问题加总后即为金融素养指标得分。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n

省份

Province

山东省

Shandong

广东省

Guangdong

福建省

Fujian

安徽省

Anhui

河南省

Henan

内蒙古

Neimenggu

四川省

Sichuan

辽宁省

Liaoning

黑龙江省

Heilongjiang

合计/份
Tatal

占比/%
Proportion

主要县（市、区）

Major county 
（city/district）

博兴县、邹平市、

高密市

从化区、英德市、

新兴县

武夷山市、仙游县、

宁化县等

怀远县、蒙城县

中牟县、兰考县、

延津县

和林格尔县、

托克托县、宁城县

蒲江县、广汉市

法库县、昌图县、

盘山县

林甸县、肇源县、

大同区

家庭经营类

Family 
business

91

66

30

42

62

65

60

140

25

581

56. 90

农民合作社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39

45

41

20

56

44

28

9

8

290

28. 40

农业企业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12

19

35

15

20

13

17

12

7

150

14. 69

总计

Total

142

130

106

77

138

122

105

161

40

1 021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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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相比于传统金融机构，非银行数字金融服务

具有门槛低、覆盖广、特色强等优势，是普惠金融发

展的重要源动力。虽然学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

测度方法较多，但郭峰等［16］基于蚂蚁金服数据编制

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学界认可度较高

的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指标。为了缓解内生性，本

研究采用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解释

变量，衡量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2. 2. 3　控制变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规模化、组织化、产业

化等特点，其发展受新农主体组织特征、主体负责

人特征和地区经济特征多重因素的影响［17］。新农

主体组织特征方面，本研究选取组织成立年限和经

营规模作为指标；主体负责人特征方面，选取负责

人性别和年龄作为指标；地区经济特征方面，选取

当地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指标。

2. 2. 4　中介变量

多元化经营方面，本研究将新农主体的经营渠

道分为种植、养殖、加工、农技服务、技术服务和其他

产业等，通过统计新农主体涉及经营服务方式种类

的数量衡量其总多元化经营程度。此外，将多元化

经营细分为横向和纵向多元化，横向多元化指的是

新农主体利用现有市场由水平方向扩展生产经营领

域，如同时进行种植、养殖等横向经营。纵向多元化

指的是新农主体进入产品的上游或下游产业，如在

从事种植产业时，同时提供农资、加工等服务。分别

对横纵向多元化程度进行累加，用以衡量经营主体

的横向多元化程度和纵向多元化程度。融资结构方

面，将融资结构分为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其中，内

源融资主要包括新农主体自有资金投入、经营盈余

投入和股权投资入股总和等，而外源融资包括银行

等机构的融资和亲戚朋友、合会等民间融资等。

2. 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 3 所示，因变量方面，新农主体经济韧性均

值为 0. 35，最大值为 0. 98，最小值为 0. 01，说明虽然

同为新农主体，但不同新农主体之间的经济韧性差

异较大。自变量方面，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平均值为

104. 38，最大值为 128. 25，最小值为 89. 12，说明县域

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控制变量方面，

新农主体平均注册约 7年，经营规模约 10. 44 hm2，负

责人男性较多，年龄约在 46 岁左右。中介变量方

面，新农主体平均经营 1~2 种产业，多元化程度不

高，融资方式以内源融资为主，内源融资率平均达

66. 80%，而外源融资率平均仅为 8. 90%。

2. 4　模型构建

2. 4. 1　OLS 模型

本研究使用 OLS 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

农主体经济韧性的影响，且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

误，具体公式如式（1）：
res i = α0 + α1 dig i + α2Xi + μi （1）

式中：res i表示第 i个新农主体的经济韧性；dig i表示

第 i个新农主体所在县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

平；Xi表示控制变量；μi为误差项。

2. 4. 2　中介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

韧性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式

（1）的基础上，进行式（2）和（3）的计算：

Mi = β0 + β1 dig i + β2Xi + λ i （2）

表 2　新农主体经济韧性指数体系

Table 2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economic resilience index system

一级指标

Primary index

经济韧性

Economic 
resilience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ex

防御抵抗能力

Defense capability

恢复适应能力

Adaptation capability

发展变革能力

Development capability

三级指标

Third level 
index

总收入

总负债

社会网络

农业保险购买情况

金融素养

受教育年限

变量符号

Variable 
symbol

ln_inc

ln_debt

social

ins

finlit

edu

变量说明

Variable declaration

2019 年主体总收入取对数

2019 年主体总负债取对数

负责人社会网络中包含职业数量

2019 年是否购买农业保险，1=购买，0=未购买

负责人金融素养得分

负责人正规教育年限（全脱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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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 i = γ0 + γ1 dig i + γ2Mi + γ3Xi + δi （3）
式中：Mi表示第 i个新农主体的多元化经营情况及

融资结构；res i表示第 i个新农主体的经济韧性；dig i
表示第 i个新农主体所在县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水平；Xi表示控制变量；μi为误差项。

2. 4. 3　门槛模型

对不同类型及规模的新农主体而言，数字普惠

金融和新农主体经济韧性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影

响，故构建门槛模型，如公式（4）：
resi = α0 + α1 dig i I ( q i ≤ θ )+ α2 dig i I ( q i > θ )+

α3Xi + μi （4）

本研究使用 Bootstrap 自抽样法反复抽样 300
次，同时，为避免截面数据的异方差问题，本研究采

取怀特检验修正异方差，以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和有效性。其中，qi表示门槛变量，θ为门槛值，I ( ∙ )
为示性函数，当满足条件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余

变量与上述一致。

3　结果与分析

3. 1　现状分析

对不同主体类型、经营类别、融资结构和经营

形式的新农主体进行分类并求平均值，新农主体经

济韧性现状如表 4 所示。总体来说，呈现以下几个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中介变量

Mediating variable

经济韧性  res

数字普惠金融

dig

注册年限  year

经营规模  size

性别  sex

年龄  age

金融发展水平

fin

总多元化经营

mul

横向多元化

cromul

纵向多元化

longmul

内源融资率

inter_fin

外源融资率

exo_fin

变量说明

Variable declaration

运用熵值法计算所得

使用县域层面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衡量，取对数

主体成立年数

主体土地规模取对数

1=男性，0=女性

负责人年龄/岁

金融发展水平 =（2019 年年末市级存款余

额+贷款余额）/2019 年全市 GDP

种植、养殖、加工、农技服务、技术服务、其

他产业中所涉及的数量

利用现有市场向水平方向扩展生产经营领

域的程度

进 入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或 产 品 上 下 游 产 业 的

程度

=（自 有 资 金 + 股 权 投 资 入 股 + 盈 余 投

入）/总资产

=（金 融 机 构 融 资 + 民 间 融 资 + 其 他 融

资）/总资产

平均值

Mean

0. 353

4. 648

6. 691

5. 054

0. 849

45. 849

67. 559

1. 320

1. 195

0. 436

0. 668

0. 089

标准差

SD

0. 240

0. 086

6. 281

2. 545

0. 358

9. 407

100. 007

0. 729

0. 546

0. 757

0. 361

0. 202

最小值

Min

0. 014

4. 490

1. 000

0. 000

0. 000

18. 000

4. 458

1. 000

1. 000

1. 000

0. 000

0. 000

最大值

Max

0. 983

4. 854

68. 000

12. 218

1. 000

71. 000

439. 300

4. 000

3. 000

4. 000

1. 000

1. 000

注： 由于少部分新农主体总收入较少，少部分农民合作社服务模式为农户自主经营，合作社仅提供部分服务，其土地规模较少，取对数

后为 0。
Note： As the total income of a small number of new farmers is less， the service mode of a small number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is self-

management of farmers， and cooperatives only provide part of services， and their land scale is small， the logarithm i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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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第一，不同主体类型新农主体经济韧性存在

明显的不均衡性，农业企业的经济韧性最强，家庭

农场类经济韧性最弱。可能原因是农业企业组织

化程度较高，物质基础更扎实，在遭遇风险初期时

的防御抵抗能力远强于家庭经营类主体和农民合

作社，对风险的预见性和适应性也较强。第二，不

同经营类别新农主体经济韧性发展区别明显，纯服

务类新农主体经济韧性最强，生产服务类经济韧性

最弱。可能原因是服务类新农主体不直接参与农

业生产活动，只提供农机、技术、加工等其他服务，

相比于生产类，受气候、病虫害等自然风险的影响

较小，因此服务类新农主体的经济韧性较高。而生

产服务类新农主体需要同时克服自然风险和市场

风险的双重影响，其平均韧性相对较低。第三，不

同融资结构和经营结构的新农主体经济韧性具有

一定差异，内源融资率较高的多元经营新农主体具

有较强的经济韧性。

3. 2　基准回归及分位数回归

表 5 为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基

准回归结果。模型 1 和 2 分别是未加控制变量和加

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

显著提高了新农主体经济韧性。而模型 3~8 新农

主体经济韧性分指标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

对新农主体增加收入、降低负债、购买农业保险、扩

宽社会网络、提高金融素养和受教育年限具有显著

促 进 作 用 。 回 归 结 果 验 证 了 研 究 假 说 H1 的 正

确性。①

进一步地，本研究进行了分位数回归，回归结

果如图 1 所示，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

的促进作用呈现倒“U”型趋势，说明数字普惠金融

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边际

效用递减效应。

3. 3　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选

取“当期同一城市除本新农主体所在县域外的其他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平均水平（Ave_dig）”［18］ “数字普

惠金融的二阶滞后项（Lag_dig）”［19］作为工具变量。

一方面当期同一城市其他新农主体所在县域的数

字普惠金融平均水平与该新农主体面临类似的外

部环境，具有一定相关性，而前一期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一期数字普惠金融

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当期同一城市其他新农主

①在本研究样本中，内源融资率与外源融资率相等时新农主体无融资，此时新农主体韧性为 0.388，说明无融资的新农主体可能没有负债压力，平

均韧性更强。

表 4　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现状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nomic resilience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分类依据

Classification basis

主体类型

Subject type

融资结构①

Financing 
structure

具体类型    
Concrete type   

家庭农场类

Family business

农民合作社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农业企业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内源融资率<
外源融资率

Internal financing<
External financing

内源融资率>
外源融资率

Internal financing>
External financing

平均韧性

Average resilience

0. 309

0. 363

0. 505

0. 317

0. 353

分类依据

Classification basis

经营类别

Operation type

经营结构

Management 
structure

具体类型    
Concrete type   

生产服务类

Production and service

纯生产类

Net production

纯服务类

Net service

单一经营

Single operation

多元经营

Diversified operation

平均韧性

Average resilience

0. 333

0. 344

0. 412

0. 349

0.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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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在县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平均水平和本县域前

两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当期新农主体自身经

济韧性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两个工具变量均具有

一定的外生性，符合有效工具变量的假定条件，且

工具变量检验的 F值分别 304. 95 和 3 721. 69 大于

临界值 10，P值在 1% 水平下显著，说明工具变量有

效。表 6 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法下，数字普惠金

融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再次

论证假说 H1 的正确性。

表 5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5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

变量

Variable

数字普惠

金融  Dig

注册年限

Year

经营规模

Size

性别  Sex

年龄  Age

金融发展

水平  Fin

常数项

Cons

观测值  N

模型 1：
经济韧性（无

控制变量）

Model 1：
Economic 
resilience

（no control 
variable）

0. 958***

（0. 082）

-4. 099***

（0. 381）

1 021

模型 2：
经济韧性

（含控制变量）

Model 2：
Economic 
resilience

（with control 
variable）

0. 872***

（0. 084）

0. 001

（0. 001）

-0. 014***

（0. 003）

-0. 009

（0. 020）

-0. 003***

（0. 001）

-0. 000*

（0. 000）

-3. 477***

（0. 404）

1 021

模型 3：
总收入

Model 3：
Total 
income

3. 953***

（0. 854）

0. 060***

（0. 014）

0. 059

（0. 038）

0. 344*

（0. 200）

-0. 040***

（0. 009）

-0. 001*

（0. 001）

-12. 833***

（4. 090）

1 021

模型 4：
总负债

Model 4：
Total 
debt

-1. 042*

（0. 544）

-0. 024***

（0. 006）

0. 006

（0. 014）

-0. 173

（0. 158）

0. 005

（0. 006）

-0. 001

（0. 000）

5. 681**

（2. 627）

1 021

模型 5：
农业保险

Model 5：
Agricultural 

insurance

1. 501***

（0. 179）

0. 003

（0. 003）

-0. 035***

（0. 006）

-0. 047

（0. 042）

-0. 004**

（0. 002）

-0. 000*

（0. 000）

-6. 135***

（0. 856）

1 021

模型 6：
社会网络

Model 6：
Social 

network

1. 538***

（0. 302）

-0. 001

（0. 004）

0. 000

（0. 011）

0. 040

（0. 061）

-0. 003

（0. 003）

-0. 000

（0. 000）

-6. 321***

（1. 426）

1 021

模型 7：
金融素养

Model 7：
Financial 

literacy

2. 665***

（0. 458）

-0. 008

（0. 006）

0. 049***

（0. 015）

0. 275***

（0. 106）

-0. 038***

（0. 004）

0. 000

（0. 000）

-8. 779***

（2. 205）

1 021

模型 8：
受教育年限

Model 8：
Education 

years

7. 109***

（1. 178）

0. 040***

（0. 015）

0. 049

（0. 041）

0. 193

（0. 266）

-0. 131***

（0. 012）

0. 002**

（0. 001）

-17. 376***

（5. 685）

1 021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相应变量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Note： *， ** and *** are significant at the level of 10%， 5% and 1% respectively； the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s inside the brackets.  The same below.

图 1　数字金融普惠效应变化趋势

Fig.1　Changing trend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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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赋能还是负能：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农主体

经济韧性的机制分析

本部分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韧

性的影响机制。表 7 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新

农主体经营多元性，从总体上增强了新农主体的经

济韧性，假说 H2a 得证。分别以横向多元化和纵向

多元化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

融通过提升新农经营主体的纵向多元化水平促进

了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提升。但数字普惠金融的

使用也会提升新农经营主体的横向多元化经营水

平，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产生“负能”影响。可能的

原因是，以延伸产业链条为主要形式的纵向多元化

经营大多基于新农主体原有产业发展，从新农主体

本身的技术水平、行业熟悉程度以及投资规模、经

营风险等方面考虑，承担的经营风险和技术挑战相

对较小。而横向多元化经营涉及跨产业经营模式，

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紧密度、协同发展能力较弱，

新农主体面临成本投入大、市场开拓难、技术学习

门槛高等多方面挑战，可能削弱其经济韧性。但总

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新农主体经营多元性的

影响仍然起到了“赋能”经济韧性的作用。

表 8 是以内源融资率、外源融资率为中介变量

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新农主体

内源融资的提升，进而提升了新农主体经济韧性，

但其对外源性融资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

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广泛使用降低了新农主体金融

使用和信息获取的门槛，提高了新农主体的资本盈

利能力和内源融资可得性，增强了新农主体的融资

稳定性。然而当前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正规金融

信贷的联结尚不够紧密，以互联网大数据作为主要

信用依据的信贷方式仍然难以被主流信贷机构认

可并推行，可能还无法帮助其获得更多外部融资。

总体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新农主体融资稳定性

的影响仍然起到了“赋能”经济韧性的作用，假说

H2b 得证。

3. 5　异质性分析

3. 5. 1　按主体类型不同分类

尽管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家庭农场类主

体、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在组织性质、资金投入、

劳动力、功能属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表 9 模型

1、2 和 3 分别是家庭经营类、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

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均显著提高了新

表 6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结果

Table 6　Robustness test and endogeneity treatment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同一城市其他新农主体平均值

Ave_dig

数字普惠金融二阶滞后 Lag_dig

数字普惠金融

Dig

常数项

Con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观测值N

“同一城市其他新农主体平均值”为工具变量

“Average value of other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in the same city" i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数字普惠金融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1. 168***

（0. 030）

-0. 795***

（0. 147）

Yes

1 021

经济韧性

Economic resilience

1. 264***

（0. 114）

-5. 341***

（0. 544）

Yes

1 021

“数字普惠金融二阶滞后”为工具变量

“Second-order lag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数字普惠金融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1. 137***

（0. 010）

-0. 624***

（0. 048）

Yes

1 021

经济韧性

Economic resilience

0. 834***

（0. 087）

-3. 298***

（0. 415）

Yes

1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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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多元化效应回归结果

Table 7　Multivariate 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数 字 普 惠 金 融  
Dig

总 多 元 化 经 营  
Mul

横向多元化  
Cromul

纵向多元化

Longmul

常数项

Con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观测值N

总多元化效应

General diversification effect

总多元化经营

General 
diversification

0. 874***

（0. 295）

-2. 855**

（1. 400）

Yes

1 021

经济韧性

Economic 
resilience

0. 857***

（0. 084）

0. 017*

（0. 010）

-3. 429***

（0. 403）

Yes

1 021

横向多元化效应

Horizontal diversification effect

横向多元化

Horizontal 
diversification

0. 628**

（0. 302）

-1. 906

（1. 445）

Yes

1 021

经济韧性

Economic 
resilience

0. 916***

（0. 080）

-0. 070***

（0. 010）

-3. 610***

（0. 381）

Yes

1 021

纵向多元化效应

Vertical diversification effect

纵向多元化

Vertical 
diversification

1. 966***

（0. 329）

-8. 499***

（1. 546）

Yes

1 021

经济韧性

Economic resilience

0. 828***

（0. 087）

0. 022**

（0. 009）

-3. 289***

（0. 412）

Yes

1 021

表 8　融资效应回归结果

Table 8　Financing 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数字普惠金融

Dig

内源融资率

Inter_fin

外源融资率

Exo_fin

常数项

Con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观测值N

内源融资效应

Internal financing effect
内源融资率

Internal financing rate

0. 300***

（0. 098）

-0. 563

（0. 474）

Yes

1 021

经济韧性

Economic resilience

0. 843***

（0. 085）

0. 097***

（0. 030）

-3. 422***

（0. 401）

Yes

1 021

外源融资效应

External financing effect
外源融资率

External financing rate

-0. 016

（0. 073）

0. 179

（0. 346）

Yes

1 021

经济韧性

Economic resilience

0. 871***

（0. 084）

-0. 058

（0. 038）

-3. 466***

（0. 405）

Yes

1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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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主体经济韧性，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营类经

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对农民合作社经济韧性

的正向影响最弱。可能原因是，相比基于家庭发展

的家庭经营类主体和较为独立的农业企业，农民合

作社由社员联合而成，作为小农户和企业的中介，

不仅会受到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突发风险，还受

到合作社内部经营、财务和信用合作等风险，外部

社会、违约和道德风险等综合风险的影响。而数字

普惠金融网络征信、线上操作等短期信贷服务可能

更能缓解单一突发风险，对长期综合风险的缓解恢

复效用较弱。

3. 5. 2　按成立年限长短划分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不

同代际新农主体的经营诉求和经营结构存在差异，

对新事物的了解使用度也不尽相同。因此，本研究

根据不同成立年限，将小于等于中位数（成立 5 年）

的样本划为新生代新农主体，将高于中位数的样本

划为老一代新农主体。表 9 模型 4 和 5 分别为新生

代和老一代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

均可显著促进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提高，且新生代

主体的促进作用高于老一代，可能原因是成立年限

较短的新农主体融资缺口更大、对新事物接受能力

更强、风险偏好更高，而数字普惠金融成本低、效率

高等特征能更契合新生代新农主体融资需求，新农

主体接受并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概率更高，数字普

惠金融对其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更强。

3. 5. 3　按经营类型不同划分

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推广，部分新农主体的

主营业务脱离了种养殖等传统生产类农业，触及农

机服务、技术服务和加工服务等服务类农业，新农

主体在不同行业间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资本的

需求特征、规模化经营特点和经营绩效等方面的差

异使得新农主体面临的风险大小、融资需求存在差

异，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韧性的作用效果可能大

相径庭。表 9 模型 6、7 和 8 分别是生产服务类、纯生

产类和纯服务类新农主体的回归。回归结果显示，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生产服务类和纯生产类新农

主体经济韧性的提高，但对纯服务类新农主体经济

韧性的影响不显著。可能原因是，相比于生产服务

类和纯生产类经营主体，服务类经营主体受自然环

境风险和市场价格风险的影响较小，对融资资金的

期限、利率和金额等要求与传统低风险行业较为接

近，数字普惠金融无抵押、审核快和低利率等优势

对服务类经营主体的效用较低。

3. 6　进一步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

韧性的门槛效应

表 10 模型 1 和 2、模型 3 和 4、模型 5 和 6 分别是

以粮食种植户种粮面积（grain_scale）、经济作物种

植户种植面积（cashcrop_scale）和养殖户养殖面积

（breed_scale）为 门 槛 变 量 的 回 归 结 果 ，通 过

Bootstrap 方法对门槛效应进行检验，三者的第一轮

门槛检验 P值均 <0. 1，第二轮门槛效应检验 P值均

表 9　不同新农主体类型回归结果

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types

变量

Variable

数字普惠金融

Dig

常数项

Con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观测值  N

模型 1：
家庭经营类

Model 1：
Type of family 

operation

0. 934***

（0. 110）

-3. 711***

（0. 526）

Yes

581

模型 2：
农民合作社

Model 2：
Farmer 

cooperatives

0. 296*

（0. 173）

-0. 785

（0. 831）

Yes

290

模型 3：
农业企业

Model 3：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0. 643**

（0. 246）

-2. 426**

（1. 176）

Yes

150

模型 4：
新生代

Model 4：
New 

generation

0. 916***

（0. 142）

-3. 593***

（0. 676）

Yes

556

模型 5：
老一代

Model 5：
Old 

generation

0. 657***

（0. 144）

-2. 389***

（0. 693）

Yes

465

模型 6：
生产服务类

Model 6：
Production 

services

1. 236***

（0. 153）

-5. 278***

（0. 737）

Yes

198

模型 7：
纯生产类

Model 7：
Production

0. 925***

（0. 109）

-3. 659***

（0. 522）

Yes

651

模型 8：
纯服务类

Model 8：
Services

0. 181

（0. 215）

-0. 269

（1. 033）

Yes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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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说明三者均存在单一门槛。回归结果表明：

对粮食种植主体和经济作物种植主体而言，虽然数字

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但当粮食种植面积高于 15. 33 hm2、经济作物

种植面积高于 22. 67 hm2 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农

主体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将明显降低。而对于养

殖主体而言，当养殖面积高于 12. 00 hm2，数字普惠

金融无法显著影响新农主体经济韧性。假说 H3
得证。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 2019 年中国 9 省 1 021 个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为样本构建经济韧性指标，实证检验数

字普惠金融对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并

进行异质性分析和门槛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如

下：1）新农主体经济韧性普遍较弱，不同类型新农

主体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差异。2）数字普惠金融显

著“赋能”新农主体经济韧性，且稳健性检验后，结

果依然显著。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纵向多元

化经营和融资稳定性“赋能”新农主体经济韧性的

同时，也会提升横向多元化经营水平，“负能”新农

主体经济韧性。 4）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主体类

型、不同成立年限和不同经营类型新农主体经济

韧性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5）数字普惠金融对新

农主体经济韧性的“赋能”作用具有边际效用递减

规律，当主体经营规模高于门槛值时，“赋能”作用

将明显降低。

因此，为更好发挥数字金融普惠作用，提高新

农主体经济韧性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本研

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优化数字普惠金融产品。

基于鼓励新农主体向纵向多元经营方向发展设计

出台相关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

使用者横向多元经营情况的调查，避免将数字普惠

金融投入盲目开展跨产业跨领域多元经营、存在高

经营风险的新农主体。2）强化金融机构数字普惠

金融建设。引导金融机构搭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平台，开展相关讲座培训，提高新农主体数字金融

素养，丰富主体内源性资金储备，提高新农主体的

经济韧性。 3）准确定位数字普惠金融受众群体。

根据不同类型新农主体现实需要调整数字普惠金

表 10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Table 10　Threshold effect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Variable

数字普惠金融

Dig

常数项

Cons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观测值N

LM 检验

LM-test

自举法 P值

Bootstrap P-Value

模型 1：
种粮面积≤
15. 33 hm2

Model 1：
Grain_scale≤

15. 33 hm2

1. 160***

（0. 192）

-4. 985***

（0. 883）

Yes

459

16. 638

0. 013

模型 2：
种粮面积>
15. 33 hm2

Model 2：
Grain_scale>

15. 33 hm2

0. 289*

（0. 162）

-0. 971

（0. 760）

Yes

模型 3：
经济作物面积

≤22. 67 hm2

Model 3：
Cashcrop_scale

≤22. 67 hm2

0. 909***

（0. 167）

-3. 518***

（0. 801）

Yes

415

27. 168

0. 003

模型 4：
经济作物面积

>22. 67 hm2

Model 4：
Cashcrop_scale

>22. 67 hm2

0. 780***

（0. 232）

-2. 788**

（1. 093）

Yes

模型 5
养殖面积≤
12. 00 hm2

Model 5：
Breed_scale≤

12. 00 hm2

1. 362***

（0. 193）

-5. 670***

（0. 904）

Yes

239

18. 802

0. 060

模型 6
养殖面积>
12. 00 hm2

Model 6：
Breed_scale>

12. 00 hm2

-0. 440

（0. 422）

2. 712

（1. 980）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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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政策和标准，对弱势主体、重点环节给予倾斜，发

挥数字普惠金融扶弱扶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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