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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

周玉玺  程创业
（山东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2012—2021 年中国 31 个省域面板数

据（统计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在构建农业产业链韧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助熵权法评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

业产业链韧性水平，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分析两者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

计量模型探究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研究发现：1）时间维度上，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

关系趋于增强，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其中，农业产业链韧性提升趋缓，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两者耦合

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2）空间维度上，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度呈现“点状分散—块状集聚”的空

间演化特征，极度失调、低度协调区逐渐消失，逐渐形成西北、西南方向“陷落”的空间格局。3）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

农水平、城镇化水平对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向抑制作用。鉴于此，应强化区域

协同发展理念，充分挖掘协同发展潜力，因地制宜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协调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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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ZHOU Yuxi， CHENG Chuangy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1（The data do not include those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regions.  The same below. ）this 

study uses methods such as coupling coordination，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spatial econometrics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erms of time 

dimensi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resili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tends to strengthen， and the overall trend is slowly increasing.  Among the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sili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is slowing dow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2） In terms of spatial dimensi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resili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exhibit a spatial evolution feature of 

‘point dispersion block agglomeration’， with extreme imbalance and low coordination areas gradually 

disappearing， gradually forming a spatial pattern of ‘sinking’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directions.  3） 

The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isc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urbanization have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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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hile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has a 

negative inhibitory effect.  To sum up，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fully tap into the potential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al 

econometric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当前，虽然普惠金融逐渐

将发展重点聚焦于农业产业链建设，但仍存在着广

度窄、深度浅、精度差等突出问题［1］。对此，2023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指出，不仅要“有序推动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还要“引导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倾斜”，为解决普惠金融“脱实向虚”，提升农业产业

链韧性指明了方向。因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成

为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的重要引擎，同时农业产业

链韧性提升也能推动农村产业融合［2］、激发金融新

需求［3］，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新引擎。由此可

知，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的深度融合将

成为推动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着力点。但由于我国各省域之间存在的经济、文化

等明显差异，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协

同匹配程度究竟如何？怎样有效推动两者协同演

化？亟需实证加以探讨。

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既有文献主要聚焦于 2
方面。一是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测度研究，其大致

可分为 3 类：第一类是基于传统金融调查数据，将其

中部分数字金融指标作为测度依据［4］；第二类是依

托商业机构发布的数字经济指标，如腾讯研究院的

《数字中国指数报告》等；第三类是借助研究机构发

布的数字金融指数，来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

系，如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5］。二是聚焦

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家庭

经济活动［6-7］、企业经济活动［8］、区域经济活动［9-10］、

传统金融与货币政策［11］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有关数

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的交互效应尚未引

起广泛关注。在农业产业链韧性方面，学者们侧重

于分析其发展机遇与现存障碍［2-3， 12］，而直接涉及指

标构建与量化测度的研究则较为缺乏，仅有部分学

者在分析粮食体系韧性时［13］，隐含了农业产业链韧

性的测度思路。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基

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既有关于农业产业链

韧性的文献多依托定性分析，缺乏省域层面的韧性

测度研究；第二，现有研究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

业产业链韧性的单向影响，缺乏耦合视角下的交互

关系研究；第三，推动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有待

进一步梳理。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2012—2021 年中

国 31 个省域面板数据，在构建农业产业链韧性指标

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

两者耦合协调度，并借助核密度估计、空间计量模

型分析两者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期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有序发展、促进农业产业

链韧性稳步提升提供参考。

1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的耦合

机理分析

1. 1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业产业链韧性提升增添新

动能

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不仅能够打

破传统金融固有时间与地域限制，从供给端提高农

业生产、加工与流通能力，还能提振消费能力、助力

农技研发，从需求端和研发端为农业产业链韧性提

升注入新动能。首先，从农业研发环节来看，数字

普惠金融能够依托数字技术拓宽金融服务的覆盖

范围，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为农业

技术研发与创新提供外生动力［14］。其次，从农业生

产环节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弱化不确定性冲击

对生产主体的负向影响，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农

业、智慧农业等，切实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6］。再

次，从农产品加工环节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拓

宽企业融资渠道，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充沛的资

金支持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提高农产

品加工效率与质量［15］。此外，从农产品流通环节来

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依托金融基础设施来下沉金

融资源，缓解流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从而

带动农产品流通环节优化调整［16］。最后，从农产品

消费环节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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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升级，使得绿色优质农产品成为消费主流，从需

求端助力农业产业链韧性建设［1］。

1. 2　农业产业链韧性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新

引擎

一方面，农业产业链韧性建设有助于推动农村

产业融合、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为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提供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农业产业链韧性建设

有助于孕育农业新业态、激发金融新需求，推动数

字普惠金融自我革新。首先，农业产业链韧性建设

能够引导资金、人才等资源流向农村地区，依托规

模效应降低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成本，推动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2］，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坚

实的产业支撑。其次，农业产业链韧性建设注重信

用管理和奖惩制度，不仅能够增强农户的诚信意识

和契约精神，还能推动形成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逐

级授信机制，为数字普惠金融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12］。最后，农业产业链韧性建设能够推动农业产

业链条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在原有产业基础上

催生出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等新产业［3］，进而衍生出

新的金融需求，从需求端倒逼数字金融产品优化调

整，助推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上述分

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H1：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之间

存在耦合协调关系。

2　指标体系、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 1　指标体系

1）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参考郭峰等［5］、谭

燕芝等［17］和黎翠梅等［18］，选取北京大学普惠金融指

数，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3 个维度来

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

2）农业产业链韧性指标体系。本研究参考既

有相关研究［12-13， 19-20］，从抵抗、适应和变革 3 个维度

来构建农业产业链韧性指标体系。抵抗维度表征

农业产业链面临不确定性风险时，减少所受冲击的

能力，包括复种系数、化肥施用强度等 9 个指标。

适应维度表征遭受风险后，恢复如初的能力，包括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农业生产终端电力消耗量

和农业增加值增长率 3 个指标。变革维度表征遭

受冲击后，快速调整的能力，包括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 率 、农 业 科 研 支 出 和 机 械 化 水 平 3 个 指

标（表 1）。

表 1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目标层
Target layer

数字普惠金融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农业产业链韧性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子系统
Subsystem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数字化程度

抵抗维度

适应维度

变革维度

准则层
Criterion layer

生产韧性

生态韧性

经济韧性

恢复韧性

创新韧性

指标层
Indicator layer

有效灌溉系数

复种指数

单位面积产量

化肥施用强度

农药施用强度

成灾面积/受灾面积

农业生产中间消耗品产值

农产品加工营业收入

粮食消费价格指数年度增长

率的五年滚动标准差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农业生产终端电力消耗量

农业增加值增长率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农业科研支出

机械化水平

单位
Unit
指数

指数

指数

%
kg/hm2

kg/hm2

kg/hm2

%
亿元

亿元

万人

亿 kWh
%
%

亿元

kW/hm2

方向
Direction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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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响因素。参考赵巍等［19］和郝爱民等［20］，选

取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城

乡收入差距、地区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 6 个指标。

其中，①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产

业结构升级、金融服务延伸等都离不开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选取各省公路密度来表示。②经济发展水

平：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

支撑着农业产业链韧性建设，选取各省人均 GDP 来

表示。③财政支农水平：财政资金支持能够带动农

业科技研发，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注入活力，选取

农林水支出与 GDP 之比来表示。④城乡收入差距：

一般认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其对两者耦合协调

发展的负向影响就越强，选取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表示。⑤产业结构：通常情况

下，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会加剧“非农化”趋势，导

致两者耦合协调关系趋于弱化，选取第二、三产业

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⑥城镇化水

平：城镇化的发展更易汇聚人才、技术等要素，助力

两者耦合协调发展，选取城镇与地区人口之比来

表示。

2. 2　研究方法

2. 2. 1　熵权法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借助熵权法确定权重系

数，以客观反映各指标的重要程度。表达式如下：

ej = -k∑
i= 1

m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yij/∑

i= 1

m

yij × ln ( )yij/∑
i= 1

m

yij (1)

Wj = (1 - ej) /∑
j= 1

n

( )1 - ej (2)

Sij = ∑
j= 1

n

Wj λij (3)

式中：ej和W j分别为第 j项指标信息熵和综合权重；

Sij为综合评价指数。

2. 2. 2　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研究参考谭燕芝等［17］，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协调发展

情况。表达式如下：

C= 2 U 1 × U 2 / (U 1 + U 2 )2 (4)
T= αU 1 + βU 2 (5)
D= C× T (6)

式中：U1、U2 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产业链韧

性水平；C为两者耦合度；T为两者综合协调指数；

α、β均为待定系数，本研究认为两者是同等重要的，

故 α=β=1/2；D为两者耦合协调度，D∈［0，1］，其

值越大，则被研究单元耦合协调度越高。在此基础

上，参考以往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相关

研究［19， 21］，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5 类：（0，0. 2］极度

失调、（0. 2，0. 4］低度协调、（0. 4，0. 6］中度协调、

（0. 6，0. 8］高度协调、（0. 8，1. 0］极度协调。

2. 2. 3　核密度估计

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

协调时序演化特征，本研究选用高斯核函数绘制

2012、2015、2018 和 2021 年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曲

线，通过曲线位置、峰度、偏度来探究其动态演变

趋势。

2. 2. 4　空间计量模型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的空

间相关性，本研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各因素对

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内在关系及影响程度。表达式

如下：

Y= ρWY+ Xβ+ WXθ+ ε (7)
式中：Y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的耦合

协调度；X为各影响因素；W 为空间权重矩阵；ρWY
为空间滞后项，衡量邻近地区耦合协调度对本地区

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WXθ为邻近地区各因素对

本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ρ为空间自回归系

数；β为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

2. 3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 2013—2022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中国统计年鉴》［22］ 《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23］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4］以及各省份统计年

鉴，并采用插值法补齐部分缺失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3. 1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的

时序演化特征

首先，测算出中国 31 个省份 2012—2021 年数

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水平、耦合度、耦合

协调度。其次，为反映各指标时序演化特征，本研

究将 31 个省份视为一个整体，逐年对其求算数平均

值并整理，结果如表 2 所示。

可以看出，2012—2021 年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

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度在 0. 34~0. 64 波动，耦合协

调度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类型由低度协调

转为高度协调，耦合协调关系趋于增强，假说 H1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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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验证。为揭示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时序演化特

征，本研究分别绘制了 2012、2015、2018 和 2021 年

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曲线（图 1）。

首先，从核密度估计曲线位置来看，2012—
2021 年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

度的核密度曲线逐渐向右移动，耦合协调度高值区

域数量上升、低值区域数量下降，表明两者耦合协

调度呈不断上升的演化特征，协调发展程度逐渐提

高。其次，从曲线峰度来看，2012—2021 年曲线峰

度呈显著下降趋势，表明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呈现

趋于缩小态势。最后，从曲线偏度来看，2012 年左

侧拖尾显著大于右侧，2015—2021 年两侧拖尾逐渐

收缩，且右侧拖尾呈现加长、抬升趋势，表明高值区

耦合协调度逐渐提升、所占比重趋于提高。究其原

因，一方面国家持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

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开展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提升了农业产业链韧性水平。综上

所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度

总体呈逐渐提升的演化特征，存在平稳发展趋势。

3. 2　数字普惠金融及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的

空间演化特征

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

协调的空间演化特征，本研究分别对 2012—2021 年

31 个省份两者耦合协调度进行可视化分析（图 2）。
总体来看，2012—2021 年两者耦合协调度呈现

“点状分散—块状集聚”特征。2012 年，77. 42% 省

域耦合协调度处于低度协调，仅有山东、江苏、上

海、浙江、广东处于中度协调，青海、甘肃省处于极

度失调，究其原因是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

性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数字技术、生产韧性等难

以得到有效提升；2015 年，山东、河南等省份迈入高

度协调，中度协调区域占比增加至 83. 87%，极度失

调、低度协调区域逐渐消失，究其原因是政府加强

了财政支持力度，切实保障了两者发展所需技术、

人才等要素；2018 年，高度协调区域占比不断上升，

图 1　核密度估计曲线

Fig.1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curve

表 2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值及耦合结果

Table 2　Results and coupling resul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年份

Year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数字普惠金融

水平

LDFI

0. 082 7

0. 212 3

0. 321 0

0. 321 0

0. 416 6

0. 480 4

0. 608 9

0. 649 5

0. 708 9

0. 758 5

农业产业链韧性

水平

LAIC

0. 230 4

0. 282 7

0. 240 1

0. 240 1

0. 242 9

0. 240 4

0. 244 0

0. 241 8

0. 247 6

0. 243 2

耦合度

Coupling degree

0. 795 6

0. 967 2

0. 964 3

0. 964 3

0. 937 7

0. 915 9

0. 878 3

0. 863 1

0. 853 3

0. 833 1

耦合协调度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0. 346 0

0. 482 6

0. 517 0

0. 517 0

0. 554 2

0. 573 3

0. 610 8

0. 619 0

0. 637 6

0. 644 5

耦合协调类型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高度协调

高度协调

高度协调

高度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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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呈块状集聚态势，主要分布于华东和华中等地，

中度协调区域占比收缩，且在西北和西南两地呈现

集聚态势；2021 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推

进，耦合协调度发展取得质的飞跃，74. 19% 的省域

处于高度协调，中度协调区域向西迁移且数量逐步

减少，块状集聚特征显著增强。综上所述，2012—
2021 年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

空间演进特征明显，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极度

失调、低度协调区逐渐消失，逐步演进为中度、高度

协调区，逐渐形成西北、西南方向“陷落”的空间分

布格局。

3. 3　数字普惠金融及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的

影响因素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

协调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两者耦合协调度作为被

解释变量，运用莫兰检验证明其具有正空间相关

性，因此考虑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后续检验。运

用 LM、Wald 检验选择最佳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

明（表 3），LM_lag、Robust LM_lag 和 LM_error 显著

性水平均>1%，但 Robust LM_error 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因此选择空间滞后模型。

基于邻接权重矩阵，对比分析不同效应下的空

间滞后模型，表 4 结果显示双固定效应空间滞后模

型的对数似然值最大，因此后续重点关注双固定效

应下的回归结果。

交通基础设施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未通

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并不是影响两者

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究其原因，一是中西部

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匮乏、水平落后，其对数字

普惠金融影响十分有限［9］。二是农村交通基础设施

建成后疏于维修和保养，无序管理会弱化集散功

能、降低中转效率［25］，不利于农业产业链韧性提升。

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 GS（2020）4619。
Based on the drawing review No.  GS（2020）4619 published on the Standard Map Service Website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图 2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resili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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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系数

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推动

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数字普惠

金融与农业产业链发展状况的集中体现，极大地影

响着各项生产要素的配置［1，26］，进而会影响到金融

服务与农业产业链的融合程度。

财政支农水平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系数

显著为正，表明加大财政支农力度能够促进两者耦

合协调发展。财政支持是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的

关键因素，加强支农力度、优化支农效率有助于缓

解农民融资难题、增加农村资金流入、提升农业产

业链韧性［3］。另外，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产业链

表 3　LM 检验结果

Table 3　LM test results

检验方法

Inspection method

统计量  Statistic

P值  P value

莫兰检验

Moran’s I

15. 170

0. 000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LM-lag

254. 924

0. 000

LM-error

219. 966

0. 000

稳健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Robust LM-lag

34. 987

0. 000

Robust LM-error

0. 029

0. 864

表 4　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lag model

变量

Variable

交通基础设施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经济发展水平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财政支农水平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level

城乡收入差距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产业结构

Industrial structure

城镇化水平

Urbanization level

空间自回归系数

Spatial rho

对数似然值  Log likelihood

邻接权重矩阵  
Adjacency weight matrix

个体固定效应

Individual 
fixed effect

−0. 000 1
（0. 000 1）

0. 018 3***
（0. 004 8）

0. 589 3***
（0. 152 9）

−0. 066 2***
（0. 019 0）

−0. 025 5
（0. 085 1）

0. 192 4***
（0. 053 6）

0. 825 0***
（0. 020 4）

789. 518 7

时间固定效应

Time 
fixed effect

0. 000 0
（0. 000 1）

0. 029 5***
（0. 006 5）

−1. 082 1***
（0. 188 3）

−0. 076 2***
（0. 010 3）

0. 151 2*
（0. 080 1）

−0. 338 1***
（0. 043 5）

0. 031 5
（0. 064 7）

483. 534 3

双固定效应

Double 
fixed effect

0. 000 1
（0. 000 1）

0. 013 5***
（0. 005 0）

0. 629 9***
（0. 155 9）

−0. 090 6***
（0. 022 6）

−0. 005 3
（0. 089 8）

0. 182 3***
（0. 058 8）

0. 459 2***
（0. 063 8）

823. 964 8

反距离权重矩阵  
Inverse distance 

weight matrix

双固定效应

Double 
fixed effect

0. 000 1
（0. 000 1）

0. 009 3*
（0. 005 4）

0. 666 9***
（0. 167 6）

−0. 101 3***
（0. 024 2）

−0. 008 6
（0. 096 8）

0. 181 9***
（0. 063 3）

0. 478 8***
（0. 140 2）

807. 488 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Note： *，** and *** respectively represent significant at the 10%， 5%， and 1%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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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扶持与引导，而财政支农有

利于推动人才培养、技术革新，提升数字普惠金融

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有效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与

农业产业链韧性协同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系数

显著为负，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高，越不利于两者

耦合协调发展。究其原因，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

推进，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土地抛荒、撂荒

现象时有发生，“空心化”问题严重阻碍农业产业链

韧性良性发展［27］。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府主

导型特征明显，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有限的资源

较少地投入到农村农业生产中，进而加剧了数字鸿

沟，反向抑制了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究其原因，数字普惠金融与各类产业

关联性较强，且各类产业发展均离不开金融支持。

此外，随着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生产要素“非农

化”趋势日益凸显，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目标与

粮食安全保障的持久性目标相矛盾［3］，从而弱化

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的耦合协调

关系。

城镇化水平对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系数显

著为正。究其原因，城镇化水平越高，越能够通过

规模效应、扩散效应、竞争效应等多种途径优化金

融服务、提升金融效率、增强金融活力［28］。同时，区

域城镇化水平越高，农业生产更易实现规模化经

营，形成人才、技术等“磁场效应”，进而提高农业科

技含量及经济韧性，促进两者耦合协调发展［21］。

此外，为保证计量结果的科学性，本研究进一

步在反距离权重矩阵基础上进行稳健性检验。可

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城乡收入差

距、城镇化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

耦合协调度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根

本改变，证明了计量结果的可靠性。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 2012—2021 年中国 31 个省域面板

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

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

与农业产业链韧性耦合协调度呈缓慢上升趋势，耦

合协调类型由低度协调转为高度协调，耦合协调关

系趋于增强，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是推动两者耦合协

调发展的重要因素。2）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

链韧性耦合协调空间演进特征明显，呈现“点状分

散—块状集聚”特征，逐渐形成西北、西南方向“陷

落”的空间格局。3）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

性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空间正相关性，且受多重因

素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水

平驱动两者耦合协调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抑制两者

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深入挖掘数

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协同发展潜力。鼓

励金融机构依托数字技术优化金融供给，通过金融

资源下沉推动农业产业链各环节转型升级。积极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并激发金融新需求，从持续性、

多样性等方面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新业态。2）聚焦

空间非均衡问题，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强化东部协

调发展较强省份对中西部落后省份的辐射带动作

用，促进信息、人才、技术等要素互通有无，缩小地

区间耦合协调差距。加强中西部金融基础设施建

设和宣传教育，从内外两方面提升金融可得性与适

配性，并通过政策倾斜、城镇化发展等途径强化区

域联动效应。3）重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差异，

精准施策。加大技术、产业等“造血式”财政支持、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数

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韧性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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