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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普惠金融服务“三农”新模式研究 

——基于安徽、山东 303 户农户的调研
1
 

叶松勤 凌方 廖飞梅 

【摘 要】为了考察互联网普惠金融对“三农”的服务现状，本文通过对安徽、山东 303 家农户的问卷调查以及

不同金融机构的实地访谈，运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互联网普惠金

融在服务“三农”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普惠金融在“三农”服务中的积极作用，应大

力开发数据银行，完善大数据与云计算功能；以农户规模化的优质项目，置换优质电商+保险公司的信用担保；引

入人才精准扶农，解决农业合作社经营人才匮乏难题；同时，通过互联网金融示范点的示范效应，消除家庭承包制

经营农户金融排斥心理，以有效构建互联网普惠金融服务“三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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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3 年国家把普惠金融写入的党的决议，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战略规划。互联网普惠金融是指在实现安全、移动等网络

技术的基础上，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借助互联网平台，全方位、多角度的为各阶层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那些被正规金融机

构常常排除在外的群体，让其有更多的机会获取金融资源。不可否认，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方面，普惠金融政策发挥了不可低

估的作用，可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Wentzel et al.从金融的门槛效应角度提出，金融服务是需要成本的，由于“马太效应”，

穷人的贫困面貌难以得到有效的改善。
[1]
此外，金融机构因缩减开支、控制成本的考虑，在推广普惠金融产品和扩大服务规模时，

会关闭一些设置在贫困农村的金融机构，这样会使得这部分农村出现金融荒漠化，农民融资问题依旧难以解决。
[2][3]

那么如何通

过普惠金融更加有效的服务农民，成为摆在国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三农”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2016)》显示，网络借贷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有效解决中

国“三农”中的金融短缺问题。
[4]
尤其是随着国家金融政策的放开，第三方金融机构异军突起。为了与第三方金融机构抢占农村

金融市场，各大银行也一改常态，进行涉农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增量与存量改革，进一步推进互联网普惠金融的发展，可见互联

网普惠金融将开启服务三农的新篇章。 

目前对互联网普惠金融的研究较为少见，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普惠金融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普惠

金融对农民贫困的抑制作用。江瀚和向君研究发现，小额信贷的兴起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村经济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
[5]

张国俊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小额信贷的提供者，根据农民的需要近一步改变金融产品的灵活性，及时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在提

高机构利润的同时也进一步改善了农民的贫困现状。
[6]
其二，为普惠金融发展的度量方法。最早提出普惠金融度量方法的为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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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东南发展机构提出的“符合剥夺指数”法，
[7]
不少学者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从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提出了多维指标度量法；

[8][9]
为了更好的突出不同地理环境下普惠金融的发展状态，高沛星通过变异系数法，提出了从地理排斥、评估与条件排斥、价格

排斥与营销排斥 4 个方面对普惠金融的推广效用进行度量此外，
[10]
为了突出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经济的改进，董晓琳和徐虹使

用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度量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
[11]
为了进一步区分不同维度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效用，还有学者在不同维度的

基础上采用了加权赋值进行度量。
[12] 

综合来看，对于普惠金融对农民贫困抑制效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各省的宏观数据，而针对新增的互联网普惠金融产品会

对农民的收入改善到底有何影响，却鲜有研究；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普惠金融在服务三农方面的现状如何？

此外，在普惠金融度量方面，目前度量方法尚不统一，其主要问题集中在数据的可获得性。基于此，本文在第三方优质金融机

构试运营的山东、安徽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在采集数据后运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数理回归，分析了在

互联网普惠金融推广中，以银行为代表的内生互联网金融和以第三方金融机构为代表的外生互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改善分别起

到了哪些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普惠金融对采用不同生产方式的农民在收入改善方面分别产生了哪些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在互联网+时代下，区分了以银行为代表的内生金融和以第三方金融机构为代表的外生金融对农

民收入改善所产生的影响，发现各自在改善农户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其成因，为二者进一步服务三农提供了理论依

据；二是考察了互联网普惠金融对采用不同生产方式的农户在收入改善方面的不同影响，对不同机构有针对性的在农村推进互

联网普惠金融，提高互联网普惠金融的使用效率具有参考意义。 

二、变量设置与模型构建 

1. 变量界定及说明 

(1) 被解释变量。互联网普惠金融推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升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因此在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借贷分析小

组(2009);孟凡征等(2014)的参数设置形式，将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否改善农户收入(Income)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取 1，否则取 0。 

(2) 解释变量。在解释变量选取方面，为了有效考察以银行为代表的内生互联网金融和以第三方金融机构为代表的外生互

联网金融对农民收入改善起到了哪些影响，从支付工具、金融产品、贷款渠道方面设置解释变量。第三方金融机构选取方面，

考虑到第三方金融机构目前进入农村市场的不多，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阿里旗下的金融机构和京东旗下的金融机构。①支付工

具方面，选取其是否使用支付宝(Alipay)与是否使用手机银行(Mobile)为解释变量，是取 1，否则取 0。主要原因在于，支付工

具在农民生产生活过程中，可以保障农民的资金安全。②在支付使用的金融产品方面，选取是否使用支付宝花呗或京东白条

(Financial)以及是否使用手机银行逸代消费(Consumpation)为解释变量，是取 1,否则取 0。其主要原因为金融工具可以保障农

民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购买小额的生产工具和应付生活开支。③在借贷渠道方面，选取是否使用京农贷或旺农贷或支付

宝借呗(Tloan)、是否使用手机银行贷款业务(Bloan)和是否存在亲友社会等民间借贷(Ploan)为解释变量，是取 1，否则取 0。

主要是因为，借贷渠道可以为农民提供生产运营资金，改善生产状况，提高收益。 

(3) 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方面，考虑到互联网保险产品也逐步增多，此外，农民的学历水平、生产规模和销售方式、政

府政策倾斜度以及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服务过程中对农户的服务态度都会影响到农户对互联网金融的使用，从而影响到对其收入

的改善，将是否购买农业保险(Insurance).是否发生过互联网金融投诉(Complaint)、是否使用互联网销售农产品(website)、

是否享受政策优惠(Policy)作为控制变量，是取 1，否则取 0。农户农业经营面积(Area)与经营户主受教育程度(Education)也

纳入控制变量的设置中。其中，农户农业经营面积按农户农业经营面积/hm2 度量、经营户主受教育程度的设置为小学及以下取

0,初中取 1，高中取 2,中专以上取 3。 

2. 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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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互联网普惠金融服务三农的情况，根据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否改善农户收入分别设置二分类变量，传统的线性回归

模型本质上没有办法解决非连续变量的参数估计问题，为了解决这一情况，本文通过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二分类变量的决定因素。

逻辑回归模型为： 

 

其中，y 是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否改善农户收入，X=(x1,x2,……，xn)为对 y 产生影响的相关变量，μn为误差项。y=0 表示互

联网普惠金融没有改善农户收入，y=l表示互联网普惠金融改善农户收入；y=1时，发生的概率为 p，则 y的分布函数为：f(y)=P
v
(1

—p)
1-y
，那么， 

 

即得到回归模型中的发生比表达式：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次调研总共实地发放农户问卷 312份，回收问卷 308份，回收率为 98.7%，剔除调査信息不完整后的最终有效问卷为 303

份，有效率为 98.3%。所有调查问卷均为农户自身根据实际情况当场填写，当场收回。 

1.互联网普惠金融对改善农户收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 1 可知，农户使用第三方金融机构推出的每项互联网金融产品平均数都大于银行设计出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平均数，这

表示农户使用第三方金融机构推出的金融产品多于银行推出的金融产品；其中，Tloan 的平均数为 0.31，这说明第三方优质金

融机构推出的金融借贷产品普及力度还是欠缺。同时，Ploan 的平均数为 0.24,多于 Bloan 的平均值，这说明民间借贷在农户间

依旧盛行；再者，Insurance的平均数为 0.57,说明在农户的生产运营中，购买保险的农户占大多数；website的平均值为 0.29,

说明互联网在农业生产中的普及情况不太乐观；Policy 的平均数为 0.34,感受政策带来优惠的农户不是很多。最后，Income 的

均值为 0.58,说明互联网普惠金融改善了大部分农户的收入，整体影响较好。 

2.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回归分析 

由表 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支付工具使用方面，Alipay 通过显著性检验，而 Mobile 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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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消费产品而言，Financial 与 Consumpation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借贷渠道方面，Tloan 与 Bloan 亦都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但前者的回归系数均大于后者的回归系数。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以银行为代表的内生金融影响力弱于以互联网巨头为代表

的外生金融影响力，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分析结果。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银行的借贷平台较高，农户难以达到借贷门槛

的要求；另一方面，银行的大数据分析起步晚，不能对农户的数据做出分析，从而确定授信额度；所以农户难以从银行贷款，

故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较弱。 

表 1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改善因素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均值 标准差 

Income 0.58 0.49 

Alipay 0.68 0.46 

Mobile 0. 60 0. 49 

Financial 0.62 0. 48 

Consumpation 0. 43 0.49 

Tloan 0. 31 0. 46 

Bloan 0.16 0. 36 

Ploan 0. 24 0. 42 

Insurance 0.57 0. 49 

Education 0.85 0. 92 

Complaint 0.18 0. 38 

website 0.29 0. 45 

Area 0. 60 0. 20 

Policy 0. 34 0. 47 

 

Ploan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负值，可见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收入改善产生了负向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农户

有时为了抓住生产机遇，可是面对银行较高的借贷门槛，以及对第三方优质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不熟悉，不得不采用传统的民间

借贷方式，可是民间借贷的利息比较高，削弱了农户的收入。 

Insurance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保险在互联网普惠金融中对农户的收入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主要原

因在于，国家政策向农业倾斜，为了维护农户的利益，许多险种都带有政策性，所交保费比较低，一旦农户在经营过程中发生

险情，可以有效保证农户的经营基本成本，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农户由于特殊原因，导致血本无归。 

Education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经营户的知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使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农户的收入改善起到正

向影响。其原因在于农户的知识水平越高，其接触到的经营理念就会越先进，掌握的技术与资源也会越多，从而一定程度上使

得农户可以很好的利用互联网普惠金融为自己生产经营谋福利。 

Complaint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负，说明互联网金融投诉的发生，对改善农户收入的影响起到了负向作用。原因在于，

投诉案件大多集中在不规范的互联网金融借贷公司，它们经常通过欺骗的方式，诱骗农户选用高费用的金融产品，切实影响了

农户的收入改善。 

对于 website以及 Policy,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正，这些说明了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和国家政策的倾斜会使互

联网普惠金融有效提升农户的收入，其原因在于，互联网技术可以扩大农户的销售渠道，增加收益；同时国家政策的深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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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农户在金融服务方面得到很多优惠，从而得到金融支持，故农户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表 2 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 

变量名 B Exp(B) 

Alipay 1.4651*** 4.3292 

Mobile 0.4012 1.4944 

Financial 1.4395*** 4.2161 

Consumpation 0.6451* 1.9078 

Tloan 1.0720" 2.9205 

Bloan 0.8391* 2.3133 

Ploan -2.1054*** 0.1225 

Insurance 0.5981* 1.8183 

Education 0.3803** 1.4636 

Complaint -2.1121*** 0.1211 

website 0.7480* 2.1123 

Area 1.6653** 5.2842 

Policy 1.6457*** 5.1811 

Constant -3.2362** 0.0033 

注：* * *、* *、*，分别表示 1%、5%、10%的显 著性水平，下同。 

 

为了进一步考察互联网普惠金融对不同生产方式农户产生的影响，根据农户的经营特征，将总体样本分为家庭承包制经营

方式与农业合作社式经营方式，带入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知，Alipay，两组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Mobile，两组中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通过回归系数比较发现，

支付宝的使用，对加入农业合作社组农户而言，对收入改善起到的正向影响作用小于家庭承包经营组；而手机银行的使用，对

加入农业合作社组而言，对收入改善起到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家庭承包经营组。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合作社组农户的经营规

模通常大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农户的经营规模，而其在经营过程中的支付情况，由于数额较多，受传统思想影响，为了保险起见，

大多通过银行支付系统付款。而家庭承包经营组农户，通常处于小规模经营状态，通常没什么大额交易，所以为了支付方便，

对于支付宝使用的就比较多。而支付工具的使用大大避免了收到假币的现象，降低了汇款手续费等，从而改善了农户的收入。 

在金融消费产品方面，Consumpation，两组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银行的金融消费产品，主要集

中在银行自己开发的网购网站中，农户对这些网站根本不熟悉。同时对于网购，农户更多的倾向于使用频率较高的淘宝，京东

等。对于 Financial,两组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家庭承包经营组的回归系数大于参加农业合作社组的回归系数。其原因可能

在于农业合作社组的经营规模比较大，而金融消费产品往往金额比较低，适合经营规模较小的家庭承包经营用户开拓经营，改

善其收入。对于规模较大的农业合作社用户而言，由于其经营规模的扩张，需要较大的资金，金融消费产品金额较低，通常难

以满足其生产需求，所以金融消费产品对其收入的改善要弱。 

在信用贷款方面，Bloan,两组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银行的借贷门槛较高，农户要想贷

款，由于自身抵押物较少，银行不敢发放贷款；另一方面在于银行的大数据分析系统落后，无法计算出农户的授信额度。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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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参数，对农户收入改善不显著。对于 Tloan，家庭承包经营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加入农业合作社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

回归系数为正。其原因主要在于，农业合作社组需要资金，扩大生产；同时农业合作社在信息获取方面渠道比较多，生产资源

相对比较丰富，所以第三方金融机构推出的互联网金融借贷产品对其收入起到了正向影响；而对于家庭承包经营组农户，其自

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使得其对互联网金融接触较少且不需要更多资金扩大经营，所以对其收入的影响显著性较弱。 

表 3 互联网普惠金融对不同生产方式 

农户影响的回归结果 

 
家庭承包经营组 

（127组） 

加入农业合作社组 

（176组） 

参数名称 
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 

B Exp(b) B Exp(b) 

Alipay 1.6361* 5.1333 1.3101** 3.7060 

Mobile 0.2310 1.2601 0.6464 1.9074 

Financial 2.4274** 11.3242 1.0426** 2.8485 

Consumpation 0.5786 1.7825 0.6173 1.8532 

Tloan 1.1763 3.2436 1.6051** 4.9603 

Bloan 0.2338 1.2633 0.7712 2.1622 

Ploan -2.3251** 0.0982 -2.8223*** 0.0591 

Insurance 2.4725** 11.8800 1.0124** 2.7512 

Education 0.4070 1.5023 0.5502** 1.7343 

Complaint -3.4444** 0.0323 -1.7533** 0.1732 

Website 0.0881 1.0934 1.0591** 2.8848 

Area 0.3892 1.4753 2.1172** 8.3085 

Policy 3.0854** 21.8786 1.1522** 3.1647 

Constant -2.7412** 0.0645 -4.9430*** 0.0072 

 

对于 Ploan，两组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加入农业合作社组农户收入改善的负向影响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

农业合作社为了加大规模化生产，即使在资金短缺的条件下，也不得不抓紧时机生产。而由于第三方金融机构借贷产品普及力

度不够，以及银行借贷门槛较高的的情况，农户不得不采用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费用较高，所以对农户的收入改善起到了负

向影响。 

对于 Insurance,两组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惠农政策的普及，使得许多险种带有政策性。

农民在购买的时候费用较低，一旦出险，可以基本保证农户的生产成本，避免损失过大，所以给农户带来了收入的改善。 

对于 Education,家庭承包经营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家庭承包经营组的农户，大多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生产经

营方式，所以对先进知识水平需求不高，其经营方式主要是依据以往的经验。而加入农业合作社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

正。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合作社追求规模经营以及高额收入，其对于技术、管理方式都需要不断满足规模的扩大，所以主要

经营户的教育背景影响到其在经营过程中对互联网普惠金融的利用情况，从而影响到农户的收入。同时，农业合作社组的 Exp

（b）值为 1.734,这说明，实际中农业合作社组农户的教育背景对收入的改观起到的效果不是很大。 

Complaint，两组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互联网金融刚刚起步，市场不够规范，有些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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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金融机构为了赚取高额的费用，诱骗农民使用高费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严重影响了农户的正常收入。 

对于 website，在家庭承包经营组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农业合作社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在于，传统家庭承包制

经营，产品单一且数量少，采用的销售方式还是“赶集”的老方式；而对于农业合作社经营的农户，其生产规模大，产品多，

需要扩展销路，所以互联网销售方式对其收入的改善起到了正向作用。 

对于 Policy，两组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其对家庭承包经营组用户的影响程度大于加入农业合作社组用户。

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政策优惠的普及对象是广大的农户，而对于农业合作社这个整体而言倾斜力度较弱，所以对家庭承包经营

制农户的收入改善较大。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互联网普惠金融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四方面的困境。首先，内生金融影响力不足，外

生金融影响力凸显；其次，优质互联网金融普及缓慢，农民融资依旧困难；再者，农业合作社经营模式后劲不足，农户收入难

以改善；最后，家庭经营承包制农户产生互联网金融排斥，收入改善不明显。为了有效解决上述困境，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当前

市场上企业对类似问题的解决模式。 

四、互联网普惠金融在解决服务“三农”困境方面的探索 

银行为了弥补大数据库建立不完善，各大银行纷纷选择与互联网金融巨头牵手合作。借助银行在存款方面的信息优势，进

一步扩充电商平台的大数据库信息，从而使云计算更加精确。 

针对农户借贷担保物缺乏的问题，新希望公司的模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其模式为，在传统的“公司+基地+农户”的担保

模式上引入了担保公司，将标准鸡舍抵押给担保公司，所贷资金封闭式运行，有效降低了贷款风险。 

针对互联网普惠金融对贷款农户经营方面的指导，“诺普信”的模式值得借鉴。它利用销售网络和平台，将产品销售与技术

服务融为一体。形成了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 

消除农户金融排斥方面，农行“金穗惠农通”工程取得的效果显著。即在农村超市、农资店等场所设立“金穗惠农通”服

务点，布放转账电话、自助服务终端等设备，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使农民可以“足不出村”即可办理基本银行业务的一项农

村渠道建设工程。 

五、构建互联网普惠金融服务“三农”新模式 

首先，开发数据银行，完善大数据建立且完善云计算功能。在大数据分析方面，无论是互联网巨头，还是银行都是试图通

过电商平台获得客户数据，从而形成数据库，进行云计算，得出授信额度。这种方式针对广大的工薪阶层比较适合，而农民对

互联网相对陌生，采集他们的数据比较困难。如果开发出可以供给储存个人信息的个人数据银行，让客户将自己的信息如同存

款一样存在数据银行中，然后由云计算得出数据体现的量化标准。这样对于农户信系的采集无疑方便了许多，对于大数据的建

立也确定了一个新的思路。 

其次，以农户规模化的优质项目，置换优质电商+保险公司的信用担保。根据新希望“公司+基地+农户+担保公司”的贷款

模式针对养殖类农户比较适合，可是针对有些小规模经营农户则无法获得模式中的“基地”要素。从调研数据描述统计中我们

发现，Insurance 的平均数为 0.57,这说明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数量较多。同时，该参数对农户收入改善起到显著性影响。结合

所有信息，我们构思出农户或农业合作社+优资电商+保险公司+银行的四位一体贷款模式。即农户或农业合作社与优资电商对接

讨论农业生产项目，电商评估后，以电商作为中间担保人向银行担保贷款与农户一起经营农业生产项目；同时电商作为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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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涉农保险，
2
一旦出险，以保险赔款支付贷款额度降低信贷风险。 

再次，引入人才精准扶农，解决农业合作社经营人才匮乏难题。“诺普信”的“互联网普惠金融”模式虽然能够解决农户在

贷款以后，在经营中技术与管理上的难题，但是针对的农户是在他们公司购买化肥和农药的农户。然而针对有些没有在“诺普

信”使用金融产品的农户，则无法享受技术服务。为此，我们提出在高校组织广大在读硕士生、博士生等高级人才，设置点对

点精准扶农。同时将扶贫实际情况纳入对读研究生、博士生学业水平的考核。 

最后，通过互联网金融示范点的示范效应，消除农户金融排斥心理。各方金融机构应该通过开展送互联网金融产品下乡宣

传活动，培训一批工程示范点，让产生金融排除的农户切身感受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给生活了巨大改变。以示范点的示范效应

引导该类农户对互联网普惠金融产品真正做到会用、爱用，打破农户金融排斥心理。 

六、研究结论 

为了考察互联网普惠金融对三农的服务现状，本文通过对安徽、山东 303家农户的问卷调查以及不同金融机构的实地访谈，

运用二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对采集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第三方金融机构与银行在涉农领域不敢大面积放贷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户的大数据缺乏，不能通过云计算得出农户

的授信额度。为此，我们提出通过将个人数据当做存款一样储存在数据银行中，需要贷款时，由云计算算出授信额度的方式。 

第二，针对农户面对银行借贷门槛高，第三方优质互联网金融借贷产品尚未普及的实况，本调研报告从第三方担保与保险

角度创新提出了一项由农户或农村合作社、优质电商、保险公司、银行“四位一体”的理论贷款思路，降低了由担保公司来承

担所引发的风险。 

第三，就农业合作社农户经营过程中人才缺乏难题，本文提出与高校高级人才实行精准扶农。由高校硕士、博士研究生组

成扶贫团队，实施点对点技术与管理帮扶，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 

第四，在互联网金融普及的同时，通过调研数据分析，发现部分农户对互联网金融产品产生排斥。针对这种现象也同步提

出金融示范点的构建，以示范效益打破农户对互联网金融的排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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