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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测度及提升策略研究 

耿玥
1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金融系,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通过层次分析法,利用调查问卷的

数据,分析安徽省数字金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数字金融支付业务和信贷的发展水平最高,投资业

务和保险业务的发展较为缓慢。数字金融中信贷业务、投资业务、保险业务呈现出与年龄的负相关性,即年龄越小,

该业务的发展水平越高。数字金融发展与地区人均 GDP呈正相关性,即人均 GDP越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基于以上结果提出数字金融发展提升策略建议,即重视推进基层数字金融发展、改进金融监管、平衡创新风险、改

进金融监管、平衡创新风险。 

【关键词】：数字金融 发展测度 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1 背景 

数字金融是指将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手段与传统金融服务业态相结合的新一代金融服务。随着 2004年支付宝账户体系上线、

2013年余额宝上市以来,数字金融被广泛应用于融资、支付、投资等金融领域。仅以第三方支付为例,2012年全国范围内第三方

线上支付的规模只有 3.66 万亿元,到 2019 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 226.1 万亿。随着数字金融的高速增长,数字金融逐渐体现出

其普惠性。数字金融利用数字技术,降低金融业成本,提升效率,用规模化,商业可持续化的供给满足海量化,碎片化,多元化的金

融服务需求。数字金融使得金融产品供给能力大幅增强,金融产品可获得性空前提高,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的金融产品大幅增

加,使得更多的人从数字金融的发展中受惠。 

为了促进数字金融的发展,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平台经济看作

是经济增长点,对于这种新业态进行监管探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意见》指出将进一步规范金融科技的发展,增强数据

资产在平台生态中的价值,同时政府部门也将结合平台数据与用户投诉重点,加强对违规乱象的整治力度,从而构建出一个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生态圈。 

2019 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安徽省“十三五”金融业发展规划》,指出要建立大数据信息共享机制,鼓励金融机构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打造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信息、资金、产品等全方位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

构积极发展电子支付手段,逐步构筑电子支付渠道与固定网点相互补充的业务渠道体系,大力发展电子银行业务,加大自助设备

投放。支持保险机构依托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建立支持咨询、投保、退保、理赔、查询和投诉的在线服务体系,探索通过短

信、即时通讯工具等多种方式开展保全、客户回访,建立快速受理、快速理赔、快速结案机制。数字金融的发展已经开始改变人

们的生活,但是安徽省各个行政区域之间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仍有差别,对安徽省各个地级市之间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测度有

利于了解数字金融发展情况,促进各个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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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在数字金融指数方面,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以及众安保险、米么金服、趣分期、中国人民银行和零壹

财经等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或第三方机构的数据,计算出全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指数。同时,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

究中心利用近 1500万条新闻全文数据,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方法,编制了一套衡量互联网金融整体与 P2P网络借贷、

互联网支付等 12个子类的关注度与正负情感覆盖的指数,《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情绪指数》。田霖(2019)采用变异系数和欧式距

离法构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国 31个省份在 2011—2015年的金融包容指数。探求各地金融机会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市场

排斥和自我排斥的情况。蒋正红(2019)通过 COV 层次分析法,利用 15 个省市样本数据探求中国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通

过实证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影响最大。 

在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方面,周利(2020)基于城乡居民家庭信贷模型和基于分位数回归的 MM方法,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李建军(2019)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村地区德治,法治,自治的作用发现数字金融

的普惠性有助于弥补网格化管理的缺陷,推动乡村有效治理。施金艳(2019)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减少贫困。 

3 模型构建 

3.1调查指标 

由于数字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补充和完善。数字金融业务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来从事传统金融业务,即互联

网平台+传统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业务。传统金融机构主要有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等,而目前市场上的数字金融业务都是在

这些传统金融业务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按照业务的属性,本项目将数字金融业务划分为四大指标:互联网支付、互联网信贷、

互联网保险、互联网投资理财。 

表 1互联网金融业务 

传统金融业务 数字金融划分 举例 

 
存款 互联网投资理财 余额宝、京东小金库 

银行 贷款 互联网信贷 人人贷、花呗 

 
支付 互联网支付 支付宝、微信支付 

 
理财销售渠道 

 
蚂蚁聚宝、陆金所 

证券 IPO业务 互联网投资理财 蚂蚁达客、天使汇 

 
股票经纪业务 

 
蚂蚁聚宝、京东金融 

保险 保险产品 互联网保险 相互宝、京东金融 

基金 基金 互联网投资理财 余额宝、京东小金库 

征信 征信 互联网信贷 芝麻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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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领域的具体调查指标和方式: 

(1)交易渗透率。该指标用来反映各业务的覆盖广度。通过该业务最近 1 周有购买、使用记录的样本人数,除以当期样本总

人数得到。 

(2)人均交易金额。该指标用来反映各业务发展的深度和质量,通过被调查者最近 1周的实际总交易金额来划分档次,并给每

个人赋予不同的分值。用该分值总和除以所有样本人数总分值得到。 

(3)人均交易笔数。该指标也用来反映某业务发展的深度和质量。通过被调查者最近 1 周的实际总交易笔数来划分档次,并

给每个人赋予不同的分值。用该分值总和除以所有样本人数总分值得到。 

(4)数据来源。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在安徽省各市发放调查问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3.2计算方法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系统分析与决策的综合评价方法,它较合理地解决了定性问题定量化的处理过程。AHP 的主要特点是通过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把人们的判断转化为若干因素两两之间的重要性比较,从而把难于量化的定性判断转化为可操作的定量判

断。其本质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多个组成因素,又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别形成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

的方法确定决策方案相对重要度的总的排序。 

将互联网支付、互联网信贷、互联网保险、互联网投资理财和互联网征信两两比较,将交易渗透率、人均交易金额、人均交

易笔数两两比较如表 2。 

表 2交易渗透率、人均交易金额、人均交易笔数比较 

标度 cij 定义 含义 

1 同等重要 ci和 cj的影响相同 

3 稍微重要 ci和 cj的影响稍强 

5 较强重要 ci和 cj的影响强 

7 强烈重要 ci和 cj的影响明显的强 

9 极端重要 ci和 cj的影响绝对的强 

 

再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并计算权重向量如表 3。 

表 3权重向量 

维度 交易渗透率 人均交易金额 人均交易笔数 

权重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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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支付 保险 投资 信贷 

权重 B1 B2 B3 B4 

 

则最终安徽省各市互联网支付、互联网货币基金、互联网信贷、互联网保险和互联网投资理财的发展情况测度分别是: 

 

安徽省各市数字金融发展测度为: 

 

4 结果分析 

采用问卷调法,在芜湖、池州、合肥等城市的火车站和汽车站,附近的居民小区发放调查问卷。在问卷的发放过程中,注意不

同人口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所在地的有效问卷收集数量与实际年龄、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一致,减少统计偏差。 

通过邀请专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数字金融业务和各项指标的权重,最终权重为如表 4。 

表 4数字金融和各项指标权重 

维度 交易渗透率 人均交易金额 人均交易笔数 

权重 20% 40% 40% 

 

维度 支付 保险 投资 信贷 

权重 30% 17% 32% 21% 

 

通过计算可得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测度结果。 

根据以上研究方法,最终结果为如表 5。 

表 5安徽省数字金融发展测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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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投资 信贷 保险 支付 总指数 

安庆市 23.73 33.00 10.19 61.71 43.47 

蚌埠市 35.69 39.69 9.86 73.29 52.12 

池州市 28.48 34.76 4.27 65.16 45.39 

合肥市 53.81 61.23 15.28 95.11 70.93 

黄山市 33.13 41.78 10.72 79.00 53.60 

马鞍山市 37.11 49.46 9.13 85.59 58.19 

铜陵市 47.39 58.22 14.20 94.82 68.14 

芜湖市 40.39 52.55 13.14 93.26 62.87 

宣城市 29.70 36.19 2.36 72.61 47.99 

 

根据以上结果,从数字金融业务来看,支付业务在各地区发展的最好,其发展指数要明显高过其他业务。这可能跟支付宝和微

信支付的普及有关。在调查问卷中,50 岁以上的被调查者对支付业务的使用频率和金额要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50 岁以

下的被调查者支付业务的使用频率和金额没有明显的差距。这与该类调查者尚在工作,因此主动或被动学习互联网支付技术有

关。信贷业务在各地区发展的较好,与花呗的普遍使用有关。该业务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与年龄的高度相关性。年龄段越小的被调

查者该项业务的使用金额和频率越高。同时,该项业务呈现出使用产品的高度集中。只有极少数被调查者采用除花呗以外的互联

网信贷产品。投资业务的发展与余额宝,各大银行的 APP的普遍使用有关。该业务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与年龄的高度相关性。年龄

段越小的被调查者该项业务的使用金额和频率越高。保险业务的发展在各个地区中都较为缓慢。这与大部分被调查者很少购买

保险产品的消费习惯有关。该业务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与年龄的高度相关性。年龄段越小的被调查者该项业务的使用金额和频率

越高。 

从地区发展来看,数字金融业务的发展与地区人均 GDP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相关性。人均 GDP更高的地区,如合肥市,

铜陵市,芜湖市等,各项业务的发展水平都更好。而人均 GDP较低的地区,各项业务的发展水平都更缓慢。差距最大的业务是互联

网投资业务。同时,各地区之间的数字金融发展总指数差异较大。 

5 政策建议 

5.1重视推进基层数字金融发展 

根据本次调查,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情况发展较城市地区更为缓慢。首先是人均 GDP更低,人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其次由于

工作性质和生活环境中基础数字金融的机会较少,加剧了数字金融发展缓慢的趋势;同时,农村地区的老龄化趋势较为严重,而 60

岁以上的被调查者在调查中对数字金融的使用频率和金额都显著低于 60 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多重原因导致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发

展缓慢。而传统的金融行业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数字金融的普及可以成为增加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提高该地区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一大助力。因此,重视基层数字金融的发展十分重要。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而言,存量市场的增长经过一

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已进一步放缓,开拓农村地区新市场成为企业保持增速的一个重要方式。 

2012年中央政府打响扶贫攻坚战开始,我国通过精准扶贫,深度扶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可以扶贫攻坚



 

 6 

的一大助力。如何将两者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用数字金融促进扶贫工作,在扶贫工作中推广数字金融,互相促进,推动扶贫工作和

数字金融共同发展。 

5.2改进金融监管,平衡创新风险 

数字金融作为新兴事物,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2007年 6月,中国第一家 P2P平台上线。2013年余额宝

的出现促进我国 P2P网络借贷的快速发展,到 2018年,我国运营的 P2P平台总数达到 6000家左右,交易规模在 2万亿左右。但是

新兴行业的高速增长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挑战。从 2015年开始,多家 P2P平台由于无法偿还投资者的投资出现倒闭,非正常运营

的情况,很多投资者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从 2016 年开始,银监会、央行出台多项整治方案,规范 P2P 行业。全国各地按照网贷行

业“1+3”(一个办法三个指引)监管制度框架,推动不符合的机构良性退出。截至 2020年 4月,正常运营的 P2P平台共 258家。 

P2P行业乱象不仅重创了很多企业,也对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多位被调查者曾经听说过 P2P暴雷事件,有一部分

被调查者曾经使用过 P2P 平台进行投资,并蒙受损失,这使得他们对数字金融投资行业的发展持谨慎态度。这与数字金融投资行

业指数较低有一定关联。因此,金融监管不仅能保证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也能持续培养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促进数字金融的

良性发展。目前数字金融的新业态,新方法层出不穷,及时出台完善的金融监管规范,全面健全的金融监管方式,将助力数字金融

进一步健康发展。 

5.3加强金融教育,提升金融素养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对公民的金融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近年来大学生网贷案件持续高发,甚至严重危害涉案大学生的身

心健康,导致自杀自残的恶性事件也偶有发生,普及金融教育,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对减少相关案件,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信贷业务在各地区发展的较好,年龄段越小的被调查者该项业务的使用金额和频率越高。而很多数字金融信贷业务的使用者

本身年龄较小,收入较少,甚至没有收入来源,对自身存在的金融风险和购买的金融贷款产品本身了解较少,数字金融的发展和数

字金融产品的滥用可能给这些被调查者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而一旦这些金融风险被引爆,贷款者无力承担,可能为使得贷款者

的家庭背负上沉重的负担,甚至引发一些恶性事件。 

因此,如果学校、社会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金融知识教育,特别是数字金融贷款产品的介绍,及其风险的讲解,有利于提高居

民金融素养,增加居民金融风险评估能力和风险意识,保障行业健康发展,减少金融恶性案件,善用数字金融发展成果提高居民生

活水平。同时,可以利用电视等媒体,通过公益广告,专题节目等方式,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和基本知识。同时,对于数字金融行业,

特别是信贷行业的广告,植入类广告的内容、方式等,进行合规性的抽查,避免误导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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