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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泾县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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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政府统计与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模型测算与数据分析方法,对安徽省泾县普惠金融发展进行综合

评价,并进一步分析安徽省泾县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研究表明,现阶段安徽省泾县普惠金融整

体普及程度较高。但不可忽视普惠金融在不同人群间普及程度较低,不同人群间普惠金融普及程度存在不均衡。同

时政府应当采取,加强金融教育、合理配置金融服务与宣传资源、推进数字金融建设等措施,改善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协调普惠金融在不同人群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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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是指在社会与机会公平原则与商业可持续原则下,以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被

金融排斥的群体能够接受的成本,为其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群体提供适当、持续、有效的金融服务。2005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

普惠金融概念,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消除传统金融体系的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现象,以弱势群体(农民和城市低收入

人群)、弱势产业(农林牧渔业、小型和微型企业)和弱势地区为服务对象,为其提供包括储蓄贷款、支付结算和风险管理等方面

的基础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金融服务,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提高社会闲置资金使用率,增强国内大循环。普惠金融政策有利

于现代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推广,能够刺激农村经济活力,改善农民收入来源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2006年我国正式引入普惠金融概念,并不断普及推广。2013年 11月 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将“普惠金融”写入党的执政纲领,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

次和产品。”发展普惠金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下,普惠金融在我国取得了长足

发展。2019年 9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19年 6月末,全国乡镇

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为 95.7%,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 99.2%;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5.63 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0.7 万亿元;全国涉农贷款余额 34.24 万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

9.86 万亿元;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 3834.15 亿元。累计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 960.14万户次,余额户数 566.62 万户。2013

至 2019 年间,乡镇的金融服务机构数量在迅速且大幅度增加;银行针对小微企业贷款服务数量与贷款数额增多;商业银行对惠普

金融客户取消收费或减免收费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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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有实现普惠金融真正的普及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故研究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具有必要性。本文以安徽省泾县为例,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的角度分析普惠金融在当地的普及程度,并做出基本评

估;以问卷方式调研当地居民对普惠金融的知晓情况,分析不同群体对普惠金融知晓使用情况的差异,并提出政策建议。 

1 泾县普惠金融普及现状及问题分析 

安徽省是中部欠发达省份,毗邻长三角,在金融服务层面具有很好的地理优势。2016年,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

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5]74号),加快安徽省普惠金融发展,安徽省政府出台《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

普惠金融发展的实施意见》。 

泾县位于安徽南部山区县城,农民、小微企业主、企业职工、无固定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约 85%以上。产业类型较为齐全,第一、

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 18.17%、40.65%、41.18%。产业规模较小,以轻工业、农业、旅游业为主,多小微企业。随着长三角一体

化和高铁等交通网络的完善,泾县发展空间增大,发展速度加快,资金需求量攀升。但泾县现有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企业与群众对

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需要在泾县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完善现有金融体系,增加金融服务的供给。 

本研究通过模型测算普惠金融在安徽省泾县整体的普及现状。同时通过问卷收集泾县不同人群对普惠金融的认知度与金融

服务的可获得性的信息,从而分析普惠金融在不同人群间的普及程度。最后进行对比,探究普惠金融的普及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泾县普惠金融整体层面分析 

印度学者 Mandira Sarma于 2008年在《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一文中首次构建 sarma模型。该模型旨在测算出

金融包容指数: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IFI),据此衡量某地区金融包容度。2013 年,中国学者王婧与胡国晖在《中国普

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运用 IFI指数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本文运用 IFI指数评估普惠金融在安徽省泾县整体普及水平。 

1.1.1 Sarma模型简介 

选取“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两大维度,“金融机构各项人均存款占人均 GDP比重”等共计 6项

数据指标。 

表 1两大维度和 6项指标 

维度 指标 

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 

金融机构各项人均存款占人均 GDP比重 

金融机构各项人均贷款占人均 GDP的比重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 

每万平方公里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 

每万平方公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 

每万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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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  

注释： 

d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aij为第 i项指标的最小观测值 

Aij为第 i项指标的最大观测值 

xij为地区的实际观测值，xij∈[aij,Aij]。 

IFI为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度指数，其数值越大表明发展水平越高； 

k为指标维；r为一常数，用以衡量 dij;. 

对 IFI的敏感程度，为简化计算，这里取 r=0.5 

1.1.2泾县普惠金融 Sarma模型分析 

运用文献调研法，综合收集 2019年度“泾县金融服务使用情况”与“泾县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两大维度共六项指标。运用

sarma 模型计算得出，“泾县金融服务使用情况”与“泾县金融服务可获得性”IFI 分别为：0.96296 与 0.65948。综合可计算

得到 IFI为：0.76。 

依据模型 IFI 值 0.76，大于基准值 0.5，我们基本可以评估出安徽省泾县地区的普惠金融整体普及水平很高；金融服务使

用 IFI高出金融服务可获得性 IFI约 0.3，由此我们可以基本评估得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存在不对称现象。 

1.2安徽省泾县普惠金融不同人群层面分析 

依据职业性质，参考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本文将人群主要划分为农民、小微企业、企业职工、无固定收入人群、党政工

作人员五大群体。通过问卷调研法收集不同人群的普惠金融认知度及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得出普惠金融在

不同人群间的普及程度及存在的问题。 

此次问卷调研对象均为安徽省泾县常住人口。共发放问卷 500份，回收 440份，经数据筛选得到有效问卷 383份。 

首先，数据显示 73%调研对象表示未曾接受普惠金融相关宣传，44%的调研对象表示不了解普惠金融，16%的调研对象表示从

未听过普惠金融。结合实地调研可知，调研对象对普惠金融该名词和普惠金融相关政策认知水平较低。普通民众知识水平较低、

普惠金融专业水平较高，以及宣传力度不足，导致大部分民众难以理解普惠金融。 

其次，相比于其他群体（图 1),67%农民人群“不了解普惠金融”，33%“从未听过”；收入理财的比例集中在 10%,50%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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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获得过保险服务。由此评估得出，相比于其他群体，农民群体普惠金融认知水平最低，不同人群间普惠金融普及程度具有

差异性。 

 

图 1不同人群对普惠金融了解程度分布图 

1.3分析总结 

综上，我们评估得出安徽省泾县地区普惠金融整体普及程度较高；普惠金融不同人群间普及程度较低；人群间普惠金融普

及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整体普及程度与不同人群普及程度存在差异，整体普及程度并不能全面反映普惠金融在安徽省泾县的实际普及程度。并且

不同人群间普及程度存在差异，普惠金融农民群体普及度低，这反映出普惠金融普及短板。 

2 推进普惠金融普及的建议 

金融服务主要供给方为商业银行，但由于其商业性，在经济效益原则导向下，难以加大普惠金融的普及支出。政府机构立

足于社会公平，会选择增加普惠金融宣传供给。因此提升普惠金融普及水平，更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综合上述研究与实地调研，

为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2.1加强金融教育 

普通民众金融知识水平与普惠金融专业性是影响普惠金融普及的重要因素。众多民众无法有效认知普惠金融，以及普惠金

融普及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普惠金融相关内容的专业化和普通民众金融知识的不足。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普通居民的金融

教育，提升其基本金融素养，有利于其加深对相关金融政策的理解。 

2.2合理配置金融服务与宣传资源 

政府应当加强对金融服务与宣传资源在不同人群间的合理均衡配置。重点关注农民群体，通过宏观调控，引导更多的金融

服务流向农民群体。将有限的宣传资源集中至少部分人群，提升宣传质量，产生辐射与指数递增效应，利用少部分人影响众多

人群。 

2.3推进数字金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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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技术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依托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

金融监管，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有效丰富数字金融产品市场，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系统的服务范围，满足

不同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 

3 总结 

本文通过模型测算与数据分析后发现普惠金融在安徽省泾县整体普及程度较高，但在不同人群中普及程度较低，同时不同

人群间普及程度存在不均衡，在农民群体中普及程度较低，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普惠金融作为促进经济发展，

削减贫困，收敛城乡发展、收入差异的重要工具，其如何克服发展存在的问题，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实现不同人群间均

衡发展，仍是后续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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