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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障碍及对策分析 

刘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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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湖南省浏阳市、衡阳市衡南县等 255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湖南省农户数字支付、线上

理财、线上借贷的使用情况，分析当前湖南省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现状及面临的障碍因素，并从政府、金融机构、

湖南省农户自身等提出促使湖南省农户数字金融合理使用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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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与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金融在金融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数字普惠金融也成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发力点。在此背景下，数字金融在农村的推广也尤为关键，而大部分本就不精通电子产品的农户在使用数字金融的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难题，若不解决这些难题便会降低农户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无法为农户提供便利并且会减少农户的创业机会，这样不

利于农村地区发展和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进程。因此，分析出湖南省农户使用数字金融面临的障碍及解决对策是十分紧迫的。 

国外关于数字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各类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如 Emmanuel Mogaji等[1]探讨了 AI技术在数字市

场和金融服务方面的应用，从理论上将数字市场与受到金融排斥的消费者联系起来。Peter Gomber 等[2]通过回顾数字金融领域

的现状，提出发展数字金融的三个关键问题。Shahriar[3]通过调查发现，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供应不足、对数字金融研发的重视程

度较低等因素影响数字金融发展。 

而国内对数字金融的研究比较全面，不仅研究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和发展，也研究了其发展的影响两方面。关于数字

金融发展方面，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和数字金融内涵；有些学者从不同维度剖析了数字金融的生产与

发展逻辑；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分析了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模式的差异。此外，傅昌銮等
[4]
认为数字金融大量应用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可以重塑传统金融信息收集、风险定价、金融中介和资源分配等过程。尹燕飞等[5]认为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农业供应链发展政策红利的逐步释放等，数字金融在供应链的应用基础初步具备。董晓琳等[6]认

为加强农村和偏远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弱势群体的金融素养，增强金融信息的监管，是提高城乡家庭互联网金融接受意

愿，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条件。 

关于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方面，学者们认为数字金融在各个方面都具有正向影响。从居民生活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数字金

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对收入、消费、投资等方面产生正向影响从而促进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从创业角度

看，学者们认为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城乡发展角度看，学者们认为数

字普惠金融能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短期内还存在显著的全局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减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积极影响。除

此之外，学者们还对数字金融对农村地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曾小艳等[7]表示数字金融发展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农业产出水平，

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对我国农业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任金政等[8]认为，当前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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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使用主要以数字支付为主；阻碍农村居民使用数字金融的主要原因是对数字金融缺乏了解以及没有相应知识和技能。

何婧等[9]认为数字金融使用不仅缓解了农村居民的信贷约束，增加了农村居民的信息可得性，还通过特有的社会信任强化机制提

升了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感。 

通过整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可得，对农户数字金融的运用、发展现状以及其发展带来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农户数字

金融使用的障碍及对策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湖南省农户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湖南省农户所进行的数字金融使用行为，从

数字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信贷分析湖南省农户数字金融的使用现状，湖南省农户数字金融使用存在政府促使农户数字金融

使用的帮扶政策较少、金融机构缺乏数字金融知识的宣传活动、数字金融产品不够适合、农户金融素养较低制约数字金融使用等

障碍，最后提出政府制定强化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帮扶政策、金融机构加强开展数字金融知识宣传活动、金融机构创新数字金融

产品、农户自身重视数字金融的使用的对策建议。 

1 湖南省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现状分析 

2020 年 3 月 16日，央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 0.5～1.0 个百分点，促使商业银行加大

对微小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支持，推动降低融资成本，此外，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 1个百分点，支持

发放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共释放长期资金 5500亿元。近年来，在政府政策大力支持下，农村地区数字金融业务取得了初步进展，

而农户作为我国鼓励创新创业这一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提升其数字金融服务可得性，并借助数字金融来进行家庭创业提高

其收入水平，进一步实现农户增收致富、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环节。因此，这相对应的对农户的数

字金融使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次社会调查通过对湖南省浏阳市、衡阳市衡南县和南岳区、常德市桃源县等 255户农户家

庭对数字支付、线上理财、线上借贷这三种数字金融类型使用决策、使用类型、使用深度的分析得出湖南省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

现状。 

1.1农户数字支付的使用现状 

调研发现，湖南省农户对数字支付的使用较为普遍。由调查可知，有 142户农户经常使用数字支付，占 55.69%；53户农户

偶尔使用数字支付，占 20.78%；基本不使用数字支付的农户有 60户，占 23.53%。在不使用数字支付的农户中调查得知，不使用

数字支付的原因主要为不使用智能手机或使用智能手机但不懂操作流程；在使用数字支付的农户中调查发现，使用移动支付的

平台主要为微信支付，部分农户在使用微信支付的基础上也会使用支付宝支付。而使用数字支付平台主要进行费用收付款及还

款、转账汇款这几项服务。从调查可得，有 49.02%的农户认为移动支付增加了日常消费；25.49%的农户认为移动支付没有增加

日常消费；同样有 25.49%的农户不知道移动支付是否增加了日常消费。由此可得，湖南省农户对数字支付的使用情况较好，不

仅使用人数较多，而且使用类型不单一。 

1.2农户线上理财的使用现状 

经过调查发现，湖南省农户使用线上理财的人数较少。通过调查可知，仅 44户农户选择使用了线上理财，占 17.25%。在使

用线上理财的农户中，购买两种及两种以上理财产品的农户仅有 19 户，占总人数的 7.35%，占使用线上理财产品农户人数的

44.19%。农户使用线上理财的类型主要为零钱通、余额宝等短期理财，但对于支付宝、微信、网银平台上的基金、定期理财产品

农户大多表示不了解和不信任的态度。由表 1可知：农户在购买线上理财产品的金额在 1万元以下的人数有 24人；1万元～5万

元的人数有 12 人；5 万元～10 万元的人数有 5 人；10 万元～50 万元的人数有 3 人；50 万元以上的人数为 0。由此可知，线上

理财金额越大，会选择的农户数量就越少。在调查过程中也得知，农户不选择使用线上理财的原因主要为不需要和不信任，而大

部分有积蓄的农户会选择把积蓄放在银行存活期，所以，并不是农户不需要理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农户不信任或是不了解线上

理财所以认为不需要线上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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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农户理财金额区间情况 

理财金额区间//元 人数//人 占比//% 

1万以下 24 54.55 

1万～5万 12 27.27 

5万～10万 5 11.36 

10万～50万 3 6.82 

50万以上 0 0 

 

1.3农户线上借贷的使用现状 

通过对农户调查发现，湖南省农户线上借贷水平也不高。由图 1可以看出，在调查的农户中只有 41户选择使用了线上借贷，

占 16.08%。农户使用的线上借款主要包括蚂蚁花呗、借呗。由表 2可知，线上借贷金额为 1万元以下的人数为 21人；1万元～

5万元的人数为 11人；5万元～10万元的人数为 5人；10万元～50万元的人数为 4人；由此可得，在拥有互联网借贷的人中小

数目金额的线上借贷的人数相对较多，借贷金额越大农户人数越少。而在所调查的所有农户中，有家庭借贷的农户占多数，一般

会在正规机构，如当地银行进行贷款，或会在非金融金钩，如向亲戚朋友进行私人借款。所以，线上借贷在湖南省农户中使用率

较低，使用程度较浅。 

 

图 1农户线上借贷使用情况 

2 湖南省农户合理使用数字金融面临的障碍因素 

2.1政府促使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帮扶政策较少 

我国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进程中制定了不少政策与方针，但目前还仍然缺少强化农户数字

金融使用行为的帮扶政策。虽然数字普惠项目在农村地区顺利推进，但地方政府部门忽视了农户不会且不能使用数字金融，从而

无法及时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从而加大各种成本，不利于农户增收致富的问题。不仅如此，农户在了解新兴事物的过程中相对

更缺乏安全意识，在此情况下网络上存在一些不安全的网站和软件的引导使一些农户被骗，以至于农户不敢再进行其他数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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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务和产品的使用。从研究得知，农户的数字金融知识一般为亲友告知，很少有通过政府宣传得知，政府宣传农户在互联网上

被骗钱的案例还较少，帮扶政策还较少，后续政府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帮扶政策制定。 

2.2金融机构缺乏数字金融知识的宣传活动 

大多数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宣传数字金融产品的力度不够，宣传的方式也不佳，没有站在农户的角度去考虑，大部分金融机

构工作人员不愿下乡亲自宣讲，单纯通过电话或者信息的形式来宣传数字金融产品，这样缺乏可信度的宣传方式会导致农户不

了解、不信任甚至抵触大部分金融机构的线上金融产品。不仅如此，金融机构在宣传数字金融产品的同时，不对农户进行有关数

字金融知识的普及，同样会造成农户听不懂、看不懂、不会操作，从而导致农户不敢使用、不会使用相关产品或软件，最终降低

农户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限制金融机构的数字金融产品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表 2农户借贷金额区间 

借贷金额区间//元 人数//人 占比//% 

1万以下 21 51.22 

1万～5万 11 26.83 

5万～10万 5 12.20 

10万～50万 4 9.75 

50万以上 0 0 

 

2.3数字金融产品不够适合 

首先，许多金融机构在线上金融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未考虑到农村地区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没有让使用步骤变得简捷，让许

多农户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农户觉得线上金融服务比起线下金融服务来说更加繁琐，不愿在线上获取金融服务以及购买数字金融

产品。其次，金融机构在研发数字金融产品时没有为农户打造针对性强的产品，未考虑到农户能承受的风险范围以及数字金融产

品本身的金融风险，这样会让农户没有深入了解数字金融产品的条件下，也会选择拒绝购买相关数字金融产品。 

2.4农户金融素养较低制约数字金融使用 

信息技术的飞快发展让农户难以快速适应“一部手机走天下”的生活方式，农户接受新兴事物的速度相对较慢，而农户获

取数字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有电视媒体、报纸，金融机构推送的消息，亲戚朋友介绍，政府部门宣传，自己上网查找信息等，

其中最有效的渠道为政府部门宣传以及亲戚朋友介绍，而只有农户自身金融素养高的情况下才会去使用其他渠道。在政府部门

宣传不到位和亲戚朋友自己也不了解数字金融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户自身更不愿意花时间在学习数字金融的相关知识上。调查

发现，农户自身并不是没有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需求，而是农户自身金融素养较低，缺乏对数字金融的认知，无法深刻理解到数

字金融对其带来的好处，自身比较保守，大多不愿承担任何风险，更愿意把积蓄存在银行。因此可以得出农户自身也不重视数字

金融的使用。 

3 促使湖南省农户数字金融合理使用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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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政府制定强化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帮扶政策 

政府部门应加强在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知识普及，需要从国家层面上制定一套有效的方案，并贯彻落实到各个乡县政府，从

相关的数字金融理论知识到村干部手把手教农户如何使用数字金融从而快速的获取金融服务，环环相扣。只有政府从上到下地

重视起来，才能让农户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数字金融使用的宽度和对数字金融了解的深度。此外，政府应该在网络安全建设上加

大力度并在此基础上重视起农户的网络安全意识，并宣传相关政策，让农户有一个安全可靠的线上环境获取相关数字金融的服

务。 

3.2金融机构加强开展数字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随着金融机构推出的理财和借贷产品越来越多，同时农户的理财和借贷需求也越来越大。金融机构应积极发展农村地区业

务，提高下乡宣讲的频率，在联合当地政府增加机构信誉度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数字金融产品的宣传。在宣传的方式上也要有所

创新，不能每次都使用单一普通的宣讲活动，可以在宣传的过程中增添趣味性，比如用奖品的形式、用短视频的形式等吸引农户

下载安装机构的 APP，并由工作人员耐心向农户解释软件的使用说明。金融机构在宣传产品的同时也要开展数字金融知识的普及

活动，帮助农户了解到数字金融带来的便利，掌握数字金融的使用技能，从而强化农户数字金融的使用。 

3.3金融机构创新数字金融产品 

首先，金融机构应在创新的基础上研发出适合农户使用的线上金融服务媒介，将获取金融服务和购买金融产品的过程简单

化。但在简单化的同时，也应让农户了解到详细的金融产品的介绍等。其次，金融机构更应在数字金融产品本身做出相应的创

新，应在了解农户对于数字金融产品的态度、购买情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的条件下，控制相应的金融风险，研发出适合农户购买

使用的数字金融产品。不仅如此，在农户购买了金融产品之后，金融机构应在后续的过程中给予农户全方面具有安全感的服务，

这样才能让农户更加放心去选择各类数字金融产品。 

3.4农民自身重视数字金融的使用 

作为国家近年来颇受重视的农户，应当与时俱进，了解金融方面相关助农政策，在劳动致富的同时主动了解数字金融的相关

知识，并学习使用相关数字金融技能，提高自身金融素养，并在此基础下明白信息时代背景下数字金融对农户的重要性，重视起

数字金融能够为农户自身带来的好处，提高自身安全意识的同时去接纳金融机构推出相对应的金融服务及产品。农户更应该提

高自身金融素养，正确认识线上理财和线上投资风险，既不盲目从众，也不过于保守和死板，结合自身和家庭情况让部分积蓄流

动起来，利用数字金融提高家庭创业率，减小成本，增加农户家庭收入，提高生活质量，这样农户不仅能响应国家普惠金融政策，

同时还能增收致富、减小城乡差距，为国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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