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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截止到2020年,全国共计832个贫困县已全部脱离贫困,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圆满完成,取得了举

止瞩目的成就。未来减贫工作的重点将转向缓解相对贫困问题,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普惠金融

的扶贫效果历经实践的检验,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着重分析普惠金融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影响因素。结

果表明：人均收入、文化素养以及法制水平与普惠金融发展呈正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贫困率呈负

影响。未来应采取措施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及文化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我国当前相对贫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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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过西藏人民的不懈努力,截至到

2019年,西藏的贫困人口总数由之前的

59万减少到了15万人；74个贫困县(区)

中有19个已脱贫摘帽；当地的贫困率从

25.2%下降至5.6%。全国各地积极组织高

素质人才开展援藏计划,并建立专项援

藏资金,已为藏区发展提供了超过400亿

元的援藏资金,为当地提供的专业人才、

技术以及资金为西藏的扶贫发展奠定了

坚持的物质基础。 

2020年全年,西藏经济增长了7.8%,

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900亿元,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十三五”以来,西藏共计实施了3000多

个产业扶贫项目,通过产业扶贫的方式带

动大批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帮助农牧民实

现增收。藏区人口已实现整体脱贫,彻底

摆脱了长期以来的绝对贫困问题。 

2021年,西藏将致力于实现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蓝图的有效衔接,确

保帮扶政策的整体稳定,整合资金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健全和完善各项

帮扶政策,防止脱贫人口返贫。优化城乡

公共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特色

优势产业。制订了未来几年的发展目标,

例如,居民实现持续增收,农牧民年均收

入增长率达到10%以上,城镇化率超过

40%等目标。 

1 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

因素分析 

通过查找、整理有关普惠金融的测

度的研究文献资料,不难发现,学者主要

从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及服务

质量等3个维度出发,来构建普惠金融指

标体系,具体包含金融机构网点数、存贷

款账户数量、人均贷款占人均GDP的比

重、人均存款占人均GDP的比重、保险深

度等指标。由于相对贫困是一个多维度

的概念,无法用某个具体指标来衡量。当

前对于相对贫困的测量也没有一个客观

的标准,这里采用年龄抚养比率、贫困率

以及基尼系数三个具体的指标来衡量相

对贫困。 

首先,分析普惠金融与人均收入二

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提高人均收入

可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因为随着人均

收入不断提高,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

要的同时,可以有更多的闲散资金存入

银行或者进行理财,人们享受金融服务

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可享受到更优质、更

广泛金融服务。杨伟明,粟麟等(2020)

在参考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

础上,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我国城乡居

民收入二者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

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增加我

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主要

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创业行为等来实现

国城乡居民增收。夏玲(2020)研究普惠

金融的减贫效应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普惠金融可增加

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而显著缓解贫困,帮

助贫困人口实现增收。 

其次,分析普惠金融与法治之间的关

系。我们认为,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可提高

金融合同的执行力,提升了金融犯罪成本,

减少了金融犯罪成本,净化了金融发展环

境。黄荷露,庄璐(2020)认为,通过建立完

善的普惠金融法律体系和征信体系,优化

普惠金融监管机制,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各

项权益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第三,分析普惠金融与年龄抚养比

率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人口

结构会阻碍普惠金融发展。年龄抚养比

过高说明无赚钱能力的儿童以及老人等

弱势群体占比较高,年龄阻碍了他们享

受金融服务。宁恩祺(2017)探究了人口

结构与金融排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在北京市这样的金融发达地区,也有大

量老年人口、农村人口和女性被排除在

金融服务之外,不仅损害个人福利,还会

阻碍经济发展。 

第四,分析普惠金融与小学完成率之

间的关系。我们认为,个人具备较高的文

化水平,更易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从而

提高普惠金融水平。徐小阳,李洁等(2020)

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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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

缓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广度、深度及强度,

随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以及农村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

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 

第五,分析普惠金融水平与贫困率

之间的关系。我们预计随着普惠金融程

度的提高,更多人能获得金融服务,使其

可以有更充裕的资金进行生产、消费以

及投资活动,从而提高其收入,降低贫困

率。姚凤阁,李丽佳(2020)认为,数字普

惠金融的发展可实现直接减贫并且成效

显著,并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优化收入

分配达到间接减贫的效果,相对于高收

入群体,较贫困群体更易从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中受益更多。(赵周华,李雅琪

等2020)认为,发展普惠金融对民族自治

地区贫困的减缓有明显成效。 

第六,分析普惠金融与基尼系数之

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基尼系数与普惠金

融发展存在负相关关系。基尼系数代表

收入差距,过高的基尼系数代表收入差

距悬殊,两级分化严重,说明有一部分低

收入群体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从而

阻碍普惠金融发展。周利,冯大威等

(2020)研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差距

的影响。研究表明：普惠金融主要通过

增加金融产品和服务可得性、降低门槛

效应等途径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 总结和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小学完成

率和识字率以及法治水平的发展可提高

的普惠金融水平,过高的年龄抚养比率

会降低普惠金融水平。基于上述结果,

为缓解我国的相对贫困状况提供了一些

政策性建议。 

2.1注重教育,提升全民文化素养 

政府应在教育方面给予西藏地区更

多的资金支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

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提

高学校基础设施等硬件质量,提升办学

条件。例如兴建学校,增加多媒体等设备

的供给等；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

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完善普惠性学前

教育和特殊教育,鼓励高中阶段学校多

样化发展。例如,把助学贷款落到实处,

让更多人可享受到政策福利；西藏地区

还应注重人才引进,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为教职工提供更多政策性福利,吸引更

多高素质人才援藏,为当地教育发展注

入新鲜血液。 

2.2优化人口结构,健全多层次社会

保障体系 

优化生育政策,降低生育、养育、教

育成本,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同

时,注重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和综合素质；

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

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培

育养老新业态；健全老年人、残疾人关

爱服务体系和设施,完善帮扶残疾人和

孤儿等社会福利制度,为老年人提供退

休金和其他养老福利,保障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来增加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

的机会。 

2.3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创新

力度 

加强对金融机构服务人员的定期培

训,提高金融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

务水平,着力提升金融机构的管理和服

务质量；加强金融监管,加大金融执法力

度,对打法律擦边球,挑战法律权威的各

种金融犯罪行为严惩不贷；此外,还应注

重普惠金融的宣传和普及,加强对普惠

金融相关政策以及金融产品的宣传力度,

定期去各地举办金融知识讲座,让普惠

金融走进群众身边,传入千家万户；注重

金融产品的创新,推出定制化金融产品

和服务。应根据金融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为消费者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和金

融产品。金融机构应注重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真正做到提供“普

惠”的金融服务。 

2.4发挥优势,增加人均收入 

西藏应发挥民族地区优势,大力发

展优势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例如,高

原特色农产品、工艺品等；推进品牌建

设,弘扬民族品牌文化,加大宣传力度,

组织当地居民制作乡土风味浓厚、手工

精良的产品,丰富产品种类,培育一批新

的经济增长极；增强企业活力和实力,

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

主”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信

贷门槛,支持中小企业做专做精,加强对

中小微企业、初创企业的政策支持,落实

好各项惠企稳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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