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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普惠金融成为乡村振兴重要驱动力的时代背景下，陕西农村地区正在加速融入数字金融生

态，数字普惠金融使用频率与居民幸福感的关联备受关注。本文聚焦数字普惠金融使用频率对于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

的影响，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陕西农村发展现状，探究不同使用频率下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消费改善，生活便利

性增强等表现，挖掘数字普惠金融使用频率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内在联系，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优化策略，力求为

提升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助力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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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ave sweeping the world and inclusive finance becoming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areas in Shaanxi Province are accelerating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digital finance ecosystem.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sage frequency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esidents' sense of happines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usage frequency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Shaanxi, it explores the manifestations such as the increase i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the improvement 

of consump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life convenience under different usage frequencies, excavat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usage frequency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and in response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Propos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triv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enhancing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in Shaanxi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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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技术日益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逐步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陕西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多，农

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全省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便捷性，低成本等优势，为陕西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服务选

择。但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频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以及如何影响值得深入探究。研究数字普惠

金融使用频率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有助于了解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与生活需求，为进一步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农村

居民幸福感提供科学依据，对推动陕西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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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 一 )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陕西近年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各金融机构

在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服务投入加大。以移动支付为例，支付

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平台在陕西农村地区的覆盖率逐年上

升。[1] 众多农村商铺、农贸市场支持移动支付，方便了农村居民的

日常消费。同时，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也逐渐普及，农村居民

通过手机或电脑便可办理转账汇款、账户查询等业务，不用到实

体银行网点去。[2] 此外，一些面向农村的数字金融服务平台也应运

而生，如陕西信合的线上金融服务，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多元化的

金融服务选择，进一步扩大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覆盖范围。

（二）金融产品与服务日益丰富

在陕西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产品与服务不断丰富。除

传统的储蓄，转账业务外，又形成了一系列特色金融产品。例

如，针对农村创业群体，金融机构推出了小额信贷产品，通过线

上申请、快速审批的方式，为农村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3] 一些平

台还结合陕西农村地区的特色产业，如苹果种植、红枣加工等，

推出了产业链金融服务，为产业链上的农户、企业提供融资、保

险等一站式金融服务。此外，数字保险产品也逐渐在农村市场推

广，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农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满足了农村

居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三）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逐步提高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在陕西农村地区的推广，农村居民的数字

金融素养逐步提高。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组织通过开展金融知

识培训、宣传活动等方式，向农村居民普及数字金融知识，如移

动支付操作、网上银行使用、防范金融诈骗等。[4] 农村居民对数

字金融的接受度和使用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

主动使用数字金融服务。年轻一代农村居民更是成为数字普惠金

融的积极使用者，他们不仅熟练掌握各种数字金融工具的使用方

法，还能够向长辈传授相关知识，带动了整个农村地区数字金融

素养的提升。

二、数字普惠金融使用频率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
影响路径

（一）收入提升路径

较高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频率能够为陕西农村居民提供更多

的创业资金支持。通过数字小额信贷产品，农村居民可以迅速获

得创业启动资金，开展特色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创业项

目。又如陕西洛川苹果产区，一些农户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贷

款，扩大苹果种植规模，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设备，提高了苹

果产量和质量，进而增加了收入。[5]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也带动了

农村电商的发展，农村居民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拓宽销售

渠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村电商的发展还带动了物流、包

装等相关产业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进一步增

加了其收入来源，提升其幸福感。频繁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可以使农村居民更高效配置资金。他们可以利用数字金融平台进

行投资理财，将闲置资金投入到合适的理财产品中，以获得更高

的收益。相比传统的储蓄方式，数字金融理财产品更具有收益率

和灵活性。例如一些货币基金产品，农村居民可以随时申购、赎

回，既保证了资金的流动性，又可以获得比活期存款更高的收

益。[6]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帮助农村居民合理规划资金使

用，优化家庭财务结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实现收入的

增长，增强幸福感。

（二）消费改善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的高频应用为陕西农村居民拓宽了消费渠道。

农村居民可以通过移动支付、网上购物等方式，购买全国各地的

商品和服务，不再局限于当地的实体店。他们从电商平台上可购

买时尚的服装、先进的电子产品、优质的家居用品等，满足多元

化的消费需求。再比如陕西一些偏远农村地区，居民通过电商平

台购买到了城市中流行的智能家电，改善了生活品质。[7] 同时，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农村居民可以通过消

费贷款提前购买心仪的商品，如汽车，住房等，进一步刺激了消

费，改善了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感。多地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

务，提高农村居民消费便利性。移动支付的普及，农村居民在日

常消费中，不需要携带现金，通过手机扫码就可以进行支付，避

免了找零的麻烦，提高了支付效率。除此之外，数字金融平台也

提供在线退换货，投诉处理等便捷的售后服务，保障了农村居民

的消费权益。此外，数字金融平台还能够为农村居民提供丰富的

消费优惠活动，如满减，折扣，优惠券等，从而降低了农村居民

的消费成本，提升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满意度与幸福感。

（三）生活便利性增强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频率较高，有利于陕西农村居民更便捷

地享受公共服务。农村居民通过数字金融平台，可以在线缴纳水电

费，话费，社保费等，不必再到相关部门的服务网点排队办理。[8]

例如，在陕西一些农村地区，居民通过手机银行即可完成社保缴

费，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与政府公共服

务平台相结合，农村居民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平台查询政务信息、办

理政务事项，如申请低保、办理营业执照等，实现了“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提高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增强了农

村居民的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农

村居民在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过程中，也拓展了社交与信息交流渠

道。他们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平台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互动，分享金

融知识和消费经验。同时，数字金融平台还会推送各种信息，包括

农业技术、市场行情、政策法规等，帮助农村居民了解外部世界，

获取有用的信息。例如，一些农村居民通过数字金融平台的资讯推

送，了解到了新的农业种植技术，应用到自己的生产中，提高了农

作物产量。丰富的社交与信息交流活动丰富了农村居民的精神生

活，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三、数字普惠金融使用频率影响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
的现存问题

（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尽管陕西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不足。部分偏远农村地区网络信号不稳定、

带宽不足，影响了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体验。[9] 例如，在一些山区

农村，移动支付时经常出现信号中断、支付失败的情况，网上银

行转账也可能因网络问题延迟到账。此外，农村地区的数字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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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普及程度较低，一些老年农村居民由于缺乏智能手机、电脑

等设备，无法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便利。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的不完善，限制了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频率，进而影

响了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二）金融风险防控能力不足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在陕西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金融风险也

日益凸显。农村居民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相对薄弱，对数字金融

诈骗、网络安全等风险认识不足。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农村居民对

数字金融知识的缺乏，通过虚假网站、诈骗短信、电话等方式实

施金融诈骗。[10]例如，以“中奖”“贷款申请成功需先缴纳手续费”

等理由骗取农村居民的钱财。同时，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风险

防控体系不够完善，对数字金融业务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能力不

足，难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的存在使农村居民

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时心存顾虑，降低了他们的使用频率，

影响了幸福感的提升。

（三）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存在不匹配

目前，陕西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供给与农村居民的实

际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一方面，金融机构推出的一些金

融产品和服务，与农村居民的需要脱节。例如，一些理财产品投

资门槛偏高，农村居民的承受能力不够，小额信贷产品申请流程

繁杂，审批时间长，不能满足农村居民资金的及时性需求。另一

方面，金融机构缺乏对农村居民金融需求的调研，缺乏针对农村

特色产业、农村居民消费习惯等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这种不匹

配导致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不满意，影响了数字普惠金

融使用积极性和使用频率，影响幸福感提升。

四、提升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优化策略

（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要加大对陕西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

高农村网络覆盖范围和网络质量。同时，加快推进光纤宽带、

4G/5G 网络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普及，保证农

村居民能够享受到稳定高速的网络服务。同时，鼓励企业和社会

组织对农村地区捐赠数字终端设备，或通过补贴等降低农村居民

购买智能手机、电脑等设备的成本。此外，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

础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建立健全网络故障快速修复机制，保障数

字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为农村居民提高数字普惠金融使用频率

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

（二）强化金融风险防控

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应加强合作，共同强化陕西农村地区数

字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金融机构要加强对数字金融业务的风险

监测和预警，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客户身份识别、交易监

测、风险评估等机制，及时发现和防范金融风险。同时，加大对农

村居民的金融风险教育力度，通过开展金融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

料、播放宣传视频等方式，向农村居民普及数字金融诈骗的常见手

段和防范方法，提高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政府部门要

加强对数字金融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为农村居民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供

安全的环境，增强他们的使用信心，提高使用频率。

（三）优化金融服务供给

金融机构应深入调研陕西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结合农村地区

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优化金融服务供给。一方面，降低理财产品的投

资门槛，开发适合农村居民风险承受能力的理财产品，如低风险、低

门槛的基金产品、债券产品等。简化小额信贷产品的申请流程，缩短

审批时间，提高资金的发放效率，满足农村居民对资金的及时性需

求。另一方面，加强金融产品创新，针对农村特色产业和农村居民消

费习惯，推出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开发与苹果种植、红枣加工等

产业相结合的供应链金融产品，为产业链上的农户和企业提供全方位

的金融服务；开发针对农村居民婚庆、建房等大额消费的专项消费贷

款产品。通过优化金融服务供给，提高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

的满意度和使用频率，提高乡村居民的幸福感。

五、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频率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陕西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使用频率对农

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可以发现，较高的使用频率通过收入提

升，消费改善，生活便利性增强等路径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但是，目前陕西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弱，金融服务供给与需

求不匹配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频率与

幸福感的提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金融风险防控，优化金融服务供给等优化策略。未来，数字

普惠金融在陕西农村地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将进一步提升农村居

民的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也将在推动陕西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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