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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字金融有助于缓解旅游产业创业型企业的融资压力。 利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 ２６３ 个地级市新增注册乡村旅游产

业企业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乡村旅游

产业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总指数和子指标均对乡

村旅游产业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此基础上，检验数字金融促进乡村旅

游产业创业机会均等化以及加速企业成长的效果。 政府应在农村地区进一步

完善移动互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提升数字金融的

使用程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关键词：数字金融；互联网普及率；乡村旅游产业； 金融宽度；金融排斥

中图分类号：Ｆ４９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４２０（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４８－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０８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ｎｙｓｋ．ｎｊｕｐｔ．ｅｄｕ．ｃｎ
作者简介：王 琴，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数字金融与产业效率。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江苏创业企业基于众筹模式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研究”

（２０１７ＺＤＩＸＭ１２７）；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江苏企业‘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与
区域价值链构建的研究” （ＫＹＣＸ１９＿０９９９）

　 　 乡村旅游产业可以重塑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结构［１］，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

的重要突破口与载体［２］。 ２０１８ 年全国乡村旅游产业接待总人数超过 ３０ 亿人次，旅游总

收入超过 ８ ０００ 亿元［３］。 为了释放乡村旅游产业对调整农业结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高农村非农收入的作用，中央“一号文件”２００７ 年明确提出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４］，
２０１８ 年强调要“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重点打造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创建生态

旅游精品线路及示范村镇［５］。 文旅部等多部委推出“美丽乡村旅游示范评选”“乡村旅

游精准扶贫规划”等举措，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旅游合作社，将日益增长的乡村



旅游需求转化为农村基层创业的新机遇［６］。 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改变人们的旅游度假

习惯，减少长途旅行，选择城市周边游。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文旅部再次提到乡村旅游产业创

业，希望最大程度发挥其拉动消费、吸纳农村回迁劳动力、脱贫攻坚、提高农村收入等

作用。
乡村旅游产业的创业活动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７］。 但是乡村旅游产业的创业者

缺少抵押品和征信记录，导致创业活动较难从传统金融机构筹集到所需的资金［８－９］。 数

字金融的产生，改变了农村居民相当长时间都接触不到主流金融服务的境况［１０］。 没有

征信记录的农村居民在支付宝、微信等数字平台的消费记录客观积累了消费信用，拓展

了融资机会［１１］。 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收益是激励创业的重要途径［１２］。 依托互联网

和大数据技术的数字金融可以有效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互联网是有效的交流沟通媒

介、信息传播渠道，创业者可以借助互联网挖掘信息，把握更多的商机［１３］。 互联网在线

Ｂ２Ｃ 商业模式可以减少中间交易成本，农村居民得益于新基建（信息化、数字化）在农村

地区的推广，凭借信息化技能开展线上线下联动创新的创业活动，提高创业收益。 民

宿、餐饮、接待服务等创新创业活动可以直接在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或社群里推

介，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带动农村旅游线上交易与线下体验相结合。
目前，对数字金融与农村发展的研究已逐步深入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创业

问题［１０，１２，１４］，并聚焦于 Ｐ２Ｐ、众筹对创业者决策影响等微观层面。 对数字金融与农村特

定领域创业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拟从宏观视角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探讨数字金

融发展对乡村旅游产业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助力乡村经济振兴。

一、文献综述

（一）数字金融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创业机会的均等化

旅游创业主体提供旅游服务的各环节都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 启动资金、营运

资金的可获得性是制约有意愿农户从事旅游创业的因素之一［１５］。 与发达地区相比，不
发达农村地区的居民面临六种维度的金融排斥（Ｆｉｎａｎｃ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即地理排斥、价格排

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营销排斥以及自我排斥［１６］。 具体表现为传统金融机构分布密

度低、企业到网点距离远；乡村旅游产业潜在创业者缺乏合格的抵押品、担保人，可能无

法获得贷款，或者贷款价格偏高。 此外，“贷款太麻烦、成本高、与信贷员不熟”等因素也

是农户自我隐蔽信贷需求的因素［１７］。 金融排斥现象是，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

的行政安排与市场规律存在矛盾［１８］。 那么，市场化的金融服务创新能否缓解这一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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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呢？
数字金融创新活动促使农村金融服务模式由供给引领型向需求追随型转变。 数字

技术将受金融排斥程度较大的不发达农村地区连接到数字化信息高速公路，数字金融

借助科技平台，依靠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获得经济活动个体实时交易的信息数据，并
通过机器学习等科技金融分析工具评估经济活动个体的风险，以解决信息不对称、抵押

资产不足的问题，使数字金融服务能更精准地识别潜在用户［１９］。 对潜在乡村旅游产业

创业者而言，借助数字技术可以方便、快捷、高效地获得创业资金。 因此，数字金融可以

为偏远地区、经营规模较小的潜在乡村旅游产业创业者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有效弱

化这些地区和经济活动个体的金融排斥现象，显著提高创业水平［１２］。
假说 １：数字金融弱化了传统金融服务对不发达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促进乡村旅

游产业创业机会的均等化。
（二）数字金融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创业型企业的成长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投资机会与获取资金的难度不匹配，前者的融资可得性

差、融资频率低、融资速度慢、成本也更高［２０］。 旅游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旅游行业的

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其融资渠道狭窄。 在以银行为主的债权融资渠道中，创业者缺乏

有效的抵押品，很难从银行融到资金，即便融到资金，也会存在搜寻、议价和监管等交易

成本过高的情况。 直接融资渠道中，创业板市场、风险投资基金更加青睐中小型高新技

术企业，以提供休闲体验服务为主的旅行社、住宿业和景区运营企业难以吸引投资者的

关注。 长期以来，旅游业创业融资的途径主要依赖非正规金融，如民间借贷、互助合作

社以及政府扶持性信贷。 民间借贷纠纷、合作社成员制和寻租问题成为困扰和制约旅

游创业发展的因素。 当前乡村旅游业处于由自然资源和人造景观驱动向创意、文化主

力驱动切换的过程中。 创意化旅游的空间远未触及天花板，旅游产业链每个环节的附

加值挖掘空间巨大，融资渠道的拓展有助于激发乡村旅游产业的创新创业潜力。
经济活动个体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称为金融宽度（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２１］，金融宽度的

拓展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２２］。 数字金融应用云计算、大数据、定位服务等金融科技

搜集和处理客户的软信息，进行信贷技术创新，在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提供有别于

传统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的服务，拓宽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渠道，提高了资金融通

的效率［２３］。 只要通过手机上网就可以享受到数字金融的便利服务。 无法从银行获得贷

款的“长尾”群体是数字金融服务的潜在对象。 在信贷方面，数字金融是银行的补充者

而非竞争者。 数字金融在消费者识别、企业价值交付以及变现便捷性等方面都具有独

特的优势，能促进线上线下的生产消费活动，并增进互动，极大简化和缩短了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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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实践成果的进程［２４］。 因此，数字金融为旅游业创新创业活动提供的融资新渠道

可以加速创业进程。
假说 ２：数字金融拓展了金融宽度，加快了旅游企业创业的速度，体现为数字金融发

展对旅游创业企业新增注册数量有溢出效应。
综上所述，数字金融凭借金融科技创新弱化了偏远乡村地区受到的金融排斥，促进

了乡村旅游业的创业活动。 数字金融为乡村旅游产业创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可以

弥补不发达地区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金融宽度加速了乡村旅游产业创业活动。 本文

的边际贡献：首次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乡村旅游业创业数据结合，评估数字金融

对乡村旅游业创业的影响，并以互联网普及率为工具变量进一步验证。 其次，基于分样

本实证研究中国数字金融对不同地区乡村旅游业创业的影响；从旅游业子行业角度分

析数字金融对住宿业、旅行社、旅游景区创业的异质性影响。 再次，本文从数字金融弱

化金融排斥和拓展金融宽度两个角度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促进乡村旅游业创业的作用机

制。 最后，基于上述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

二、数据说明与实证模型

（一）数据说明

本研究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６３ 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 采用的数据包括如下几个

部分：（１）数字金融相关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２）利用天眼查网站获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新增旅游企业注册数；（３）数字金融发展指数的

工具变量，采用的是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中国互联网分省普及率，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４）其他宏观层面的经济变量如各地区人均旅游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

出比重、金融发展水平等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地方统计局网站和 Ｗｉｎｄ 数

据库。
１．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发展程度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同时运用了

数字普惠金融三个二级指标衡量数字金融发展的不同领域。 覆盖广度采用数字金融账

号数量等指标；使用深度采用数字金融使用的业务笔数等数据；数字化程度采用移动占

比等指标。 计算过程参阅郭峰［２５］的文献。
２．被解释变量

旅游业是从需求角度定义的综合型产业，是与旅游消费相关的企业集合，产业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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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随着旅游需求的发展而动态调整。 因此，旅游产业的界限相对模糊［２５］。 世界旅游组

织建议把各种行业按照与旅游活动的关联程度划分为旅游特征行业、旅游相关行业和

其他行业。 特征行业指旅行社、住宿业、景区运营；相关行业包括交通、通讯、游览、娱

乐、饮食、住宿、购物等 １２ 类。 旅游特征行业的创业活动可以更好地反映数字金融对旅

游业创业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天眼查网站查询到的各地级市每年新增注册旅行社、

景区运营、住宿企业数量作为旅游创业型企业数量，剔除注册地属于市辖区的新增注册

企业，得到乡村旅游业创业型企业数量，并作对数处理。① 由于部分地级市数据不全，本

文选取了 ２６３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乡村旅游业新增注册企业数

量 ２３８ ２０７ 家。 此外，为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三类旅游企业的创业增速进

行 １％的缩尾。

３．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旅游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各地级市国内生产总值 ／

各地级市总人口）、财政支出比重（各地级市财政支出 ／各地级市国内生产总值）、金融发

展水平（年末贷款余额 ／国内生产总值）。 这些变量用于控制当地旅游收入、经济发展情

况、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对旅游创业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模型

本文借鉴谢绚丽［２６］的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发展指数对旅游业新增注册企业总数变

化的影响，回归模型如式（１）所示。

ｌｎｅ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 ｉｎｄｅｘｉｔ －１ ＋ β２ ｌｔｉｎｃｏｍｅｉｔ －１ ＋ β３ ｌｐｇｄｐｉｔ －１ ＋ β３ ｆｉｓｃｇｄｐｉｔ －１
＋ β４ ｌｏａｎｇｄｐｉｔ －１ ＋ ｄｕｍｙｅａｒｉ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ｌｎｅｎｔ 表示各地级市乡村旅游业新增企业总数的对数，ｉｎｄｅｘ 代表各地级市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具体分为数字金融总指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

支持服务程度。 ｌｔｉｎｃｏｍｅ 为区域旅游发展水平，采用各地级市人均旅游收入的对数；

ｌｐｇｄｐ 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ｆｉｓｃｇｄｐ 表示区域财政支持

力度，采用各地级市财政支出比重；ｌｏａｎｇｄｐ 表示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单位年末金融机构

贷款余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带来的估计效果不稳定，本文对 ｌｔｉｎｃｏｍｅ，

ｌｐｇｄｐ，ｆｉｓｃｇｄｐ，ｌｏａｎｇｄｐ 采取了去均值处理。 此外，由于商事制度改革，２０１３ 年开始，公司

注册取消经营范围的登记和审批，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由于政策落地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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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天眼查数据库对企业注册地的分类只有三个层级，即省、地级市、县（或县级市），无法直接从数据库中
识别注册地在狭义乡村的旅游企业。 县城与农村边界的模糊性导致无法运用地图精确地匹配数据。 县的英文
ｃｏｕｎｔｒｙ 从广义上来说就是乡村的概念。 因此，本文以县级旅游注册企业的数量作为乡村旅游产业的代理变量。



行存在滞后性，一般认为 ２０１５ 年改革开始显现效果［２６］，为控制这一制度变革可能带来

的企业创业趋势的变化，设置了虚拟变量，同时也达到固定时间效应的目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设置为 ０，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取 １，统计分析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字金融总指数 １ ８４１ １４２．０２２ ５７．１７２ １７．０２０ ２８５．４３２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１ ８４１ １３１．８０６ ５４．１７２ １．８６０ ２６７．１２９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１ ８４１ １４０．７０３ ６０．６５７ ４．２９０ ３２５．６７９

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１ ８４１ １７８．１５１ ７７．７４５ ２．７００ ４３７．９０７

经济发展水平 １ ８４１ －０．０６０ ０．５５９ －２．０７０ １．８５０

财政支持力度 １ ８４１ ０．００７ ０．１６２ －０．１８７ ３．５２９

旅游发展水平 １ ８４１ －０．０３１ １．４６８ －９．６６０ ３．０００

金融发展水平 １ ８４１ －０．０５３ ０．５９４ －０．９１５ ６．５００

创业企业数量 １ ８４１ ４．４６２ ０．９５９ ０．０００ ６．８４９

三、数字金融对乡村旅游产业创业的影响

（一）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乡村旅游业创业的影响

表 ２ 是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数字金融三个子指标都

对乡村旅游业创业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数字金融发展越快的地区，新注册企业的数

量也越多；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乡村旅游业创业水平较低。 数字金融使用人

数的增加，数字金融的信贷、保险服务功能，便利的交易条件和高效率的支付手段可以

为创业者提供更好的金融环境，增强创业动机，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数字金融的三个子

指标中，覆盖广度对乡村旅游业创业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最后是使

用深度。 这说明目前乡村旅游业创业主要依靠支付宝等电子账户的使用人数，数字金

融服务功能和支付效率对乡村旅游产业创业的作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表 ２ 也说明，

人均旅游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比重、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商事制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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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均对乡村旅游业的创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 ２　 数字金融对乡村旅游产业创业影响的基本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数字金融总指数
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０ ３）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０．００５ ９∗∗∗

（０．０００ ４）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０ ３）

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０．００２ ４∗∗∗

（０．０００ ２）

经济发展水平
０．０４６ ４∗∗∗

（０．０１４ ３）
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０ １∗∗∗

（０．０１４ ８）
０．０７２ ３∗∗∗

（０．０１４ ４）

财政支持力度
０．６２６ ３∗∗∗

（０．０７１ ９）
０．４７３ ９∗∗∗

（０．０７２ ６）
０．９１１ ９∗∗∗

（０．０６８ ６）
０．７９９ ６∗∗∗

（０．０７１）

旅游发展水平
０．２４６ ７∗∗∗

（０．０８０ ６）
０．２２２ ９∗∗∗

（０．０７８ ８）
０．３２２ ３∗∗∗

（０．０８３）
０．３０３ ７∗∗∗

（０．０８２ ３）

金融发展水平
０．０２６ ７

（０．０２８ ９）
０．００２ １

（０．０２８ ４）
０．０７５ ４∗∗

（０．０２９ ５）
０．０７１ １∗∗

（０．０２９ １）

虚拟变量
０．１７９∗∗∗

（０．０３１ ９）
０．１７２ ５∗∗∗

（０．０２９ ４）
０．３１２ ７∗∗∗

（０．０３０ ７）
０．２３５ ６∗∗∗

（０．０３３ ６）

常数项
３．７６５ ８∗∗∗

（０．０４５ ７）
３．６４１ ６∗∗∗

（０．０４６ １）
４．０５６ ５∗∗∗

（０．０３８ ３）
３．９８９ ８∗∗∗

（０．０３９）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二）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为处理两个内生性问题，即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偏差问题，本文对回归模型解释变

量取滞后一期，研究上一期数字金融指数对当期旅游创业的影响，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

应，部分缓解遗漏变量偏差问题。 采用各省互联网普及率作为数字金融指数的工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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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原因是：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是数字金融发展的基本条件，两者密切相关；另一方

面，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财政支持后，省级互联网普及率

和各地级市旅游创业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 因此，互联网普及率是一个有效工具

变量［２７］。

表 ３ 第一列报告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互联网普及率对数字金融发展有显著的正效

应。 第一阶段的 Ｆ 统计量为 １ ９７４．０８，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报

告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数字金融对乡村旅游业无论是创业企业数量还是增速都具有

显著的正效应。

表 ３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数字金融总指数　 　 创业企业数量 创业企业增速

互联网普及率
（工具变量）

５．１５４ ５∗∗∗

（０．１１６）

数字金融总指数
０．００５ ４∗∗∗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００ 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取的乡村旅游业创业企业类型包括住宿、旅行社和景区。 数字金融对这三

类创业型企业有怎样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这三类企业的创业活动。

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数字金融三个子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

程度）都对这三类企业的创业活动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系数来看，数字金融总指数

对景区类企业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旅行社类企业，最后是住宿类企业。 数字金

融覆盖广度对旅行社类企业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景区类企业，最后是住宿类企

业。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景区类企业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

是旅行社类企业，最后是住宿类企业。

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高级形式，信息化推动了旅游产业的融合，各种业态层出不穷，

数字化加持金融服务，解决了长期困扰“小、散、弱”的乡村旅游业的融资问题。 因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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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旅游产业，住宿、旅行社和景区的创业活动都被带动起来，促进作用显著。 近十

年的产业融合趋势深刻改变着产业内的价值逻辑，价值链转变为价值体系，中介已经不

能成为信息结点，平台垄断雏形渐显，传统旅行社从最初的整合者退居到环节服务提供

商，因此增长乏力，创业热度降低。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旅游实体企业大量地附着在核心

景区周边，属于统计的景区企业，数字金融发挥了明显的赋能作用，因此系数更加明显。
数字金融一般提供小额融资便利，住宿类企业的创立需要大笔资金，因此住宿业的系数

最低。 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三类企业的影响差异，逻辑也大体如此，由于篇幅限制，
表格未在正文中呈现。

四、数字金融对创业影响机制的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数字金融越发达的地区，乡村旅游业创业企业数量越多，
增速也越快。 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都可以促进乡村旅

游业创业，那么数字金融影响乡村旅游业创业的机制是什么？ 根据文献综述的阐述，影
响机制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弱化金融排斥，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创业；二
是扩展了金融宽度，加速了旅游业的创业。

（一）弱化金融排斥

数字金融凭借科技手段为不发达地区和偏远乡镇的创业者提供金融服务，弱化了

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网点距离较远和个人征信审核受到的金融排斥。 数字金融对传统金

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只是丰富了融资选择。 因此，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不同地区的

影响，能够验证是否存在对不发达地区作用更加明显的情况。
为验证这一影响机制，采用之前的基准模型，在模型中加入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

平，运用数字金融各项指数与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来衡量其对乡村旅游业

创业的影响。 传统商业银行在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下，加大金融科技的应用，金融产品不

断创新，可以克服物理网点的限制，丰富授信审核条件。 与数字金融机构的合作，可以

相互促进，有利于乡村旅游业的创业。 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用省级层面的年末农村

贷款余额与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比来表示，由于农村贷款余额从 ２０１４ 年才开始公

布，因此选择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从表 ４ 可以看出，数字金融指数与地区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都显著为负，说明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数字金融

对乡村旅游业创业的边际效用较大。 从数字金融的分指标数据来看，覆盖广度的边际

效用最大，其次是发展深度，最后是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这表明数字金融凭借易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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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性、覆盖面广、效率高、可持续性强等优势弱化了传统金融在不发达农村地区的金

融排斥，有助于乡村旅游业的创业活动。

表 ４　 弱化金融排斥对旅游创业数量的影响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数字金融总指数
０．００８ ２∗∗∗

（０．００１ ２）

数字金融总指数∗
传统金融水平

－０．０２２ １∗∗∗

（０．００４ ３）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０．０１２ ４∗∗∗

（０．００２）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传统金融水平

－０．０４２ １∗∗∗

（０．００６ ７）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０．００５ ５∗∗∗

（０．０００ ７）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传统金融水平

－０．０１５ ７∗∗∗

（０．００２ ７）

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０ ９）

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传统金融水平

－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０２ 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数字金融指数与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为负，这表明对于住宿业、旅行社

和旅游景区来说，数字金融弥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弱化了金融排斥，促进了各种

旅游业态的创业活动。 此外，数字金融各子指标与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都

为负，即对旅游产业创业活动的影响与总指数一致，能促进各业态的创业活动，由于篇

幅有限，未在文中呈现。

（二）拓展金融宽度

新技术与金融环境满足了不断增长的旅游市场需求和不断升级的旅游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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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旅游业的创新创业［２８］。 验证这一作用机制，采用之前的基准模型，衡量数字金融

发展程度对乡村旅游业新增注册企业数量增长率的影响。

从表 ５ 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发展总指数对乡村旅游业创业的增速起到促进作用，即

数字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旅游业创业型企业的数量较多。 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

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较好的地区，创业增速比较快，但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对旅游产业创

业型企业的增速作用不显著。 从回归系数来看，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比数字支持服务

程度对乡村旅游业创业的影响更大。 因此，乡村旅游业创业型企业的增加主要是因为

支付宝等电子账户使用人群的增加，而数字金融的信贷和保险功能对乡村旅游业创业

型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小，支付效率和便捷性对乡村旅游业创新创业的影响最小。 数字

金融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渠道，可以为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提供低成本和便捷的融资服

务，释放新的商业机会。 旅游产业链的各环节，如线路预订、智慧导游、旅游点评、行程

规划、资讯提供、分享社区、定制服务都为创业者提供了新的机遇。 创业者在数字金融

的加持下，加快了乡村旅游业的创业速度。 众筹模式、携程推出的“程涨宝”、淘宝旅行

与余额宝推出“旅游宝”等数字金融服务既可以为创业者提供资金又可以增加潜在的客

源，为乡村旅游业创业活动创造了发展空间。

表 ５　 数字金融对乡村旅游产业创业增速的影响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数字金融总指数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２）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０ ３）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２）

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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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结合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 ２６３ 个地级市新增注册乡村旅游

业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乡村旅游产业创业

的影响。 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乡村旅游产业的创业；数字金融的覆盖

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乡村旅游业创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

度影响最大，其次是数字支持服务程度，最后是使用深度。 从旅游企业特征行业、东中

西部不同地区，以及剔除重点旅游城市后所做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研究结论。
最后，数字金融弱化金融排斥，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创业机会的均等化；并从数字金融拓

展金融宽度、加速乡村旅游业创业进程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促进乡村旅游业

创业的作用机制。
数字金融对乡村旅游产业三大特征行业的创业活动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影响大小

依次为景区企业、旅行社、住宿类企业。 数字金融对各地区乡村旅游产业创业均起到显

著的促进作用，影响大小依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与城市旅游创业相

比，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乡村旅游业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 除数字金融的发展深度之

外，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发展水平对乡村旅游业创业的影响均大于对城市的

影响。 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乡村旅游业创业速度，数字金融总指数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

区乡村旅游企业创办数量和速度起到促进作用。
（二）政策建议

１．数字金融均等化有赖于移动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

发挥数字金融对乡村旅游业创业的均等化作用，离不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通

信基站建设是数字金融克服物理空间距离的根基。 让中西部地区的“诗和远方”更好地

为旅游者提供休闲消费服务，需要进一步完善偏远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

偏远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和政策倾斜度。 可以开展数字技术培训，让更多

的农村居民掌握数字化工具的使用技能。
２．提升数字金融对旅游业创业者的综合服务功能

目前，对乡村旅游业创业作用最大的是支付功能，数字金融服务的浅层服务难以满

足创业者的全面需求。 因此，需要进一步深挖与旅游消费相关的消费者征信服务、保险

业务、基金投资等功能［２９］。 在数字服务支持方面，便利性和成本依然是数字金融需要进

一步解决的问题。 这离不开政府对数字金融领域的支持，尤其是降低政策准入门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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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需要加强对数字金融运营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一是本文选择的乡村旅游产业新增注

册企业的数量不是创业成功的企业数量，数字金融对乡村旅游业创业的最终影响有待

进一步探讨。 二是可以从微观层面收集数据，进一步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创业者决策

的具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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