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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与管理】

互联网发展对银行信贷质量的影响研究

何美玲，钟雨欣
南京邮电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

　 　 摘　 要：互联网发展给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管理带来了全新机遇。 将互联网发

展、信息不对称和银行信贷质量纳入分析框架，从事前和事后两方面详细论证互

联网发展减少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机制和效果。 结果发现，互联网发

展能够提升银行资产质量，有助于控制信贷风险。 互联网发展不仅提高了银行与

借款人之间事前沟通的频次，还在事后增强了银行贷款的监督调整能力。 除此之

外，由互联网催生的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信贷质量有正向溢出作用，这是互联网

发展影响银行信贷质量的间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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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以来，在经济快速增长、行业垄断和国家信用担保的背景下，银行业快

速发展。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银行垄断红利逐步消失，经营压力与日

俱增。 特别是中小银行，受到规模压缩、地区经济形势及市场整体收益的影响，面临潜在不

良资本反弹、信贷风险暴露等严峻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薄弱环节。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现代信息网络建设成为我国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动能。
现有研究已经指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１－２］，但很少有研究讨论互联网发展与银行资产质量的关系。 准确评价互联网对银行信

贷质量的影响，既关系到银行经营的稳定性，又有助于全面理解和评估互联网的经济效应。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全面考察互联网发展对银行信贷质量影响的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并采

用银行微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以下几点：第一，考察互联网对中国银行业信贷质量的影响，将互

联网发展、信息不对称和银行信贷质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事前和事后两方面详细阐述互联

网发展减少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理论机制，并进行相关实证分析。 第二，探究互联

网发展影响银行信贷质量的间接机制。 在金融领域，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兴

起和发展。 确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传统银行借贷业务之间是竞争挤出关系还是合作共荣关

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三，以各地区银行分支网点数量为权重，采用加权方

式衡量银行所处地的互联网发展水平，更贴合当下银行应用互联网的实际情况。

一、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国内外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互联网经济效应的文献，可以从宏观和微

观两个层面进行归纳。 宏观上，许多学者发现互联网在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生产效率、增加

就业和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韩先锋等发现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提升区域创

新效率的新动能［１］；李浩和黄繁华指出互联网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外资进入我国［３］；郭家堂和

骆品亮发现互联网发展提升了省级全要素生产率［４］。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指出，互联网的发

展并不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存在“索洛悖论”现象［５］。
互联网经济效应的微观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企业经营、家庭行为选择等领域。 贸易方

面，互联网通过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和交流成本，扩大了贸易规模［６］；互联网还通过降低贸

易双方的直接交易成本，改变其贸易模式［７］。 企业经营方面，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汇集和搜寻

服务促进了产业分工［８］；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知识的获取更加便捷，技术传播速度加快，企

业创新速度和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对家庭而言，互联网在提高家庭金融风险投资、拓展女

性工作选择等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验证［９－１０］。

学者们通过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信贷资产质量与银行信息获取密

切相关。 逆向选择模型、道德风险模型和信号显示模型均从信息角度探讨了银行信贷的信息

敏感性问题［１１－１３］。 首先，有的借款者会隐瞒真实身份，银行需要付出搜寻成本和沟通成本，以

筛选、甄别和审查借款人类别。 其次，银行放贷后需要付出一定的监督成本，以防控道德风险

和确保债务契约履行。 最后，借款人可以主动向银行发送信息，证明还款能力。 同时，大量实

证文献验证了信息质量对银行信贷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例如，独立审计师和分析师预测的一

致性有助于银行提高放贷准确度，相反，盈余管理等降低信息质量的行为会导致银行做出错误

信贷决策［１４］；缩短银企距离、提高贷款专业化能力能够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１５］。
综上，大量学者已经从不同维度讨论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但涉及互联网发展与微

观金融机构关系的研究较为匮乏。 银行作为对信息较敏感的行业，互联网普及会对其信贷

质量产生何种影响？ 互联网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银行信贷质量？ 这一影响存在何种异质性？
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互联网的作用？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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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观机制和理论假说

根据已有文献，互联网影响宏观经济和微观个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减少了信息不对称，

降低了搜寻成本、复制成本、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等［４］。 具体而言，互联网加快了信息流动速

度并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提高了供需双方的匹配效率。 部分学者指出，互联网还具有优化产

品服务、提高企业组织管理效率等作用［８］。 因此，互联网发展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影响银行信贷

质量。

第一，有利于降低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事前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银行信贷质量。 互联网

的普及使得许多交易在发生的同时被记录下来，如企业生产销售数据、产品运输交付数据、客

户评价反馈数据等［１６］，这让银行低成本搜集碎片化信息成为可能。 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促进

了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分析海量网络数据成为可能。 此外，互联网衍生出的

搜索引擎和社交工具，在降低信息传递成本的同时，也加快了信息反馈速度［１７］。

第二，有利于降低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事后信息不对称，提高银行信贷质量。 一方面，

互联网的发展提高了银行事后监督的效率和准确性。 在传统金融业中，银行往往要派信贷

人员实地调查和监督。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银行能够与企业相关人员建立实时联系，动态监

督企业运营状况，了解企业的履约能力。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也加快了银行事后调整速

度［１８］。 一旦银行发现借款人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或其他可能导致履约能力不足的情况，可以

采取追加抵押品和质押品、介入企业生产经营等手段快速介入处理。 这对于降低贷款损失

和提升信贷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假说 １：互联网能够通过减少银行和借款者之间的事前信息不对称而提高银行信贷

质量。

假说 ２：互联网能够通过减少银行和借款者之间的事后信息不对称而提高银行信贷

质量。

在厘清互联网影响企业信贷质量的直接机制后，进一步探讨互联网催生的数字普惠金

融会对银行信贷质量产生何种影响。 在中国，互联网革命不仅引发了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

改变和技术升级，也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越成熟的地方，人

们对银行通过互联网方式提供借贷服务的接受度越高，而学习成本则相对较低。 与此同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了传统金融向数字化和技术化的转型［１９－２０］。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的倒逼作用，银行必然会积极利用互联网的“外部性”效应，加速转型变革，提高信贷质

量［２１］。 但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可能给银行信贷带来负面影响。 例如在负债端，数字

普惠金融推出各种“宝宝”类产品，增加了银行吸储的压力和成本，银行冒险激进的可能性增

大。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借贷业务与银行的借贷业务存在一定竞争关系，银行为应对竞争

可能会放松贷款审批和监督。 由此，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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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３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提高。

假说 ３ｂ：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提高。

三、研究设计

选取中国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 ３１４ 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包括 ５ 家国有银行，样本总数

为 ６９；１２ 家股份制银行，样本总数为 １６８；１１７ 家城市商业银行，样本总数为 ８２９；１８０ 家农村

商业银行，样本总数为 ４２２。 银行基本信息和财务指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地区指标来自城

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一）计量模型

基准回归方程如式（１），其中，ｎｐｌｉｔ表示银行信贷质量；ｎｅｔｉｔ反映银行所处地的互联网发

展水平；Ｘｉｊｔ表示银行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ρｔ为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表示干扰项；下标 ｉ 表示

银行，ｊ 表示地区，ｔ 表示年份。 式（１）主要关注 β２的正负和显著性。

ｎｐｌｉｔ ＝ β１ ＋ β２ｎｅｔｉｔ ＋ β３Ｘｉｊｔ ＋ ρｔ ＋ εｉｔ （１）

为检验互联网发展影响银行信贷质量的机制，在式（１）的基础上，利用逐步回归法进行

中介效应检验。 式（２）的被解释变量为中介变量 ｍｅｄ。 式（３）以银行信贷质量为被解释变

量，同时引入互联网发展变量和中介变量。

ｍｅｄｉｔ ＝ β１ ＋ β２ｎｅｔｉｔ ＋ β３Ｘｉｊｔ ＋ ρｔ ＋ εｉｔ （２）

ｎｐｌｉｔ ＝ β１ ＋ β２ｎｅｔｉｔ ＋ β３ｍｅｄｉｊｔ ＋ β４Ｘｉｊｔ ＋ ρｔ ＋ εｉｔ （３）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ｎｐｌ 为银行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率越高，银行信贷资产质量越差。

解释变量 ｎｅｔ 为互联网发展水平。 为了更好地做出因果推断，准确测度不同银行所处的

外部互联网发展水平，没有直接用银行注册地所在城市的统计指标代表互联网发展水平，而

是根据银行分支机构所在地数据，计算加权的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标。 具体而言， ｎｅｔｉｔ ＝

∑
ｊ
ｎｅｔ ｊｔ ×

ｎｕｍｉｊｔ

ｎｕｍｉｔ
。 其中，ｎｅｔｊｔ表示地区 ｊ 的互联网发展水平，用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数的平均

值衡量；ｎｕｍｉｔ表示银行 ｉ 第 ｔ 年在全国各地区的分支机构数量总和；ｎｕｍｉｊｔ表示银行 ｉ 在地区 ｊ

的分支机构数量，银行在各地区的分支机构数据经由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整理而来。

对控制变量的说明见表 １。

表 １　 控制变量符号及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规模 ｓｉｚｅ 银行资产总计的对数值，单位为万元

年龄 ａｇｅ 当年年份与银行成立年份之差

资本充足率 ｃａｐｉｔａｌ 银行报表给出的资本充足率，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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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１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盈利水平 ｒｏａ 净利润占总资产的比例，单位为％
贷款资产占比 ｄｅｂｔａｓｓｅｔ 贷款总额占资产总计的比例，单位为％

是否上市 ｌｉｓｔ 虚拟变量，上市取 １，否则取 ０
银行性质 ｋｉｎｄ 农商行、城商行、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虚拟变量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ｒｇｄｐｄａｔａ ＧＤＰ 增长率，单位为％
第二产业占比 ｓｔｒｕｃｔ２ 第二产业 ＧＤＰ 占比，单位为％

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 城镇户籍人口占比，单位为％
金融发展程度 ｆｉｎｄ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单位为％

公路里程 ｒｏａｄ 公路里程对数，单位为万千米

铁路里程 ｒａｉｌｗａｙ 铁路营业里程对数，单位为万千米

移动电话普及率 ｍｏｂｉｌｅ 移动电话用户数占总人口比例，单位为％
固定电话普及率 ｔｅｌ 固定电话用户数占总人口比例，单位为％
电信收入占比 ｐｏｓｔ 电信业务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单位为％

（三）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是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 ２ 可见，不良贷款率均值为 １．５６４％，最高值达

到了 ２８．４４０％，远超 ５％的监管红线。 不良贷款率超过监管红线的样本以农村商业银行为

主。 互联网普及率均值为 ３７．３８４％，最小值和最大值差异较大，表明银行所处地区的互联网

发展程度非常不均衡。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ｎｐｌ １．５６４ １．３２５ １．５５１ ０．０００ ２８．４４０ １ ３６４
ｎｅｔ ３７．３８４ ３３．４９２ ２６．４５６ ０．４６８ １００．０００ １ ３６４
ｓｉｚｅ ２５．２６７ ２４．８７０ １．９６９ ２１．３１９ ３０．９５２ １ ３６４
ａｇｅ １３．１９４ １３．０００ ７．５５５ 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１ ３６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３．７１１ １３．０４０ ３．６０９ ５．７７０ ５９．６１０ １ ３６４
ｒｏａ １．０４９ １．０１３ ０．４１０ －０．５３６ ４．９４５ １ ３６４

ｄｅｂｔａｓｓｅｔ ４８．７４２ ５０．０８２ １１．０７７ １１．０５８ ８０．２２５ １ ３６４
ｌｉｓｔ ０．３１６ １．０００ ０．４６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 ３６４

ｇｒｇｄｐｄａｔａ ９．８９６ ９．５００ ３．５２４ －１０．３００ ２５．８００ １ ３６４
ｓｔｒｕｃｔ２ ４６．８８１ ４８．４９５ １０．８９４ １８．６３０ ８９．７５０ １ ３６４
ｕｒｂａｎ ３４．１９２ ３１．０２５ １６．６２７ ２．８０３ ８０．２１６ １ ３６４
ｆｉｎｄ １．３０２ １．２７０ ０．５９６ ０．０９７ ３．５０５ １ ３６４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３ 第（１）列为式（１）回归结果，第（２）—（４）列依次加入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及电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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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及手机电话等通讯工具对银行不良贷款率

的影响。 第（５）列进一步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 表 ３ 第（１）列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与

不良贷款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第（２）—（４）列的结果与第（１）列结果类似。 第（５）列

结果中，互联网发展变量前的系数略微变小，但依然负向显著。

表 ３　 互联网发展与不良贷款率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ｎｐｌ ｎｐｌ ｎｐｌ ｎｐｌ ｎｐｌ

ｎｅｔ
－０．００４ ７∗∗∗ －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０３ ９∗∗ －０．００４ ７∗∗∗ －０．００３ ３∗∗

（－３．００） （－２．４７） （－２．４７） （－３．０２） （－２．２４）

ｒｏａｄ
０．１６９ ２
（１．５１）

ｒａｉｌｗａｙ
０．２３４ ７∗∗∗

（２．８４）

ｐｏｓｔ
－２．６９１ ８
（－０．７５）

控制便利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银行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 １ ４８８ １ ４８８ １ ４８８ １ ３５５ １ ４８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９２ ２ ０．１９３ ３ ０．１９５ ４ ０．１９１ ２ ０．１９９ 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稳健标准误差调整的 ｔ 值；Ａｄｊ．Ｒ２代

表调整 Ｒ２。 下同

（二）作用机制分析

１． 直接机制分析

第一部分，研究互联网发展、事前信息不对称与信贷质量的关系。 以百度搜索引擎统计

的“银行”这一关键词的搜索次数（取对数）作为事前信息不对称的代理变量，该变量重点刻

画互联网通过提高借款人搜寻效率和沟通效率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作用。 某一地区人均搜

索“银行”这一关键词的次数（以下简称“银行搜索次数”）越高，说明主动搜集和了解银行信

息的人越多，借款人和银行通过互联网沟通的可能性越大，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 表 ４ 为实

证分析结果。 由表 ４ 可见，互联网发展与银行搜索次数（ ｓｅａｒｃｈ）显著正相关。 第（３）列将互

联网发展和银行搜索次数（ ｓｅａｒｃｈ）变量放入信贷质量的回归中。 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

系数显著为负，同时银行搜索次数（ ｓｅａｒｃｈ）变量的系数也为负，说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后，

不良贷款率下降。 综上，假说 １ 得到验证。

第二部分，研究互联网发展、事后信息不对称与信贷质量的关系，用风险迁徙类指标衡

量事后信息不对称程度。 风险迁徙类指标包括正常类贷款迁徙率（ｑｘ１）、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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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ｘ２）等。 如果互联网提高了银行事后监督和调整的效率，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那么互

联网应该有助于抑制贷款降级，降低各类贷款向下迁徙的比率。 表 ５ 为实证分析结果。 由

表 ５ 第（１）列、第（２）列可知，互联网发展变量前系数在 １％水平显著为负，说明互联网发展

程度越高，贷款降级的可能性越低，假说 ２ 成立。

　 　

　 表 ４　 事前信息搜寻和交流机制的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ａｒｃｈ ｎｐｌ

ｎｅｔ
０．０１１ １∗∗∗ ０．０１１ ６∗∗∗ －０．００１ ６∗∗∗

（５．９６） （６．５０） （－２．６４）

ｓｅａｒｃｈ
－０．０２５ ４∗

（－１．８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银行性质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９３９ ９３９ ９３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１５ ８ ０．２５２ ４ ０．７３８ ５

　 　 　 　 　

表 ５　 银行事后监督和调整　 　 　

变量
（１） （２）
ｑｘ１ ｑｘ２

ｎｅｔ
－０．０１８ １∗∗∗ －０．０３６ ３∗

（－３．０９） （－１．６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银行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６８７ ６６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０１ ２ ０．２３７ ４

２． 间接机制分析

表 ６ 第（１）列被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 ｆｔｅｃｈ（以下简称“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第（２）列被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子指数 ｆｃｒｅｄｉｔ（以下简称“数字信贷指数”）。

第（３）列和第（４）列分别在式（１）基准回归中加入与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的变量。 由第（３）列

结果可见，加入数字普惠金融变量后，互联网发展对不良贷款率的负向影响降低了，这说明

互联网对不良贷款率的一部分效应被数字普惠金融吸收。 第（４）列中，互联网发展变量前系

数为负，不显著；数字信贷指数（ ｆｃｒｅｄｉｔ）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其中介效应显著。 综上，假说

３ｂ 成立。

表 ６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贷质量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ｆｔｅｃｈ ｆｃｒｅｄｉｔ ｎｐｌ ｎｐｌ

ｎｅｔ
０．１０２ ２∗∗∗ ０．１１６ ２∗∗∗ －０．００２ ５∗ －０．００２ ３
（６．６１） （６．７４） （－１．８５） （－１．５６）

ｆｔｅｃｈ
－０．００６ ６∗∗∗

（－２．６２）

ｆｃｒｅｄｉｔ
－０．００７ ７∗∗∗

（－３．０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银行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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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６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ｆｔｅｃｈ ｆｃｒｅｄｉｔ ｎｐｌ ｎｐｌ

Ｎ １ ２１７ １ ２１７ １ ２１７ １ ２１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９６２ ４ ０．８９８ １ ０．２５３ ６ ０．２５５ ９

（三）稳健性分析

测量解释变量的误差，选取省级层面的多个互联网发展指标，包括互联网宽带接入数、
网民数、域名数、网站数、网页数等，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其合成为一个指标（ｐｃｆ），①回归

结果见表 ７ 第（１）列，可见互联网发展的综合指标（ ｐｃｆ）与不良贷款率依旧呈负相关关系。
表 ７ 第（２）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逾期贷款比率，结果依然稳健。

为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采用滞后解释变量（ ｌ．ｎｅｔ）和工具变量法进行更严谨的论证。
滞后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 ７ 第（３）列，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 工具变量的构造借鉴黄群慧

等人的成果［２２］。 为了验证工具变量能否通过影响其他通信方式影响银行信贷资产质量，还加

入了移动电话普及率和固定电话普及率作为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见表 ７ 第（４）列。 两阶段最

小二乘与基础回归的结论较为一致，互联网发展变量（ｎｅｔ）前系数为负向显著，结果稳健。

表 ７　 内生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ｎｐｌ 逾期贷款率 ｎｐｌ ｎｐｌ

ｐｃｆ
－０．２４６ ２∗∗∗

（－３．６１）

ｎｅｔ
－０．００７ ６∗∗∗ －０．００４ ５∗

（－１．７６） （－１．８５）

ｌ．ｎｅｔ
－０．００２ ７∗∗∗

（－２．８５）

ｍｏｂｉｌｅ
－０．００２ ９∗

（－１．９４）

ｔｅｌ
０．０００ ７∗∗

（２．３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银行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Ｎ ７５２ １ ２１９ １ １１４ １ ０６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３２８ ７ ０．２３５ ７ ０．３９７ ６ ０．３６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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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借助外部互联网基础设施开展金融活动以提升信贷质量，已成为商业银行转型升级的一

个重要方向。 以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 ３１４ 家商业银行为对象，研究互联网发展对银行信贷质量的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提高了银行信贷资产质量，这一效应与互联网减少了

信息不对称有关。 提高银行事前和借款人之间的搜寻沟通效率和银行事后的监督和调整效率

是互联网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关键。 互联网催生的数字普惠金融也对银行信贷质量产生了

重要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银行信贷质量，且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这种提升作用

更加显著。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加强了互联网发展和信贷质量之间的直接关系。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和互联网服务的质量。 在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确保服务可得性的同时，提高互联网服务的性价比，如提升网络速

度、降低上网费用。 第二，增加银行利用互联网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力度和深度。 不仅要将线

下业务搬迁到线上运营，还要注重银行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第三，协调好传统金融机构与

数字普惠金融之间的关系。 银行要积极应对数字普惠金融对业务的冲击，借助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 监管部门要推动监管创

新，引导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的融合向上发展，防止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

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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