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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究背景与意义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服务的重要创

新，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

段，有助于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

发展和进步。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治理中的

嵌入程度和效果还有待提升，需要进

一步优化路径和机制，以更好地发挥

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进

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体来看，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缺乏实证分析和

案例研究。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及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和启示。但由于国情和体制的差异，国外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乡村治理

的实践。

发展趋势

未来，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将更加注重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深入探讨数字普

惠金融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作用、路径和机制，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VS

本研究将围绕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

理的路径优化展开，具体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的

内在联系；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

治理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数字普惠金融

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提出促进数

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的政策

建议。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研究、实证分析和案例

研究等方法。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梳理相关

理论和研究成果；其次运用实证分析方法，

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的关系进行定

量研究；最后通过案例研究，深入剖析数

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提

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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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概述



1

2

3

数字普惠金融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智能

化和便捷化。

数字化服务

数字普惠金融致力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金融需

求，特别是为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平等、可

负担的金融服务。

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手段，

不断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和变革。

创新性

数字普惠金融概念及特点



经济发展滞后
许多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和就业机会，
导致人口流失、空心化等问题。

社会问题突出
农村地区面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对乡村治
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治理体系不完善
当前乡村治理体系存在诸多不足，如基层组织力量薄弱、治理手
段单一等，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乡村治理需求。

乡村治理现状及挑战



互补性01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弥补乡村治理在金融领域的短板，为乡村治理

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互动性02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

以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而乡村治理的完善也可以为数字普惠金融提

供更加广阔的应用场景。

融合性03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可以产生“1+1>2”的效果，共同推

动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和振兴。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嵌入，可以优化乡

村治理的路径，提高治理效率和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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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现状分析



嵌入方式与程度

嵌入方式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移动支付、线

上贷款、保险等金融服务，以及建立

信用体系等方式嵌入乡村治理。

嵌入程度

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治理中的

嵌入程度不断加深，但仍存在一些地

区和群体无法享受到相关服务的情况。



数字普惠金融的嵌入为乡村治理带来了便捷、高效的金融服

务，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同时，数字

普惠金融还有助于推动乡村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提高乡村

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取得的成效

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服务

覆盖面不足、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等。此

外，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度还有待提高，需要进

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管。

存在的问题

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政策与监管不足

目前，针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治理融合发展的政策与监

管措施尚不完善，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管力度。

服务供给不足

由于乡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机构在乡村地区的

布局较少，导致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

需求差异明显

乡村地区不同群体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存在明显差异，

如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接受度较

低，需要针对性的服务设计。

风险控制挑战

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控制

挑战，如信息不对称、信用风险等问题较为突出。

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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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路径优化方

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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