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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
———来自中国的证据

谢绚丽　沈　艳　张皓星　郭　峰①∗

摘　要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省一级数据与用来

度量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新增企业注册信息相匹配,研究了数字金融

的发展和推广与企业创业之间的关系.在考虑了内生性等因素后,
我们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数字金融

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也均对创业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同时,在作用机制的分析中,本文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

于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有更强的鼓励创

业的作用,这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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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

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度

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的作用,经济发展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中

高速的 “常态增长”阶段.如何推动经济从粗放式增长过渡到依靠创新创业

的内涵式增长,实现增长模式升级换代、成功转型,是当下中国发展面临的

重大问题.正因为此,李克强总理于２０１４年９月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了 “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旨在促进全社会的创新、创业,增加经济发展

的动力.随后,中国政府又连续出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

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５〕９号)、«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５〕３２号)等相关鼓励措施.
创新创业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可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

高企业的竞争力,已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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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财经大学凤凰楼５２１室,２００４３３;电话:(０２１)６５９０３５８６;EＧmail:guofeng＠mailsufeeducn.感谢匿
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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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的政策推进,离不开恰当的资金支持.由于中小企业规模有限,
缺乏经营记录,与资金供给者之间有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因此中小

企业融资中存在更高的交易成本,如搜寻成本、议价成本、合同成本、监督

成本等,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在中国,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这个

问题更加突出.例如,中小企业融资主要依靠两个渠道:股权融资和债权融

资.股权融资主要依靠证券市场和私募风险投资.但目前中国证券市场发育

尚不完善,进入门槛高,绝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满足准入门槛条件.而资本

市场也不健全,无法给风险投资提供退出通道,也制约了中国私募股权融资

的发展.债权融资主要是由银行提供贷款.但中国的商业银行长期处于非充

分竞争环境,对无法提供抵押物的中小企业,银行往往不愿意为他们服务.
总而言之,中国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尚不能从传统的正规金融体系中得到满

足,国内的创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非常突出.

２０１４年３月,李克强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鼓励 “互联网

金融”健康发展,并在２０１５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 “互联网＋”的

行动计划,鼓励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这

一战略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推动创新创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互联

网科技与金融行业的结合,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数字金融可以减少信息不对

称、降低交易成本和优化资源配置(谢平和邹传伟,２０１２).例如 P２P网络借

贷可以通过互联网联结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大大缩小线下的搜寻成本和匹

配成本.众筹模式则可以将创业项目在线上向投资人发布,从而快速而广泛

地获得资金支持.电商供应链金融则通过企业经营产生的数据,弥补了中小

企业信用不足的问题,提高了它们获得贷款的可能.这些新型的数字金融模

式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
虽然对于传统金融与创业的关系已有大量的研究,但是尚缺乏数字金融

对创业影响的系统性研究(Brutonetal,２０１５).目前在创业领域与数字金融

相关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单一平台企业的微观机制研究(Duarteetal,２０１２;

Allisonetal,２０１５),或者是在某一区域的小范围调查研究(刘开华和彭见

琼,２０１５;刘琼和方锦,２０１４).关于数字金融是否有利于创业和经济发展,
文献则持不同态度.例如,有微观研究指出网络借贷市场中可能存在更强的

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导致更强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廖理和张伟强,２０１７),
而且也有研究对众筹是否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出了疑问(Harrison,２０１３;

Mollick,２０１４).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 P２P网络借贷和众筹平台

的研究,而对数字金融包含的其他模式(如互联网支付等)尚缺乏相关研究.
此外,从宏观层面对数字金融与创业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仍是一个空白,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衡量一个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度量指标,尽管中

国已经是全球范围内数字金融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王靖一和黄益平,２０１７).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编制了一套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弥补了



第４期 谢绚丽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 １５５９　

这方面的不足 (郭峰等,２０１６),为我们深入研究数字金融与创业之间的关系

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因此,本文基于这一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与创业方

面的数据相匹配,刻画分析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创业之间的关

系,对现有文献做一个补充.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对数字金融与创业之间的影响机制涉及

的文献进行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我们使用的数据和实证模型;第四部分将首

先研究数字金融对创业影响的总效果,然后分别考察新注册企业数与省级数

字金融发展的关系,并分析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支持服务

程度对创业的影响;第五部分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影响创业背后的机制;第

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 献 综 述

创业不但可以促进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还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Baumol,１９６８;KingandLevine,１９９３;SamilaandSorenson,２０１１).现

如今对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已非常丰富,变量也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因素.
在微观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个人层面对创业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进行分析,
如性别(RosenthalandStrange,２０１２)、年龄(ReesandShah,１９８６)、人力资

本水平(Lazear,２００４)、社会资本水平(阮荣平等,２０１４)、工作经历(Evan
andLeighton,１９８９;王戴黎,２０１４)、风险偏好程度(Parker,１９９６)等.在

宏观方面,现有文献则主要是从社会和经济环境出发,对创业者所处的政治、
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环境进行分析(Djankovetal,２００２;GlaeserandKerr,

２００９;HanandHare,２０１３;Ghanietal,２０１４;吴晓瑜等,２０１４;周广肃

等,２０１５).其中,创业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由创业文化、政策、
经济和技术等要素构成,是多层面的有机整体,也是创业者及其企业产生、
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如果缺乏创业所必需的金融、市场、人才、政策等支撑

系统,企业家的才能无法发挥,创业就很难开展.
金融是创业环境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机构是否愿意向小企业融资

直接影响创业活动的进行 (AhlstromandBruton,２０１０;Hoskissonetal,

２０００;Lounsbury,２００２).大量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对创业企业

的友好程度会影响该国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的性质 (WelterandSmallbone,

２０１４;BowenandDeClercq,２００８;GnyawaliandFogel,１９９４).在金融影

响企业创业的文献中,Limetal(２０１０)区分了股权导向和银行导向的金融系

统,发现股权导向的金融系统对创业和经济发展更加有利.此外,对于金融

和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不少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约束会对家庭创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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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sandJovanovic,１９８９;Nykvist,２００８;Karaivanov,２０１２;张龙耀和

张海宁,２０１３).正规金融越不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对农民创办自营工商业

所发挥的作用越大,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农民会有更多的民间借贷渠道,从

而更有可能创办自营工商业(马光荣和杨恩艳,２０１１).在农村创业方面,卢

亚娟等(２０１４)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２００８年浙江省和甘肃

省８０６个农户家庭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农户的创业选择行为与其家庭金融可

得性与创业选择显著正相关,边际效应为家庭贷款总额增加１万元,家庭选

择创业的概率会提高８８％.也有文献表明,金融约束会影响创业的水平和规

模(HurstandLusardi,２００４;程郁和罗丹,２００９).总而言之,已有文献普

遍认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合理有效地分配资源、缓解潜在创业者的流动性约

束来促进创业活动(Bianchi,２０１０;张龙耀和张海宁,２０１３).
然而中国金融体系发展还很不完善,这已经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增

长(HuangandWang,２０１１;陈斌开和林毅夫,２０１２).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和

扭曲体现在商业银行竞争不充分导致利润高、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利率管制

压抑了投资理财需求,IPO 管制使得股权融资渠道不畅等多个方面(谢平等,

２０１４).传统金融供给的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创业活动的开展(Aghionetal,

２００７),也促使数字金融这一新型金融模式在中国蓬勃发展(谢平等,２０１４;
李继尊,２０１５).

近几年来,依赖于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的互联网

金融,为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拓展金融的服务范围和触达能力提供了巨大的

发展空间(谢平等,２０１４;黄益平,２０１６;郭峰等,２０１６).例如,电子支付

使得货币电子化,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不仅使得金融服务更加普及,
也促生了电子商务、线上线下结合(O２O)等诸多新的创业机会.具体而言,
众筹可 以 帮 助 创 业 企 业 在 更 大 范 围,用 更 低 成 本 获 得 融 资 (Mollickand
Kuppuswamy,２０１４).网络借贷则对接了地理距离可能很远的资金需求方和

供给方(PierrakisandCollins,２０１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便利支付、
平滑消费,以及提供储蓄和补贴渠道来帮助肯尼亚的农户(Grossmanand
Tarazi,２０１４).因此,作为新的金融模式,数字金融已经成为传统金融体系

的有力补充,并为创业提供了重要支撑.我们认为,数字金融可能从以下几

方面对创业产生促进作用.
第一,数字金融能够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使不发达的地区也能享受便

捷的金融服务,从而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创业活动.传统的金融机构往往不愿

服务偏远和贫穷的人群(ArmendarizandMorduch,２００５),在不发达地区只

有很少的分支机构,这些地区不能享受便捷的借贷、现金存取等金融服务(温
涛等,２０１６).没有金融服务的支持,创业也就受到限制(Aghion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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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CarpenterandPeterson,２００２).而数字金融使得只要有互联网,就可

以实现支付、转账、借贷等功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微型金融机构获客

及风险评估成本高的问题,能够帮助不发达的地区破除长期以来金融服务的

不足,对这些地区创业有促进作用.
第二,依托于大数据,数字金融能够用较低的成本对小微企业进行风险

评估,降低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融资难”问题是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一

大障碍,而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放贷给小微企业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微企业

缺乏经营记录,增加了信息不对称(StiglitzandWeiss,１９８１),使金融机构难

以判别创业企业的诚信度(AgarwalandHauswald,２００８),因此很难获得资

金支持(Hallberg,２０００).二是小微企业规模小,传统的风险评估模式在成本

上难以实现经济性.与传统金融侧重收入、学历、财务报表等硬信息不同,
数字金融更倾向利用贷款人在互联网上沉淀下来的大量行为数据等软信息,
以大数据分析手段,构建小微企业的信用评估模型(Duarteetal,２０１２;

Herzensteinetal,２０１１;王会娟和廖理,２０１４).这种基于大数据的风险评

估为降低风险评估成本提供可能,也可以缓解小微企业硬信息不足的劣势,
因此有助于小微企业获得融资(Moenninghoffand Wieandt,２０１３,谢平等,

２０１４),帮助小微企业跨越资金约束的创业门槛,从而促进创业(Aghion
etal,２００７).

第三,数字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基础设施,为创新提供了基础,从而增加

了创业机会.技术本身就是商业模式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动力(Teece,２０１０).
互联网使得消费者搜寻的成本、评估的成本以及交易的成本都极大地降低

(ZengandReinartz,２００３).BadenＧFullerandHaefliger(２０１３)认为数字技术

在消费者识别、消费者参与、企业价值交付以及变现四个维度上都对商业模

式产生了影响.数字金融使得消费者与商家在线上完成交易成为可能,改变

了商业模式中价值交付的环节,使得创新不断出现.例如,支付宝的出现极

大地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李继尊,２０１５;廉薇等,２０１７),并进一步促生了

线下商务的线上化(张波,２０１４).线上线下结合、网络约车、共享自行车、农

村淘宝等领域的新创企业都依赖于数字支付技术的支持.因此说数字金融的

发展促进了创新,释放了大量的新商业机会,为创业提供了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个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支付的发

展,可以促进当地创业活动的开展.而这种促进作用的机制是通过弥补传统

金融对不发达地区和小微企业服务的不足来促进创新的产生,进而推动创业,
以下我们将从实证上检验这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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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与实证模型

(一)数据和指标说明

　　我们采用的数据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１)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

布的中国数字普惠 金 融 指 数,用 于 刻 画 中 国 数 字 金 融 发 展 程 度 的 变 迁;
(２)网络获取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间的新注册企业信息,用于刻画企业创业情

况;(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中国互联网分

省普及率,作为本文使用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 (４)网络获取的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新增专利数据,用于衡量创新;(５)从统计年鉴中提取的宏

观层面的变量,如人均 GDP、传统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金融结构(新增人民币信贷/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小额贷款余额等.

(１)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一部分数据是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

心发布的中国数字金融普惠发展指数(郭峰等,２０１６).课题组根据数字金融

服务的新形势和新特征,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从数字金融服务的覆

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三个维度来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具体

指标说明见表１　

①１
　
.从总体发展情况来看,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省级

均值从２０１２年的４０９９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５７２０,在样本区间内中国数字金

融总体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探究数字金融的哪一个层面对创业产

生了影响,本文还选用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细分指标:覆盖广度、使

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于覆盖广度,主要根据地区支付宝账户数量

编制而成,是数字金融的覆盖人群的评价指标.样本中覆盖广度省际均值从

２０１２年的３４７１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２２０４,显示数字金融的覆盖人群更加广

泛.第二个指标是使用深度,其衡量的是地区实际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的频

率等.使用深度的省级均值从２０１２年的４８００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７５９３,显

示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深度也有显著提升.第三个指标是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该指数侧重于考察地区数字金融的便利性和效率.样本中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的省级均值从２０１２年的４９００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３９２２,说明全国数字金融

服务的便利程度和效率不断提高.

表１　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指标

覆盖广度 账户覆盖率

每万人拥有支付宝账号数量

支付宝绑卡用户比例

平均每个支付宝账号绑定银行卡数

①　　 　　１ 详细的指标说明和指数编制过程,请参阅郭峰等(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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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具体指标

使用深度

支付业务

人均支付笔数

人均支付金额

高频度(年活跃５０次及以上)活跃用户数占年活跃１次及以上比

货币基金
人均余额宝笔数

人均余额宝金额

信
贷
业
务

对 个 人 用

户

每万支付宝成年用户中有互联网消费贷的用户数

人均贷款笔数

人均贷款金额

小 微 经 营

者

每万支付宝成年用户中有互联网小微经营贷的用户数

小微经营者户均贷款笔数

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金额

保险业务

每万人支付宝用户中被保险用户数

人均保险笔数

人均保险金额

投资业务

每万人支付宝用户中参与互联网投资理财人数

人均投资笔数

人均投资金额

征信业务

每万支付宝用户中使用基于信用的生活服务人数(包括金融、住宿、出

行、社交等)

自然人征信人均调用次数

数 字 支 持

服务程度

便利性
移动支付笔数占比

移动支付金额占比

金融服务成本
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利率

个人平均贷款利率

(２)新注册企业.该数据为通过网络直接获取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间的新注

册企业信息,包括新注册企业的名字、地址、注册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

务、目前经营状态等六个方面,共９４０７３００条有效观测值.我们将其整合到

省一级层面.
(３)互联网普及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每年发布的 «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整理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分省互联网普及率,覆盖中国

(除港、澳、台地区)３１个省(市、自治区),２０１５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５０３％,相比于２０１１年的３８３％,增长了１２个百分点.
(４)专利.我们还从网络获取了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新增专利数据,包括

专利注册地址、所属行业等信息,共１０５８７００条有效观测值,覆盖中国(除
港、澳、台地区)３１个省(市、自治区),２０１５年新增专利总数为４０９３４９,

２０１６年为６４９４２１,增长了５８６％.
(５)与创业可能有关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各年各省份的人均实际 GDP、

传统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金融结构(新增人民币信贷/新

增社会融资规模)、实际利率、人均小额机构贷款余额,数据来源为 «中国统

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这些变量用于衡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资金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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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当地正规金融机构对于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二)实证分析策略

我们首先分析数字金融的发展状况对新注册企业总数变化的影响.本文

选取新注册企业数的对数以及新注册企业增速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模型如

式(１)所示:

lnentit ＝β０ ＋αi＋β１indexi(t－１)＋β２lpgdpit－１ ＋β３rt－１ ＋β４crdit－１

＋β５loan_GDPit－１ ＋β６loan_SFit－１ ＋β７CYit－１ ＋εit, (１)

其中lnent表示新增企业数的对数,α用于描述各省不随时间变化的一些会影

响创业行为的不可观察的因素,index代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lpgdp为人均

实际 GDP的对数,用以控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r表示实际利率,用以近

似平均资金成本;crd表示人均小额贷款余额的对数,用以近似度量小微企业

从正规金融机构可获得资金的程度(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小额贷款公

司的贷款余额计算的滞后一期人均小额贷款余额);loan_ GDP表示各省信贷

总额/GDP,loan_SF则为信贷总额/各省社会融资规模;CY 为省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及 “创业”的次数.
本文旨在考察数字金融的发展是否会促进企业创业.具体而言,我们用

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度量一省数字金融的发展状况,并评估该指数与该

省新增企业数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要识别数字金融对创业的影

响需要处理两类问题.第一是反向因果问题,即一个地区的创业活动本身可

能会推动当地的数字金融的发展状况,而不仅仅是数字金融促进了创业.第

二是即便我们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创业的资金成本高低,以及

当地对于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还会存在其他因素导致企业创业趋势发生变

化,但这一变化可能和数字金融的发展无关.
对于反向因果问题,我们采取以下策略.第一,本文对所有解释变量都

使用一阶滞后项,即评估上年的数字金融、经济发展水平、资金成本等如何

影响当期企业创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弱反向因果问题(Wooldridge,

２０１０).第二,我们考虑采用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工具

变量,一方面,互联网普及率作为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与数字金融的变化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在控制当地经济水平、资金获取成本以及正

规金融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后,互联网普及率与新增企业之间并不存在直

接的关联渠道,这使得互联网普及率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我们首

先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互联网普及率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做一阶段回归,并

检验工具变量是否为弱工具变量.在一些回归中,存在不能在１０％显著性水

准下排除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考虑对弱工

具变量稳健的 AR 类检验(Stockand Wright,２０００;AndersonandRu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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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又 由 于 AR 检 验 要 求 工 具 变 量 完 全 满 足 排 除 条 件 (exclusion
condition),而这一点可能过于严格,我们采用 Berkowitzetal (２０１２)提出

的FAR(FractionallyResampledAndersonandRubin)检验来考察工具变量的

适用性.该方法容许工具变量可能是弱工具变量并且是几乎满足排除条件的

情况下,给出稳健的估计量.
对于其他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创业活动这一点,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处理相

应影响.第一,本文回归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这样就可以控制一地创业文

化等可能同时影响数字金融发展和创业活动的、短期内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

因素.另外,我们梳理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间究竟有哪些事件可能会直接影响企

业创业.我们发现,对企业注册影响最大的政策变化是商事制度改革.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２５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

本登记制度改革.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司注册资本由

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并取消原有对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出资

额、出资时间等硬性规定,以及取消经营范围的登记和审批.可以预知,商

事制度改革降低了企业注册登记成本,是政府在促进创业方面的重大举措.
由于商事制度的改革从决定到具体实行存在时间差,而２０１５年被认为是商事

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一年,很多省份也是在２０１５年正式将这一改革落

地.因此我们设立虚拟变量,其取值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为１,其他年份为０,
来控制这一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的企业创业趋势的变化.此外,不同地区对创

业的支持力度,包括对 “双创”的响应力度也存在动态差异,固定效应不能

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我们通过收集各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关于 “创业”
表述的出现次数,作为地方政府鼓励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的一个代理变量.
第二,本文使用的人均实际 GDP、城市化率均采取了去均值处理,以避免多

重共线性带来的估计效果不稳定.表２给出了本文所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以及创业活跃度,均存在

明显的地区差异.

表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１２１ 　　１１８４３ 　　５９１３ １６２２ 　　２３９５３
覆盖广度指数 １２１ １０１０７ ６３９０ １９６ ２６８３９
使用深度指数 １２１ １６８００ ５９１８ ６７６ ２８０９３
数字支持指数 １２１ １３２７７ ８７４４ ７５８ ３００８４
新增企业对数 １２１ １０５０ ０９９ ７２０ １２５８
城镇化率 １２１ ０５４ 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９０
人均 GDP １２１ １０６２ ０４３ ９７０ １１５６
实际利率 １２１ ２８４ １２６ ００１ ４４５
人均小贷余额 １２１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８７
信贷总量/GDP １２１ １１３ ０３４ ０６５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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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创业

的次数
１２１ 　　６３８ 　　３６９ 　０００ 　　２０００

信贷总量/社会融资规模 １２１ ６８４７ １５５９ ２９９０ １０４１９
互联网普及率 １２１ ０４６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７７
新增小微企业数量 １２１ ３６４２２３０ ３４０９９８５ ８２３００ １９７１７２００
新增小微企业占比 １２１ ０５９ ０１１ ０３３ ０７９
对数 VC总额 １２１ ５７７ １６０ １１１ ９８４
新增专利数 ６２ ２２８２３２９ ３０２４３６８ ３９７００ １３６８３８００

四、数字金融对创业的影响

(一)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创业的总效果

　　本文的基准模型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为避免 “那些中小企业发

展比较多的地区数字金融程度才好”这一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首先采用各省网络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表３首先报告工具变量对数字

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虽然上年数字普惠金融总指

数对新增企业数以及对其增速都有统计上显著的效果,但是F 统计量显示只

能在２０％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

表３　工具变量一阶段结果

上年总指数

上年网络普及率 ３１７３１５∗∗∗

(１０９１７７８)
上年人均 GDP ３２２４７１∗∗∗

(６２０２６７)
上年实际利率 ６６５４∗∗∗

(２１７８６)
上年人均小贷余额 ２４２９６

(４３３１３１)
上年信贷总量/GDP －９４４３

(１１５６０４)
上年信贷总量/社会融资规模 －０４０７

(０２４４１)
上年提到创业次数 －０１９７

(０３１６１)
上年对数 VC总额 １１４０

(１０２７１)
时间控制 是

样本量 １２１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其中∗∗∗ 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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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给出了分别以新注册企业数的对数以及新注册企业增长率为因变量

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和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并给出对弱工具变量和弱外生检

验稳健的FAR检验结果.其中,第(１)、(２)列为基准模型,第(３)、(４)列为

采用工具变量的模型.可以看到,对于新注册企业对数为因变量的工具变量

回归,FAR检验的p 值为００４１３,对因变量为新注册企业增长率的回归,

FAR检验的p值为００３４３.因此可以在５％的显著性水准下考察上年总指数

对新增企业数的影响.
根据表４,无论是基准模型还是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回归结果都显示,数

字金融越发达的省份,新注册企业的数量也越多.该表也说明,企业创业意

愿对资金成本的反应比较敏感,即实际利率较高的地区企业创业意愿较低;
另外,从正规金融机构可以获取的小贷资金的额度总体上对企业创业影响不

显著,表明现有正规金融体系对于企业创业的支撑力度较弱.
就上述回归的经济显著性而言,如表４所示,指数增长１个单位,新增

企业增长０４４％(固定效应估计)和１６１％(固定效应＋IV估计),考虑到各省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２０１２年的平均４０９９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平均１５７２０,我

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促进作用.

表４　新增企业数与总指数的关系

变量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IV

新增企业对数

(１)
新增企业增速

(２)
新增企业对数

(３)
新增企业增速

(４)

上年总指数 ０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３８５∗∗∗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１３６) (０００６３８) (０００４８８)

上年人均 GDP ２９０２∗∗∗ １４０１ －２１３０ －２５９５

(０９３７) (１０３１) (２８５２) (２０３０)

上年实际利率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７２∗∗∗ －０１９７∗∗∗ －０１２５∗∗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４９１)

上年人均小贷余额 －０３４９ －０１１７ －０５１２ －０２４６

(０３１３) (０２７６) (０３８４) (０３２５)

上年信贷总量/GDP ０２４０∗∗ ００４０２ ０２４４ ００４２７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２) (０２５２) (０１３２)

上年提到创业次数 －０００９８９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８０９ －０００９７９

(０００６９１) (０００６５４) (０００６９１) (０００７１９)

上年信贷总量/社会融

资规模
００００３７０ ００００７２３ ０００５７３ ０００４９８

(０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１６９) (０００３８４) (０００４４７)

上年对数 VC总额 ０００３４６ －０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７３３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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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IV

新增企业对数

(１)
新增企业增速

(２)
新增企业对数

(３)
新增企业增速

(４)

时间控制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R２ ０８９０ ０８３３ ０７８３ ０７１５

WaldＧF统计量 ６５１８ ６５１８

Far检验P 值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３４３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其中∗∗∗ p＜００１,∗∗ p＜００５,∗ p＜０１.WaldF 检验临界值为

１６３８(１０％水平),８９６(１５％水平),６６６(２０％水平),５５３(２５％水平).因以下回归样本量相同,若

无特殊说明,临界值均以此为准.

(二)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的影响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度量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

的三个子指标合成,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哪些层面的发展促进了企

业创业.换言之,这种促进作用是因为参与数字金融的人群多,数字金融提

供的服务更为多样,还是因为数字金融效率的提升,或者几种因素都有.表５
展示了这三个维度的发展程度对新增企业数的影响.其中,第(１)—第(３)列
为采用固定效应的基准模型,第(４)—第(６)列为采用工具变量的回归模型.
该表显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改善都有利

于创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具体来说,随着覆盖广度的增加,一个地区使用支

付宝等电子账户的人群增加,这就能为创业者提供更好的金融环境.而深度

指标的改善表明,数字金融的各种服务功能,如信贷和保险功能,可以为创

业者获得资金、降低创业风险,提高创业者的创业动机.而数字支持能力的

提升表明支付更有效率、交易更加便利,效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表５　新增企业对数与数字金融子指数

新注册企业对数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IV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上年覆盖广度指数 ０００７９６∗∗∗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０２５６) (０００６６９)

上年使用深度指数 ０００２５５∗∗∗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００７９７) (００１２５)

上年数字支持服务 ０００１９２∗∗ ０００８８５∗∗

程度指数 (００００７０４) (０００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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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注册企业对数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IV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上年人均 GDP ２０９６∗ ３９５２∗∗∗ ３０９５∗∗∗ －１５７７ －１９３８ －３１４９
(１２０３) (０７１２) (０８８４) (２２１１) (３８６２) (４０４７)

上年实际利率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２９∗∗∗ －０１８６∗∗∗ －０３４５∗ －００９５０∗∗∗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４６７) (０１８３) (００３２７)

上年人均小贷余额 －０２２９ －０４３３ －０２９９ －０１５０ －１４２４ －０３３９
(０３００) (０３４０) (０３７２) (０２２１) (１３５２) (０３２４)

上年信贷总量/GDP ０２２７∗ ０２３６∗ ０２５７∗∗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５ ０３１９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１) (０１６０) (０２３６) (０２５３)

上年提到创业次数 －０００９８６ －０００９６９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８８９ －０００３６５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６５９) (０００７１８) (０００６７４) (０００６７８)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８０７)

上年信贷总量/社会融

资规模
００００６０９ ００００１６７ －００００５９１ ０００３６８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３３２
(０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１８８) (０００３２４)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４８８)

上年对数 VC总额 ０００４９８ ０００３３８ ０００４４７ ０００１４８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６７５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２４６)

样本量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R２ ０８９６ ０８８５ ０８８５ ０８５７ ０４０５ ０７４７

WaldＧF统计量 １２３７７ ２００８ ５９２８

FAR检验P 值 ００４１２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３７５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其中∗∗∗ p＜００１,∗∗ p＜００５,∗ p＜０１.WaldF 检验临界值为

１６３８(１０％水平),８９６(１５％水平),６６６(２０％水平),５５３(２５％水平).因以下回归样本量相同,若

无特殊说明,临界值均以此为准.

除了直接刻画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于不同省份创业企业数量的影响之外,
我们也考察这一发展程度对于创业增速的影响.表６表明,数字金融的覆盖

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较好的地区,创业的增速也比较快.

表６　新注册企业增速与数字金融子指数

新注册企业增速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IV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上年覆盖广度指数 ０００６６７∗∗∗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２４２) (０００５０１)

上年使用深度指数 ０００２３９∗∗∗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００８３４) (０００９０２)

上年数字支持服务 ０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７２１∗∗

程度指数 (００００７９８) (０００３２９)

上年人均 GDP ０７８５ ２２５２∗∗ １６４６ －２１４５ －２４３９ －３４２６
(１２４７) (０８３１) (０９９３) (１７３４) (２６７３) (３０５３)

上年实际利率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３１８ －０１１６∗∗∗ －０２４５∗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３７９)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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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注册企业增速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IV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上年人均小贷余额 －００１４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４９０ －０９８９ －０１０５
(０２７８) (０２８８) (０３３０) (０１９９) (１０６４) (０２４８)

上年信贷总量/GDP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１９８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０) (０１４１) (０１７８) (０１９３)

上年提到创业次数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６１８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６３７) (０００６８５) (０００６３７) (０００６２１)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６３５)

上年信贷总量/社会融

资规模
００００８５９ ００００６７５ －００００１６１ ０００３３１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３０２
(０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２７６)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４１９)

上年对数 VC总额 －６９１e－０５ －０００１８３ －００００４５２ －０００２８６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９５７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２６４)

样本量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R２ ０８３８ ０８２９ ０８２５ ０７９６ ０２９７ ０６６７

WaldＧF值 １２３７７ ２００８ ５９２８

FAR检验P 值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３６３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其中∗∗∗ p＜００１,∗∗ p＜００５,∗ p＜０１.WaldF 检验临界值为

１６３８(１０％水平),８９６(１５％水平),６６６(２０％水平),５５３(２５％水平).因以下回归样本量相同,若

无特殊说明,临界值均以此为准.

五、数字金融对创业影响机制的分析

上述分析显示,一个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越发达,那么该地区产生

的创业企业数量越多,企业创业的增速也越大.对于创业的这些变化来说,
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发展,都是促进企业

创业的具体途径.那么进一步需要解释的就是数字金融影响创业的机制.正

如文献部分我们所阐述的,数字金融影响创业的机制可能包括以下三个:弥

补传统金融覆盖不足的不发达地区的创业,促进相对更小规模的小微企业的

创业,以及促进创新.因此,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验证这三个机制:

(一)扩大金融覆盖,助力不发达地区

如果数字金融是通过扩大金融覆盖程度而影响创业,那么过去正规金融

机构未能触达的地区,可以通过数字金融享受到现代金融体系的服务,进而

促进这些地区的创业行为,属于 “雪中送炭”.而发达地区传统金融机构网点

众多,数字金融的作用更多是丰富了创业者的选择,属于 “锦上添花”.因

此,实证中我们考虑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影响,研究数字金融对创业的作用

是否在不发达地区更加明显.
具体而言,为了验证这个机制,沿用我们之前的模型,加入城镇化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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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地区发达程度,并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城镇化率的交互项来着重刻画

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和地区发达程度之间的交互如何影响创业.表７报告了回

归结果,我们分别报告采用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１)
列和第(３)列考察对企业数量的影响,第(２)列和第(４)列则估计对创业企业增

速的影响.
对新增企业数量和新增企业增速的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城镇

化率的交互项都显著为负,说明城镇化程度越低的地方,数字金融的边际效

用越大.因此,可以看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不发达的地区的创业企业数量的

增加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了数字金融是具有普惠性的.

表７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镇化率

变量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IV

新注册企业对数

(１)
新注册企业增速

(２)
新注册企业对数

(３)
新注册企业增速

(４)

上年总指数 ０００８１７∗∗∗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９２４∗∗∗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２５９) (０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２９８) (０００３０３)

上 年 总 指 数 × 城 镇

化率
－０００８４１∗∗ －０００９３３∗∗∗ －０００９０８∗∗∗ －０００８４４∗∗∗

(０００３４１) (０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２７８)

上年城镇化率 ９２３８∗∗ ６４２５ ９３８２∗∗ ６２３５
(４１５４) (４６９２) (３９８２) (４２３３)

上年人均 GDP －０９１３ －０９６１ －１１２３ －０６８４
(１４６１) (１１９４) (１３７８) (１１２３)

上年实际利率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７１８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４８９)

上年人均小贷余额 ００９０９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０ ０１３４
(０４９４) (０５４８) (０４６８) (０４９１)

上年信贷总额/GDP ０１０９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９３４ ００９８７
(０２４４)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８) (０２０１)

上年提到创业次数 －０００７９３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８０６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６７２) (０００５９０) (０００６２９) (０００５４０)

上年信贷总量/社会融

资规模
０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０７０２ ０００１７５ ００００５５９
(０００２２８) (０００２６３) (０００２１４) (０００２４２)

上年对数 VC总额 ０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５３２ ０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５５６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６８)

样本量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R２ ０９１４ ０８３３ ０９１４ ０８３２

WaldＧF值 ５６７３９ ５６７３９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其中∗∗∗ 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表７WaldF检验临界值为

１９９３(１０％水平),１１５９(１５％水平),８７５(２０％水平),７２５(２５％水平).

(二)降低交易成本,扶持小微企业

如果数字金融通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扩大融资供给而促进创业,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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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因其缺乏经营历史记录,融资规模小等原因,其融资成本高于大中

型企业,会在其中获益相对更多.因此,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小微企业创业

的作用应该比对大中型企业创业的作用更大.在实证中,我们将不同规模新

注册企业分组回归,以识别数字金融对于小微企业创业的作用是否更强.
由于无法跟踪获取企业运营实际规模,我们根据工商注册资料将创业企

业按照规模分为三类:注册资本在０—５０万为微型企业,５０万—１００万为小

型企业,１００万—５００万为中型企业,５００万以上为大型企业.
　

①２
　从图１可以看

到,不同省份的小微企业占比差异很大,占比最低的宁夏不足４０％,而小微

企业占比最高的广东则达到７０％以上.回归结果如表８所示,数字金融的发

展能显著提高微型企业的占比,因此数字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机制主要在于促

进微型企业创业,这也验证了上文所述的机制.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省小微企业平均占比

表８　小微企业创业回归结果

企业规模占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IV

微型

(１)
小型

(２)
中型

(３)
微型

(４)
小型

(５)
中型

(６)

上年总指数 －００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２０ －８８８eＧ０５ ００００７４５∗ －００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０５１８
(００００４６６) (００００５２１) (００００６２３) (００００３９１) (００００５４２) (００００５４８)

上年人均 GDP ０１８８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６８７ ０２２５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０１２１
(０１７６) (０２７７) (０３０３) (０１９６) (０２８１) (０２７３)

①　　 　　２ 虽然商事制度改革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因此可能存在注册资本未必能
很好近似企业实际规模的问题,但是由于商事制度改革的具体实施往往在２０１４年以后,并且企业注册资
本高低本身还是反应了企业主对于规模的计划,我们仍采用注册资本来度量企业规模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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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企业规模占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IV

微型

(１)
小型

(２)
中型

(３)
微型

(４)
小型

(５)
中型

(６)

上年实际利率 ０００８３５ －０００４７３ －０００７８５ ００００６５３ －０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７２９

(０００６４７)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０６４４)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２２)

上年人均小贷余额 ０００４５１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０８２６ －０００１７４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９５０) (００７７６) (００９０４)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７３７) (００８３９)

上年信贷总额/ －００２１４ －０１１０∗∗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９６６ －０１１４∗∗ －００３１２

GDP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５０１)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４５４)

上年提到创业次数 －００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０６３３ －００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１６５ －００００８２５

(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０８７４) (００００９５９) (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０８００)

上年信贷总额/社会融

资规模
００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０３４７ －００００７４１ ００００２０１ ００００３２０ －００００６９３

(００００３７６) (００００３８２) (００００６０２) (００００４１１) (００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０５８０)

上年对数 VC总额 －０００２１２ －０００２０６ ０００３６２∗ －０００２６２ －０００１８７ ０００３９６∗∗

(０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２７５) (０００２１２) (０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２４２) (０００１７６)

时间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１２１

R２ ０８１２ ０２９１ ０６５４ ０７９９ ０２８８ ０６４８

WaldＧF值 ６７０４７ ６７０４７ ６７０４７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其中∗∗∗ 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表８WaldF检验临界值为

１９９３(１０％水平),１１５９(１５％水平),８７５(２０％水平),７２５(２５％水平).

(三)促进创新,提供创业机会

如果数字金融促进创新,进而影响创业,那么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数字金

融对创新有显著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采用专利数量来衡量创新,以

检验这一机制.为了衡量数字金融通过创新影响创业的机制,我们基于网络

抓取的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新增专利数据,汇总为全省的专利数据,并将其作

为因变量,衡量数字金融对创新的影响.模型上也采取与新增企业数回归类

似的方法,对每个省份每年新增专利数的对数建立模型,加入与省份回归相

同的控制变量并进行面板回归.表９显示了回归结果,其中第(１)列是总指数

对新增专利对数的回归,第(２)—第(４)列分别是对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

字支持服务程度对新增专利对数影响的回归.可以看到,无论是总指数还是

子指数,都对新增专利有正向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也可能是数字金

融促进了创业,进而促进了创新,因此,数字金融与创新、创业之间的关系,
还有待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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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新增专利数对数与数字金融子指数

对数新增专利总数
固定效应

(１) (２) (３) (４)

上年总指数 ０００５３２∗

(０００２８１)

上年覆盖广度指数 ０００９１５∗

(０００５０３)

上年使用深度指数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４８９)

上年数字支持服务程

度指数
０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０８０１)

上年人均 GDP ０４７０ ０３４４ －０６４２ ０５７０

(２２４９) (２２０４) (２３１４) (２２９３)

上年实际利率 －０４０５∗∗∗ －０４１２∗∗∗ －０４６７∗∗∗ －０４０７∗∗∗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６)

上年人均小贷余额 ２１４８ ２１４１ ２４４１∗ ２１５７

(１３８４) (１３９４) (１３７８) (１３７９)

上年信贷总量/GDP ２２７０∗∗ ２５１４∗∗ １８３５∗ ２３３２∗∗

(１００４) (０９１９) (０９３０) (１００９)

上年提到创业次数 －０００６２８ －０００８４６ －０００５３３ －０００６０２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１９０)

上年信贷总量/社会融

资规模
－０００５５２ －０００５８７ －０００７３１ －０００４７９

(０００５１６) (０００５１１) (０００５６２) (０００５１１)

时间控制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６２ ６２ ６２ ６２

R２ ０８２６ ０８２７ ０８２３ ０８２５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其中∗∗∗ 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由于在新增专利授权数中,有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等三种类别,因此我们也使用三者占比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对发明专利的占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外观设计专利、新型实用

专利占比没有显著影响.根据中国专利法等相关规定,发明专利指前所未有、
独创、新颖和实用的专利技术或方法.可以认为,发明专利在上述三种专利

类型中的技术含量及价值最高,这也体现在发明专利的保护期最长 (２０年).
由此可以看到,数字金融的发展确实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创新,这与上文的结

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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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新增分类专利占比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分类占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IV

发明专利

(１)
外观专利

(２)
实用专利

(３)
发明专利

(４)
外观专利

(５)
实用专利

(６)

上年总指数 ０００２２１∗∗ －００００２４６ －０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３６６∗∗ －０００３７０ ４４２eＧ０５
(００００８５８) (０００２４７) (０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２９２) (０００２３５)

上年人均 GDP －０４６６ －０３１０ ０７７６ －１０９１ １１８１ －００９００
(０５１１) (１１８７) (０９８８) (０８１８) (１２９４) (０９９４)

上年实际利率 ０００８６８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５４６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７１５∗ ００５９４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４３０) (００３６３)

上年人均小贷余额 －０１０６ ０２６４ －０１５８ －００８５９ ０２１６ －０１３０
(０１５５) (０３１５) (０３３２) (０１５６) (０３６６) (０３４８)

上年信贷总额/GDP －０００４３７ －０３２６ ０３３１ －００７８４ －０１４９ ０２２８
(０１２２) (０４２７) (０３５６) (０１０２) (０２６３) (０２３５)

上年提到创业次数 －７０６eＧ０５ ０００３６９ －０００３６２ －０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６４２ －０００５２１
(０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３１３) (０００１９４) (０００５０３) (０００４３６)

样本量 ６２ ６２ ６２ ６２ ６２ ６２

R２ ０５１０ ０１６３ ０２１２ ０４８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９２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其中∗∗∗ 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

六、结　　语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各类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缩小城乡差距、改

善严峻的就业现状,中国大力倡导创新创业,并致力于为创业提供更加有利

的社会环境.数字金融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能够打破地域

的限制,降低交易成本.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不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提

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实现以较低成本向全社会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

体提供较为便捷的金融服务.因此,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满足普惠金融的要

求,为欠发达地区和小微企业提供赶超的可能,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平衡发

展.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新注册企业等数据相结合,研究数字金融的

发展对创业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从新注册企业数量的角度,我们的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

高企业创业的活跃度,即数字金融越发达的地区,每年新注册企业数量越多,
创业增速也越快.进一步分析各数字普惠金融子指数的作用可以看到,数字

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提高都有利于促进企业创业.
换言之,一个地区数字金融的参与用户数目越多,支付功能越发达,保险功

能越完善,信贷功能越有效,当地居民创业的可能性越大.这一机制在采用

了时间滞后项和工具变量的情况下仍然非常稳健,说明数字金融对创业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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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比较稳定的正向影响.
在探究数字金融促进创业的背后机制中我们发现,在城镇化率越低的地

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边际作用越大,即数字金融对不发达的地区的创业

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另外,数字金融对每年的新增小微企业数的作用显著为

正,而对大中型企业数无显著正向作用,说明数字金融更多的是促进了小微

企业的创业.这两个方面相结合表明数字金融确实能够发挥其普惠的功能,
在缩小地区差距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方面起到一定作用.此外,通过对创

新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和创新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说明数字

金融可能通过提高创新助力创业.
研究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创业的影响无论在学术价值上还是在政策的制定

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分析表明,持续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不断完善

数字金融的各个方面,扩大使用广度,挖掘数字金融的各项功能,完善数字

金融在支付、信贷、保险等方面的功能,弥补传统金融难以服务中小企业和

不发达地区的不足,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在促进创业和改善地区发展不平衡上

的作用,实现真正的普惠价值.当然,我们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其中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研究的因变量是创业活动的产生,而不是创业活动

的成功.对于数字金融对创业的正向影响,可以解读为数字金融通过帮助创

业者,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创业者和小微企业创业者解决资本约束,从而增

加了创业活动.但是,我们的结果无法说明这些创业活动是否获得了成功并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获得数字金融支持更多的是

“草根”创业人群,因此数字金融的发展存在一定风险.这些风险是否会触发

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考察.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数

字金融支持创业的具体结果,从而更充分展现数字金融对创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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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igitalFinancePromote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fr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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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ispaperwematchtheprovincialＧleveldataofDigitalInclusiveFinancial
Indexfrom theInstituteof DigitalFinanceatPeking University withtheregistration
informationofnewenterprisesthatmeasurethedegreeofentrepreneurialactivityinthe
region,andstudytherelationship betweenthedevelopmentofdigitalfinanceandthe
entrepreneurship．Afterconsideringfactorssuchasendogeneityproblem,wefindthatthe
developmentofdigitalfinance plays a significantrolein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Moreover,thecoverage,theusagedepthandthedigitalsupportofdigitalfinancealso

promoteentrepreneurshipsignificantly．Atthesametime,intheanalysisofthemechanism,

wefindthatthedevelopmentofdigitalfinancehasastrongerencouragementeffecton
entrepreneurshipfortheprovinceswithlowerurbanizationrateandtheenterpriseswithsmall
registeredcapital,whichreflectstheinclusivenessofdigital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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