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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明晰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厘清金融科技助力共同富裕的

实现路径，将赋予金融科技发展新的时代使命。本文围绕共同富裕 “发展”、“共享”和

“可持续”的核心内涵，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挖掘技

术构建金融科技发展指标，进而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和影响路径。
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金融增长效应、金融深化效应和金融可持续效应，分别从 “提

高生产力”、“减少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三条路径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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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随着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正式提出，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由此共同富裕在当

下及未来一段时间，都将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奋斗方向。特别在后疫情时代，当我们从西

方国家的现实经历中发现库兹涅茨曲线并不能充分证明收入分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善时，我们

必须重视并解决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等尖锐问题，探索符合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径。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在发展速度、覆盖范围和影响深度等方面都

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金融科技作为数字经济在金融业的重要应用，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

讨金融科技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解读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以 “富裕”为基础，大力发展生

产力; 以“共享”为核心，推动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共享发展红利; 以 “可持续”为保障，谋求

可持续的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 ( 李金昌等，2022［1］)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金融科技发

展规划 ( 2022—2025 年) 》 ( 银发〔2021〕335 号) 指出，要以公平为准则、以普惠为目标，让金

融科技成果更公平、更广泛、更深入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由此，本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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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发现两者有很强的契合性: 一是金融科技强化资本要素和

数据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促进全社会生产力的提升; 二是金融科技推动金融深化发展，

能丰富金融市场层次、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辐射范围，在存款端保障人民群众资产收益率和

资金流动性，而在贷款端让更多长尾客户享受到金融资源，有利于发挥金融体系再分配的作用，

减少金融市场的歧视与不平等; 三是金融科技维护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运用大数据技

术提高金融机构的风控水平，保障金融机构业务安全性，另一方面利用金融科技加强对绿色信贷

的识别和审核，通过靶向监测、精准放款，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行业倾斜，助力生态环境可

持续发展，保障代际公平的共同富裕。
从现有研究来看，鲜有文献研究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但金融科技在促进经济增

长、缓解金融弱势群体融资约束、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防范金融风险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在

经济增长方面，金融科技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地区创业活动，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 Kapoor，
2014［2］) ，但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在西部地区效果更为明显 ( 傅利福等，2021［3］) ，并有研究

发现金融科技在落后地区有更高的发展速度，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 张勋等，

2019［4］) ，同时，宋敏等 ( 2020) ［5］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 “赋能”传统金融机构，使得金融能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并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缓解金融

弱势群体融资约束方面，盛天翔等 ( 2020) ［6］使用小微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金

融科技提高了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银行能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信贷供给，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尹志超等 ( 2018) ［7］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 CFPS) 的匹配数据，发现推广互联网金融，能有效
释放家庭信贷需求，并降低家庭信贷违约概率; 何婧等 ( 2019) ［8］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不仅能

缓解农户信贷约束，而且能促进农户创业，提高创业效率。在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方面，金融科技

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 张勋等，2020［9］) ，且在非粮食主产区的效果更为显著 ( 刘
心怡等，2020［10］) ，还有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改善了居民内部的收入差异 ( 黄倩等，2019［11］) 、打
破传统 金 融 的 城 乡 二 元 结 构 ( 王 修 华 等，2022［12］) 、缓 解 了 城 乡 相 对 贫 困 状 况 ( 刘 魏 等，
2021［13］) 。然而，有研究提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金融科技提升了贫困发生的可能 ( 何宗樾等，
2020［14］) ，贫困家庭因缺乏数字工具，不能便捷购买理财产品，导致加剧城乡相对贫困 ( 胡联等，
2021［15］) 。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黄益平等 ( 2021) ［16］利用我国头部金融科技企业数据分析发现，

金融科技相较于传统风控模型在信息和模型方面有突出优势，能有效预测信贷违约风险，进而扩

大信贷服务对象; 金洪飞等 ( 2020) ［17］选取国内 261 家银行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显著降低了

银行风险水平，同时降低了银企信息不对称，并有利于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投入。此外，

金融科技在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 尹振涛，2021［18］) 、抑制城市环境污染 ( 房宏琳等，2021［19］)

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 段永琴等，2021［20］) 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综上所述，相关文献为本文从

提高生产力、减少不平等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展开金融科技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提供了

理论基础。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 第一，研究视角方面，金融科技作为金融业创新发展的未来新趋

势，共同富裕作为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当前鲜有文献探讨两者间的影响关

系，本文为实现共同富裕探索了金融科技的助力路径。第二，研究内容方面，本文从金融增长、
金融深化和金融可持续三个方面出发，阐释并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机制，证

明了金融科技在提高生产力、减少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三，研究方法方面，

当前共同富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研究，本文从发展侧、共享侧和可持续侧三个层面构建共

同富裕评价体系，实证探讨了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及其分项子指数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共同富

裕相关的经验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共同富裕具有“发展”、“共享”和 “可持续”多维特征 ( 陈丽君等，2021［21］) ，其中，“发

71



展”是共同富裕物质基础，需要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把全体 “蛋糕”不断做大; “共享”是共同富

裕的核心内涵，共享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杀富济贫”，而是建立在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的基础

上，人人参与到共享发展的过程中 ( 李实，2021［22］) ; “可持续”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共同富

裕不能是以损害未来发展潜能为代价的短暂富裕，而应是建立在社会安定和环境可持续承载基础

上的富裕 ( 沈满洪，2021［23］) 。金融科技通过各类科技手段创新传统金融业的产品、服务和商业

模式，已成为金融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渠道。本文将从金融增长效应、金融深化效应和金融可持续

效应三方面，阐述金融科技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如图 1 所示。

图 1 金融科技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路径

( 一) 金融科技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 金融增长效应

金融科技是以数字技术支撑金融发展的金融新业态，其核心内涵离不开金融的资本属性和数

字技术运用积累的数据属性。尤其在 2020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 中发〔2020〕9 号) 明确指出，将数据与资本、土地和

劳动等一并列入生产要素，深刻认识了数据要素的重要价值。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的支柱力量，

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加速了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金融科技天生具备金

融属性，服务实体经济、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金融科技通过信息化改造促进银行服务效率提升，

能大幅缩短信贷审批周期 ( Claessens et al． ，2018［24］) ，减少金融市场摩擦，有效降低金融供需双

方间交易成本 ( Buchak et al． ，2018［25］) ，进而提升资本生产要素效率，促进金融产业增长; 另一

方面，银行凭借大数据技术获取大量 “足迹”数据，并借助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高效处理

海量数据，从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中获取变量间的关系特征。商业银行通过有价值的数据要素挖掘

出潜在客户需求，为客户匹配相应的金融服务，在数据支撑下优化运营模式，增加金融服务价值，

促进金融产业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 金融科技通过促进资本和数据生产要素提升的金融增长效应，提高生产力水平，进而

促进共同富裕。
( 二) 金融科技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 金融深化效应

金融机构存在的准入门槛，是阻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者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重要因素，而要

打破这类金融抑制、实现金融深化发展，不能仅寄托于制度安排，更需要数字技术的赋能发展。
商业银行是我国居民接触金融服务最多的金融机构，而银行存贷业务则是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和盈利业务。因此，如何通过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以实现金融深化发展是突破金

融准入门槛的重要渠道。在银行存款业务端，一方面，金融科技赋能银行开展数字化升级，通过

开发和完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金融服务功能，打破传统银行网点的物理束缚，提升金融服务

的可得性和覆盖范围，特别为偏远地区居民提供透明化、均等化的金融服务，进而提高传统金融

弱势群体的金融可及性;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获取

81



广大客户的潜在需求，针对不同资产水平和风险偏好的客户，匹配定制化的理财服务，帮助客户

提升存款收益率，进而提高社会整体财富水平。在银行贷款业务端，由于长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

题，导致存在数量庞大的长尾客户无法公平的获得信贷资源。而金融科技赋能银行贷款业务，通

过大数据收集“数字足迹”和人工智能预测违约行为，将传统的软信息 “硬化”，缓解银行和借

款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筛选出优质长尾客户，使得长期受到信贷歧视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能通过金融科技发展获得信贷支持，进而有效兼顾信贷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基于此，本

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 金融科技通过提供个性化理财服务和促进信贷资源均等化的金融深化效应，实现减少

不平等，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 三) 金融科技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 金融可持续效应

金融科技的可持续效应主要体现在保障金融体系安全和促进金融绿色化发展两方面。在金融

安全方面，虽然我国没有真正经历过金融危机，但无处不在的金融风险一直是影响社会稳定发展

的潜在威胁，而金融科技依赖的核心技术能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进而防范金融风险。
其中，大数据技术能有效获取海量数据，云计算技术能极大提高数据处理速度和规模，两者结合

帮助银行积累大量有价值数据资源，再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对信贷项目违约可能性进行准确预测，

有效保障银行贷款质量。同时，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特征，能在反洗钱、
反诈骗等方面给予银行重要支持 ( 王海军等，2021［26］) 。在绿色发展方面，首先，金融科技应用

掀起的电子化、数字化办公方式是绿色低碳的代表，并随着金融活动通过技术溢出等方式引入到

其他行业，能有效降低社会整体的实物资源消耗，实现低碳减排; 其次，争取早日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为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企业低碳转型，政府会要求银行信贷环境

门槛 ( Yang et al． ，2021［27］) ，金融科技则能帮助银行获取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环境指标，有效防

止部分企业“洗绿”行为，为真正的绿色低碳企业匹配更多金融资源。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说:

假说 3: 金融科技通过保障金融安全和促进绿色发展的金融可持续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进

而促进共同富裕。

三、样本、数据与模型设定

( 一) 样本和数据

本文选择中国全部 54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1—2020 年。金融科技指

标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构建金融科技词典，从上市银行年报中爬取相关金融科技词汇，并统计

词频以衡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共同富裕指标数据来源于国 家 统 计 年 鉴、EPS 数 据 库、
CSMAR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Wind 数据库; 商业银行数据来自于 Bankfocus 数据库; 宏观

经济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
( 二) 核心变量度量

1． 金融科技水平测度

截止 2020 年末，54 家上市银行总资产规模达 218. 26 万亿元，占全国商业银行总资产比例为

82. 12% ①，因此，基于样本代表性和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全部 54 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具体

步骤: 第一步，构建金融科技词典。由于缺乏金融科技通用词典，本文根据 《“十四五”大数据

产业发展规划》 ( 工信部规 〔2021〕179 号) 、 《金融科技发展规划 2022—2025》 ( 银发 〔2021〕
335 号) 和《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 ( 2021 ) 》等权威政策文件及报告，并结合全部 12 家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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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中国上市银行分析报告 2021》。



行金融科技子公司 ( 截止 2020 年底) 在天眼查中显示公司简介和经营范围的内容，对上述文件进

行自然语言处理，采用信息抽取与人工识别的方式获取金融科技应用相关词汇，总计获取 84 个词

汇构成金融科技词典。第二步，对上市银行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先将年报信息进行预处理，获得

各银行不同年度年报的文本信息，并将金融科技词典扩充到 Python 的中文分词库，再对年报信息

进行文本分析，统计获得金融科技发展相关词汇在年报文本信息中的出现频率。第三步，构建金

融科技指标。参考袁淳等 ( 2021) ［28］的处理方法，提取各银行不同经营年份金融科技词汇的出现

频率，用金融科技词汇词频总和数衡量银行金融科技应用水平。
2． 共同富裕指数测度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与相关文献资

料，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从发展侧、共享侧和可持续侧三方面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包含“富裕度”“精神富裕度”“收入协调”“区域协调”“城乡协调”“教育服务”“医疗服务”
“住房服务”“交通服务”“食品安全”“社会保障”“经济高质量”“创新驱动”“生态环境”“绿

色发展”“社会和谐”16 个二级指标，以及 45 个三级指标，详见表 1。本文构建的共同富裕评价

指标体系，分三个层级递进，较为全面且客观地测度了全社会共同富裕水平。
表 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发展侧

富裕度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居民人均可消费支出 +

精神富裕度

个人教育文化娱乐消费 /消费性支出 +

文化产业增加值 /GDP +

文化旅游支出 /财政支出总额 +

文化相关产业就业人数 /年平均从业人数 +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 +

收入协调

基尼系数 －

居民消费贡献率 +

恩格尔系数 －

区域协调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城乡协调
地区人均 GDP 最高最低倍差 －

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 －

共享侧

教育服务
单位人口高等教育机构在校学生数 +

教育支出强度 +

医疗服务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 +

每千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 +

住房服务
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

基础设施
全国公共交通客运量 +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

食品安全
产品质量抽查合格率 +

人均粮食产量 +

社会保障
常住人口抚养比 －

社会保障支出 /GDP +

02



续表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可持续侧

经济高质量

第三产业增加值 /GDP +

万元 GDP 能耗 －

进出口总额 /GDP 0

R＆D 经费支出 /GDP +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 +

废气排放量 /GDP －

废水排放量 /GDP －

绿色发展

六大高耗能工业产业利息支出 /工业利息总支出 +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GDP +

财政环境保护支出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社会和谐

每十万人公证人员数 +

每万人律师数 +

离婚率 －

亿元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

女性人大代表占比 +

少数民族人大代表占比 +

工会平均会员数 +

注: “+”表示正向指标; “–”表示逆向指标; “0”表示适度性指标。
基于本文构建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降维计算，得到 2011—2020 年

全社会共同富裕指数，如表 2 所示。首先，对表 1 中的负向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再对 45 个三级

指标数据进行降维运算。其次，根据总方差解释结果，前 4 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高于 90%，

同时碎石图中，折线从第四个因子开始趋于平缓，故选取 4 个公因子①。最后，基于因子得分系数

矩阵分别计算出 4 个公因子得分，再以每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进行赋权，最终求和得到每一年

全社会共同富裕指数，详见表 2。发展侧、共享侧和可持续侧的三个分项指数采用同样的计算过程

得到。
表 2 2011—2020 年全社会共同富裕指数

年份 共同富裕指数 发展侧 共享侧 可持续侧

2011 － 0. 7273 － 0. 7498 － 0. 9049 － 0. 8994

2012 － 0. 5377 － 0. 2525 － 0. 6053 － 0. 6784

2013 － 0. 3559 0. 3718 － 0. 4000 － 0. 3674

2014 － 0. 2269 0. 1017 － 0. 1088 － 0. 0581

2015 0. 0608 0. 4392 0. 1841 0. 2323

2016 0. 2062 0. 0246 0. 3199 0. 4128

2017 0. 3439 0. 2695 0. 4701 0. 4369

12
① 限于篇幅，总方差解释结果和碎石图未在文中列出，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续表 2

年份 共同富裕指数 发展侧 共享侧 可持续侧

2018 0. 6193 0. 0919 0. 5773 0. 5983

2019 0. 7959 0. 8567 0. 7560 0. 7132

2020 0. 7447 0. 3165 0. 8680 0. 7818

( 三) 模型设计

1． 金融科技对促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

本文构建如式 ( 1) 所示的线性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 Wealth 为共同富裕指数，在不同的回

归方程中用三个分项子指数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为金融科技 Fintech。α1 反映了金融科技水平对全

社会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是本文的重点观测值。Xit 代表宏观控制变量组，包括经济增速 Gdp、
人口增长 Population 和通货膨胀 Cpi，具体内涵详见表 3。

Wealtht = α0 + α1Fintecht + α3Xt + μ ( 1)

表 3 变量定义表

符号 名称 内容说明 性质

Wealth 共同富裕指数 全部 45 个指标降维处理 被解释变量

Wealth1 共同富裕发展侧 发展侧 14 个指标降维处理 被解释变量

Wealth2 共同富裕共享侧 共享侧 12 个指标因降维处理 被解释变量

Wealth3 共同富裕可持续侧 可持续侧 19 个指标降维处理 被解释变量

Fintech 金融科技 上市银行年报爬虫获取 解释变量

L． Index 数字普惠金融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滞后一期 工具变量

Score1 共同富裕得分 1 三个基础性指标合成 ( 主成分分析法) 替代被解释变量

Score2 共同富裕得分 2 三个基础性指标合成 ( 熵权法) 替代被解释变量

Size 资产规模 资产总计取对数 中介变量

Data 数据要素 集成电路产量取对数 中介变量

Save 资金结构 存款和短期资金 /长期资金 中介变量

Loan 信贷结构 消费贷款 /贷款总额 中介变量

Npl 贷款质量 不良贷款额 /客户贷款总额 中介变量

Green 绿色金融 绿色信贷余额取对数 中介变量

Gdp 经济增速 实际 GDP 增长率 宏观控制变量

Population 人口增长 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 宏观控制变量

Cpi 通货膨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宏观控制变量

2． 金融科技促进共同富裕的传导路径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本文探究了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对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三条路径机制。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从金融增长方面来看，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将大幅提升资本生产要素

效率，同时，极大地提升了数据生产要素的积累并加以利用，最终实现了生产力水平提升，从而

助力全社会共同富裕。从金融深化方面来看，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一方面增加了

被传统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长尾客户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另一方面，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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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益于改善金融不均衡不充分现象，从而有效促进共同富裕。从金融可持

续方面来看，金融科技运用将显著增加信贷项目的评估准确性，有利于提升信贷质量，从而降低

银行被动风险承担，保障金融系统安全，同时，金融科技将加快办公方式数字化转型，带动相关

金融业和周边产业大幅降低实物资源消耗，实现行业低碳发展。故经由 “风控 + 低碳”路径，金

融科技保障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有助于代际公平的共同富裕。
综上，本文在金融增长传导路径选取资产规模 Size 和数据要素 Data 两个中介变量; 在金融深

化传导路径选取资金结构 Save 和信贷结构 Loan 两个中介变量; 在金融可持续传导路径选取贷款质

量 Npl 和金融绿色化 Green 两个中介变量，依次针对假说 1 － 3 进行实证分析。
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 ( Alesina et al． ，2011［29］; 温忠麟等，2014［30］) ，本文中三条传导路径，

共六个中介变量，均遵照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流程。
首先，检验金融科技对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效应:

Wealtht = β1 + γ1Fintecht + φ1Xt + μ1 ( 2)

其次，检验金融科技对资产规模 Size、数据要素 Data、资金结构 Save、信贷结构 Loan、贷款

质量 Npl 和金融绿色化 Green 六个中介变量的直接影响作用:

Zt = β2 + γ2Fintecht + φ2Xt + μ2 ( 3)

最后，在控制金融科技的影响之后，分别检验六项中介变量对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Wealtht = β3 + γ3Fintecht + θ1Zt + φ3Xt + μ3 ( 4)

中介变量由 Z 表示，在不同回归方程中分别代表上述的六项中介变量。首先，若式 ( 2 ) 中

γ1 的估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说明发展金融科技对全社会共同富裕有显著直接影响，初步满足

中介效应检验的范式。接下来，当式 ( 3) 中 γ2 和式 ( 4 ) 中 θ1 的估计值均显著的情况下，表明

相应中介变量具有显著间接效应。然而，若两者中至少有一个系数估计值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则需要进行 Bootstrap 检验以进一步判定中介变量间接效应的显著性。最后，考察式 ( 4 ) 中参数

γ3 的估计值显著性，若 γ3 估计结果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说明相应中介变量具有完全中介效

应。反之，在考虑中介变量影响下，发展金融科技对全社会共同富裕的仍然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此时，γ2 × θ1 与 γ3 符号正负性一致的情况下，Z 为不完全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比重为 γ2 ×
θ1 /γ1。

四、实证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金融科技对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汇报于表 4 中，第 1－ 2 列为变量 Fintech 对共同富裕指

数 Wealth 的回归结果，3 － 4 列、5 － 6 列和 7 － 8 列分别为变量 Fintech 对共同富裕增长侧指数

Wealth1、共享侧指数 Wealth2 和可持续侧指数 Wealth3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每一列回归结果

中，核心解释变量 Fintech 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表明金融科技对全社会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从估计结果的数值大小来看，发展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共享侧和可持续侧的正向影响效

果相比增长侧更大。宏观控制变量 Cpi 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说明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上将扭曲

商品的相对价格，造成经济泡沫，使得中低收入阶层财务缩水严重，不利于全社会共同富裕。
表 4 金融科技运用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

变量
Wealth Wealth1 Wealth2 Wealth3

1 2 3 4 5 6 7 8

Fintech
0. 0005＊＊＊

( 0. 0001)

0. 0004＊＊＊

( 0. 0001)

0. 0003＊＊＊

( 0. 0001)

0. 0003＊＊＊

( 0. 0001)

0. 0005＊＊＊

( 0. 0001)

0. 0004＊＊＊

( 0. 0001)

0. 0005＊＊＊

( 0. 0001)

0. 0004＊＊

( 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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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变量
Wealth Wealth1 Wealth2 Wealth3

1 2 3 4 5 6 7 8

Gdp
－ 0. 0174

( 0. 0553)

0. 0509

( 0. 1489)

－ 0. 0050

( 0. 0646)

0. 0107

( 0. 0928)

Cpi
－ 0. 1641＊＊＊

( 0. 0335)

－ 0. 2049*

( 0. 0976)

－ 0. 2531＊＊＊

( 0. 0450)

－ 0. 2575＊＊＊

( 0. 0592)

Population
－ 0. 0369

( 0. 0974)

－ 0. 0877

( 0. 1134)

－ 0. 0327

( 0. 1221)

－ 0. 0360

( 0. 1709)

_cons
－ 0. 525＊＊＊

( 0. 1340)

16. 7414＊＊＊

( 3. 4863)

－ 0. 1335

( 0. 1900)

21. 0985*

( 9. 5601)

－ 0. 4906＊＊

( 0. 1948)

25. 7805＊＊＊

( 4. 6875)

－ 0. 4677

( 0. 2056)

26. 1417＊＊＊

( 6. 1950)

R2 0. 8550 0. 9616 0. 3675 0. 6295 0. 7390 0. 9465 0. 6843 0. 8928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 二) 中介效应检验

金融科技经由金融增长路径促进全社会共同富裕的估计结果展示于表 5 和表 6 中，验证了本

文的假说 1。从表 5 中可以看到，第 1－ 3 列和 4－ 6 列分别列出了资产规模 Size 对全社会共同富裕

指数 Wealth 和增长侧指数 Wealth1 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首先，列 1 和列 4 的结果肯定了金融科技

运用对全社会共同富裕指数及其增长侧指数的直接正向促进作用。列 2 和列 5 的估计结果是相同

的，核心解释变量 Fintech 的系数估计值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金融科技对资产规模 Size
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列 3 和列 6 分别展示了金融科技 Fintech 与资产规模 Size 对变量 Wealth 和

Wealth1 的联合显著性估计结果，变量 Size 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 1. 0124 和 0. 9864，且都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变量 Fintech 的系数估计值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资产规模 Size 是完

全中介变量，且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为 66. 61%和 79. 72%。
表 5 金融增长路径: 资产规模对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Wealth Size Wealth Wealth1 Size Wealth1

1 2 3 4 5 6

Fintech
0. 0004＊＊＊

( 0. 0001)

0. 0003＊＊＊

( 0. 0000)

0. 0000
( 0. 0000)

0. 0003＊＊＊

( 0. 0000)

0. 0003＊＊＊

( 0. 0001)

0. 0000
( 0. 0000)

Gdp
－ 0. 0174

( 0. 0553)

0. 0095
( 0. 0386)

－ 0. 0307＊＊

( 0. 0090)

0. 0509
( 0. 1489)

0. 0095
( 0. 0386)

－ 0. 0122
( 0. 0116)

Cpi
－ 0. 1641＊＊＊

( 0. 0335)

－ 0. 1412＊＊＊

( 0. 0243)

0. 0333＊＊

( 0. 0092)

－ 0. 2049＊＊＊

( 0. 0976)

－ 0. 1412＊＊＊

( 0. 0243)

0. 0829＊＊＊

( 0. 0165)

Population
－ 0. 0369

( 0. 0974)

0. 0001
( 0. 0695)

－ 0. 0371＊＊＊

( 0. 0074)

－ 0. 0877
( 0. 1134)

0. 0001
( 0. 0695)

－ 0. 0363
( 0. 0182)

Size
1. 0124＊＊＊

( 0. 0559)

0. 9864＊＊＊

( 0.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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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变量
Wealth Size Wealth Wealth1 Size Wealth1

1 2 3 4 5 6

_cons
16. 7414＊＊＊

( 3. 4863)

32. 8468＊＊＊

( 2. 5267)

－ 29. 1717＊＊＊

( 1. 8175)

21. 0985*

( 9. 5601)

32. 8468＊＊＊

( 2. 5267)

－ 53. 0502＊＊＊

( 3. 7075)

R2 0. 9616 0. 9406 0. 9995 0. 6295 0. 9406 0. 9975

中介效应 66. 61% 79. 72%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如表 6 所示，第 1－ 3 列和 4－ 6 列分别列出了数据要素 Data 对全社会共同富裕指数 Wealth 和

增长侧指数 Wealth1 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同理，列 2 和列 5 中，核心解释变量 Fintech 的系数估

计值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金融科技对数据要素 Size 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列 3 和列 6 中，

变量 Data 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而变量 Fintech 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同样表明数据要素 Data
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其对全社会共同富裕指数 Wealth 和增长侧指数 Wealth1 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39. 29%和 49. 83%。
表 6 金融增长路径: 数据要素对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Wealth Data Wealth Wealth1 Data Wealth1

1 2 3 4 5 6

Fintech
0. 0004＊＊＊

( 0. 0001)

0. 0003＊＊＊

( 0. 0001)

0. 0000
( 0. 0001)

0. 0003＊＊＊

( 0. 0001)

0. 0003＊＊＊

( 0. 0001)

0. 0001
( 0. 0002)

Gdp
－ 0. 0174

( 0. 0553)

－ 0. 0073
( 0. 0419)

－ 0. 0091
( 0. 0292)

0. 0509
( 0. 1489)

－ 0. 0073
( 0. 0419)

0. 0050
( 0. 0501)

Cpi
－ 0. 1641＊＊＊

( 0. 0335)

－ 0. 0948＊＊

( 0. 0345)

－ 0. 0554
( 0. 0354)

－ 0. 2049＊＊＊

( 0. 0976)

－ 0. 0948＊＊

( 0. 0345)

－ 0. 1238
( 0. 0464)

Population
－ 0. 0369

( 0. 0974)

－ 0. 0055
( 0. 0728)

－ 0. 0306
( 0. 0411)

－ 0. 0877
( 0. 1134)

－ 0. 0055
( 0. 0728)

－ 0. 0251
( 0. 0586)

Data
0. 4464＊＊＊

( 0. 0357)

0. 9634＊＊＊

( 0. 0839)

_cons
16. 7414＊＊＊

( 3. 4863)

16. 5167＊＊＊

( 3. 5263)

－ 2. 1926
( 5. 4419)

21. 0985*

( 9. 5601)

16. 5167＊＊＊

( 3. 5263)

3. 2613
( 6. 7171)

R2 0. 9616 0. 9560 0. 9934 0. 6295 0. 9560 0. 9868

中介效应 39. 29% 49. 83%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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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7 和表 8 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金融科技———金融深化———全社会共同富裕”的路径机

制是成立的，即本文的研究假说 2 得到验证。变量 Save 和变量 Structure 的中介效应显著，表明银

行金融科技将分别从存贷款两端改善资金结构和信贷结构，为更多的长尾客户提供金融服务，通

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缓解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最终促进全社会共同富裕。
表 7 金融深化路径: 资金结构对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Wealth Save Wealth Wealth2 Save Wealth2

1 2 3 4 5 6

Fintech
0. 0004＊＊＊

( 0. 0001)

0. 0060＊＊＊

( 0. 0012)

0. 0000＊＊＊

( 0. 0000)

0. 0004＊＊＊

( 0. 0001)

0. 0060＊＊＊

( 0. 0012)

0. 0001＊＊＊

( 0. 0000)

Gdp
－ 0. 0174

( 0. 0553)

－ 2. 9460
( 3. 2341)

－ 0. 0575*

( 0. 0242)

－ 0. 0050
( 0. 0646)

－ 2. 9460
( 3. 2341)

－ 0. 0562*

( 0. 0217)

Cpi
－ 0. 1641＊＊＊

( 0. 0335)

13. 0407＊＊＊

( 2. 6806)

0. 0133
( 0. 0411)

－ 0. 2531＊＊＊

( 0. 0450)

13. 0407＊＊＊

( 2. 6806)

－ 0. 0262
( 0. 0374)

Population
－ 0. 0369

( 0. 0974)

－ 0. 6595
( 6. 3896)

－ 0. 0459
( 0. 0252)

－ 0. 0327
( 0. 1221)

－ 0. 6595
( 6. 3896)

－ 0. 0441
( 0. 0219)

Save
0. 0136＊＊＊

( 0. 0028)

0. 0174＊＊＊

( 0. 0026)

_cons
16. 7414＊＊＊

( 3. 4863)

－ 1215. 6868＊＊＊

( 277. 8354)

0. 2072
( 3. 9264)

25. 7805＊＊＊

( 4. 6875)

－ 1215. 6868＊＊＊

( 277. 8354)

4. 6235
( 3. 5622)

R2 0. 9616 0. 9265 0. 9960 0. 9465 0. 9265 0. 9971

中介效应 21. 16% 26. 90%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表 8 金融深化路径: 信贷结构对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Wealth Structure Wealth Wealth2 Structure Wealth2

1 2 3 4 5 6

Fintech
0. 0004＊＊＊

( 0. 0001)

0. 0034＊＊＊

( 0. 0008)

0. 0003＊＊

( 0. 0001)

0. 0004＊＊＊

( 0. 0001)

0. 0034＊＊＊

( 0. 0008)

0. 0002＊＊

( 0. 0001)

Gdp
－ 0. 0174

( 0. 0553)

0. 8795*

( 0. 3766)

0. 0297
( 0. 0579)

－ 0. 0050
( 0. 0646)

0. 8795
( 0. 3766)

0. 0537
( 0. 0740)

Cpi
－ 0. 1641＊＊＊

( 0. 0335)

－ 0. 7485
( 0. 4470)

－ 0. 2042＊＊＊

( 0. 0436)

－ 0. 2531＊＊＊

( 0. 0450)

－ 0. 7485
( 0. 4470)

－ 0. 3030＊＊＊

( 0. 0515)

Population
－ 0. 0369

( 0. 0974)

－ 0. 5529
( 0. 4257)

－ 0. 0666
( 0. 0939)

－ 0. 0327
( 0. 1221)

－ 0. 5529
( 0. 4257)

－ 0. 0695
( 0.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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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变量
Wealth Structure Wealth Wealth2 Structure Wealth2

1 2 3 4 5 6

Structure
0. 0536＊＊＊

( 0. 0136)

0. 0667＊＊＊

( 0. 0150)

_cons
16. 7414＊＊＊

( 3. 4863)

83. 4506
( 43. 3524)

21. 2127＊＊

( 4. 6427)

25. 7805＊＊＊

( 4. 6875)

83. 4506
( 43. 3524)

31. 3448＊＊＊

( 5. 6033)

R2 0. 9616 0. 9259 0. 9700 0. 9465 0. 9259 0. 9582

中介效应 47. 83% 59. 14%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金融科技助力全社会共同富裕的金融可持续路径机制，具体通过贷款质量提升和金融绿

色化发展来刻画。表 9 汇报了贷款质量 Npl 作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列 2 和列 5 中，变量 Fintech
对变量 Npl 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证明金融科技有利于直接降低不良贷款率，提高商业银行风险

管理水平，进而促进商业可持续性。结合列 4 和列 6 的回归结果来看，贷款质量提升对促进全社

会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同理，表 10 的估计结果表明，绿色金融 Green 对全社会共同富裕

Wealth 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并且是共同富裕可持续侧子指数 Wealth3 的完全中介变量。这与本文假

说 3 的内容相符。
表 9 金融可持续路径: 贷款质量对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Wealth Npl Wealth Wealth3 Npl Wealth3

1 2 3 4 5 6

Fintech
0. 0004＊＊＊

( 0. 0001)

－ 0. 0001＊＊

( 0. 0000)

0. 0003＊＊＊

( 0. 0000)

0. 0004＊＊

( 0. 0001)

－ 0. 0001＊＊＊

( 0. 0000)

0. 0003＊＊

( 0. 0001)

Gdp
－ 0. 0174

( 0. 0553)

0. 0317
( 0. 0799)

－ 0. 0365＊＊

( 0. 0123)

0. 0107
( 0. 0928)

0. 0317
( 0. 0799)

－ 0. 0220
( 0. 0234)

Cpi
－ 0. 1641＊＊＊

( 0. 0335)

－ 0. 1705＊＊

( 0. 0575)

－ 0. 0615*

( 0. 0258)

－ 0. 2575＊＊＊

( 0. 0592)

－ 0. 1705＊＊

( 0. 0575)

－ 0. 0813
( 0. 0401)

Population
－ 0. 0369

( 0. 0974)

－ 0. 0691
( 0. 1428)

0. 0046
( 0. 0372)

－ 0. 0360
( 0. 1709)

－ 0. 0691
( 0. 1428)

0. 0353
( 0. 0608)

Npl
－ 0. 6016＊＊

( 0. 1392)

－ 1. 0330＊＊

( 0. 2380)

_cons
16. 7414＊＊＊

( 3. 4863)

18. 8191＊＊

( 6. 0152)

5. 4205
( 2. 8965)

26. 1417＊＊＊

( 6. 1950)

18. 8191＊＊

( 6. 0152)

6. 7019
( 4. 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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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变量
Wealth Npl Wealth Wealth3 Npl Wealth3

1 2 3 4 5 6

R2 0. 9616 0. 6791 0. 9962 0. 8928 0. 6791 0. 9877

中介效应 14. 99% 26. 21%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表 10 金融可持续路径: 绿色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Wealth Green Wealth Wealth3 Green Wealth3

1 2 3 4 5 6

Fintech
0. 0004＊＊＊

( 0. 0001)

0. 0003＊＊

( 0. 0001)

0. 0001＊＊＊

( 0. 0000)

0. 0004＊＊

( 0. 0001)

0. 0003＊＊

( 0. 0001)

0. 0000
( 0. 0001)

Gdp
－ 0. 0174

( 0. 0553)

0. 0155
( 0. 0755)

－ 0. 0284＊＊

( 0. 0078)

0. 0107
( 0. 0928)

0. 0155
( 0. 0755)

－ 0. 0081
( 0. 0266)

Cpi
－ 0. 1641＊＊＊

( 0. 0335)

－ 0. 2301＊＊＊

( 0. 0494)

－ 0. 0011
( 0. 0142)

－ 0. 2575＊＊＊

( 0. 0592)

－ 0. 2301＊＊＊

( 0. 0494)

0. 0221
( 0. 0242)

Population
－ 0. 0369

( 0. 0974)

－ 0. 0341
( 0. 1381)

－ 0. 0128
( 0. 0164)

－ 0. 0360
( 0. 1709)

－ 0. 0341
( 0. 1381)

0. 0054
( 0. 0355)

Green
0. 7081＊＊＊

( 0. 0532)

0. 8151＊＊＊

( 0. 0259)

_cons
16. 7414＊＊＊

( 3. 4863)

33. 7392＊＊＊

( 5. 1440)

－ 7. 1508＊＊

( 1. 9618)

26. 1417＊＊＊

( 6. 1950)

33. 7392＊＊＊

( 5. 1440)

－ 14. 8547＊＊＊

( 2. 8762)

R2 0. 9616 0. 9109 0. 9992 0. 8928 0. 9109 0. 9956

中介效应 63. 39% 74. 32%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排除实证结果的偶然性，本文设计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基准回归中汇报了全社会共同富裕指数及其三项子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且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Fintech 的显著性都没发生改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遗漏

变量带来的偏差。
第二，在路径机制的实证分析中，根据中介效应检验范式，分别将六个中介变量对共同富裕

总指数 Wealth 进行三步回归，初步证明了本文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说，也即金融科技通过三条金融

增长、金融深化和金融可持续三条传导路径促进了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将金融增长路径的被

解释变量用 Wealth1 替换，变量 Size 和 Data 仍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此时，路径机制可以进一步

细化为“金融科技———金融增长———共同富裕发展侧———全社会共同富裕总指数”。同理，将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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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路径和金融可持续路径的被解释变量分别用 Wealth2 和 Wealth3 替换，“金融科技———金融深

化———共同富裕共享侧———全社会共同富裕总指数”和 “金融科技———金融可持续———共同富裕

可持续侧———全社会共同富裕总指数”两条路径也成立。据此，路径机制细化的过程证明了本文

中介效应检验过程的稳健性。
第三，通过文本挖掘方法获取金融科技词频是学界衡量银行业金融科技水平的热门方法之一，

但是考虑到商业银行年报发布金融科技相关内容的频度并不能代表其实际金融科技运用水平，且

词库的构建常被诟病可能存在主观偏差，最终有可能引发内生性问题，故本文进一步采用 “北京

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全国平均值的滞后一期作为银行金融科技 Fintech 的工具变量，对全社会

共同富裕及其分项子指数进行回归。如表 11 所示，不可识别检验中统计量的 P 值小于 0. 01，拒绝

了不可识别的原假设，而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同样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表明 L.Index 作为

Fintech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了内生性影响之后，变量 Fintech 对全社会

共同富裕及其分项子指数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对共同富裕发展侧指数 Wealth2 的回归系数

最小，与表 4 当中的基准回归结果相似。
表 11 稳健性检验 (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

变量
Wealth Wealth1 Wealth2 Wealth3

1 2 3 4

Fintech
0. 0006＊＊＊

( 0. 0001)

0. 0004＊＊＊

( 0. 0001)

0. 0007＊＊＊

( 0. 0001)

0. 0009＊＊＊

( 0. 0002)

Gdp
0. 0131

( 0. 0568)

0. 0866
( 0. 0826)

－ 0. 0033
( 0. 0536)

0. 0146
( 0. 0769)

Cpi
－ 0. 1692＊＊＊

( 0. 0491)

0. 0818
( 0. 1667)

－ 0. 5606＊＊＊

( 0. 1082)

－ 0. 6792＊＊＊

( 0. 1552)

Population
0. 0378

( 0. 0721)

－ 0. 1565
( 0. 1223)

0. 1354*

( 0. 0794)

0. 1981*

( 0. 1138)

_cons
16. 4404＊＊＊

( 4. 9329)

－ 7. 9057
( 16. 5395)

55. 8331＊＊＊

( 10. 7388)

67. 3180＊＊＊

( 15. 3957)

Partial R2 0. 6903 0. 6903 0. 6903 0. 6903

不可识别检验
6. 903

［0. 0086］
6. 903

［0. 0086］
6. 903

［0. 0086］
6. 903

［0. 0086］

弱工具变量检验
17. 142

{ 16. 38}

17. 142
{ 16. 38}

17. 142
{ 16. 38}

17. 142
{ 16. 38}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 内为标准误差，［］ 内

为 P 值，{ } 内为 Stock － Yogo 检验在 10%水平对应的临界值。
第四，共同富裕的概念提出以来，学界尝试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衡量和测算，大多数文献的做

法是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指数测算，也有部分文献直接通过人

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等简洁的经济指标来反映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本文选取居民人均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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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恩格尔系数这三个基础性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进行

计算，得到综合得分 Score1 和 Score2，用以替换本文的共同富裕指数，对银行金融科技运用促进全

社会共同富裕的效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如表 12 所示，以变量 Score1 和 Score2 为被解释变

量，银行金融科技运用 Fintech 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对促进共同富裕的

积极作用是稳健的，此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Cpi 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

负，其对共同富裕的抑制作用也得到了检验。
表 12 稳健性检验 ( 基础性指标不同方法下综合得分替代共同富裕指数)

变量
Score1 Score1 Score2 Score2

1 2 3 4

Fintech
0. 0005＊＊＊

( 0. 0001)

0. 0006＊＊＊

( 0. 0001)

0. 0001＊＊＊

( 0. 0000)

0. 0001＊＊＊

( 0. 0000)

Gdp
0. 1086

( 0. 0692)

0. 0095
( 0. 0085)

Cpi
－ 0. 2703＊＊＊

( 0. 0420)

－ 0. 0300＊＊＊

( 0. 0053)

Population
－ 0. 0233

( 0. 1289)

－ 0. 0039
( 0. 0161)

_cons
－ 0. 5851＊＊＊

( 0. 1722)

26. 4053＊＊＊

( 4. 4188)

0. 2291＊＊＊

( 0. 0203)

3. 2573＊＊＊

( 0. 5623)

R2 0. 7919 0. 9482 0. 8239 0. 9493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围绕共同富裕“发展”、“共享”和 “可持续”的核心内涵，构建出包含 16 个二级指标

和 45 个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构建出包含 84 个词汇的金融科

技词典，从全部 54 家上市银行 2011—2020 年的年报中提取金融科技词汇，统计词频以衡量金融

科技发展水平，实现从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两个层面探讨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和影响

路径。研究发现: 第一，金融科技能够显著地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将共同富裕总指标替换为不

同维度的分指标后，发现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发展侧、共享侧和可持续发展侧的促进作用仍然

显著，但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共享侧和可持续侧的正向影响效果相比发展侧更显著; 第三，金融

科技通过金融增长效应、金融深化效应和金融可持续效应，分别从 “提高生产力”、 “减少不平

等”和“可持续发展”三条路径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针对金融科技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共同富裕，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

一，在稳妥发展前提下，充分释放金融科技对提升资本和数据生产力的金融增长效应，不断提高

整体富裕度。一方面，发挥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本质属性，加强金融科技与生产生活场

景的深度融合，运用金融科技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减少金融市场摩擦，提升资本要素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深刻认识数据要素的重要价值，在安全合规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潜能，重点加

强数据要素在服务实体经济、乡村振兴和民生供给侧改革等领域的赋能应用。第二，发挥金融科

03



技的金融深化效应，突破金融准入门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共

享增长红利。坚持公平和普惠的发展目标，运用金融科技手段赋能传统金融机构，有效提升金融

服务的可及性，让金融科技赋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成果更广泛的惠及人民群众，使低收入群体能

通过金融渠道共享经济增长收益。第三，加强金融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运用 “金融 +
科技”的手段推动实体经济绿色转型和社会低碳发展，实现时间维度上代际公平的共同富裕。以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为目标，结合国内碳市场建设，运用金融科技赋能产品和服务开发，一方面

通过“挤出效应”迫使高能耗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

在绿色项目事前筛选和事后监管中的应用，提升金融对绿色产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此外，应重

视金融科技的双刃剑效应，践行安全发展观，共建数字安全生态，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助力实现共

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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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Fintech can Contribute to Common Prosperity: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Yan Jingrui，Zhu Shiyi，Du Jinmin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fintech and common prosperity，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paths of fintech to help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which will give fintech a new miss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development”，“sharing”
and “sustainability”of common prosperity，constructs a common prosper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and
adopt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text mining methods to construct financ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dicator，and then empirically tests the effects and impact paths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on common pros-
perity． The article finds that fintech contributes to financial growth，financial deepening and financial sus-
tainability，helping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e three paths of “increased productivity”，

“reduced inequality”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Fintech; Common prosperity; Indicator system; Intermediar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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