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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城市是“海洋建设”目标的载体和数字城市建设的先导力量,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

性,其经济韧性的增强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动能注入。文章利用2011—2019年我国53个海

洋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并构建面板模型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城

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及金融监管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双重性,但对海

洋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增强作用;城市特质分析表明,海洋经济圈、城市规模和行政级别对数

字普惠金融与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作用机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业活

跃度和消费能力影响海洋城市经济韧性;进一步分析,金融监管对数字普惠金融增强海洋城市

经济韧性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这为数字普惠金融提高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助力数字海洋中心城

市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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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ceancityisthecarrierofthegoalof“marineconstruction”andtheleadingforceof
digitalcityconstruction,theenhancementofitseconomicresiliencecannotbeseparatedfrom
themomentuminjectionofdigitalinclusivefinance.Thispaperusesthepaneldataof53ocean
citiesinChinafrom2011to2019tomeasuretheeconomicresilienceofoceancities,andcon-
structsapanelmodeltodeeplyexplorethemechanismofdigitalinclusivefinanceontheeco-
nomicresilienceofoceancitiesandtheregulatoryeffectoffinancialsupervision.Thestudyfinds

thatdigitalfinancialinclusionhasdualnature,butithasasignificanteffectontheeconomicre-
silienceofoceancities.Theanalysisofcitycharacteristicsshowsthatthereisheterogeneit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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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betweendigitalfinancialinclusionandeconomicresilienceofmarinecitiesin

marineeconomiccircles,citysizesandadministrativelevels.Themechanismshowsthatdigital

inclusivefinanceaffectstheeconomicresilienceofoceancitiesthroughentrepreneurialactivity
andconsumptionpower.Furtheranalysis,financialsupervisionhasapositivemoderatingeffect

ondigitalinclusivefinancetoenhancetheeconomicresilienceofoceancities.Thisprovidesa

usefulreferencefordigitalinclusivefinancetoimprovetheeconomicresilienceofoceancities

andhelptheconstructionofdigitaloceancenter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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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经济“韧性”是指一个系统在遭遇外部或内部

冲击后维持自身稳定并恢复至原有状态或拓展新

增长路径的能力[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

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的支撑”,城市经

济韧性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议题[2]。我国有众

多海洋城市在2022年发布的《现代海洋城市研究

报告(2021)》中表现抢眼,截至2022年,更有9座

海洋城市相继提出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海

洋中心城市[3]。海洋城市是陆域经济和海域经济

的连接点,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活跃,是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塑造的重要纽带[4],其经济稳定发展对

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但值得注意的

是,国际贸易变化、地缘冲突、消费需求不足等棘

手问题对海洋城市的扰动较内陆城市更大,海洋

城市经济韧性面临着严峻挑战。作为“海洋强国”

目标建设的载体,海洋城市在公共事件频发的背

景下如何率先垂范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成为时代赋

予的议题。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产物的数字普惠金融无疑

是提高城市经济韧性的新手段,《关于改进和加强

海洋经济发展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也强调金融

对于海洋城市中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如果经济体

系遭受突如其来的经济冲击,一方面,海洋城市人

口规模大,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效应能改善边缘

群体的融资约束,扩大金融服务客群,激励个人和

企业敢于贷款并用于创业项目的落地,促进海洋

产业以及其他各行业的繁荣,从而增加就业机会、

优化经济结构、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另一方面,海

洋城市是发达城市的典型代表,也是数字城市建

设的“领头羊”,数字普惠金融在海洋城市的迅猛

发展并趋于成熟,不断完善的移动支付、线上信贷

等产品可以增加用户消费的便捷性[5],数字保险、

理财产品等业务可以保障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

市场内需,持续促进经济体系的循环运转,为城市

经济体系提供支撑。

然而,尽管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弥补传统金融

的不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

始意识到数字技术的发展放大金融风险,平台“暴

雷”“砍头息”等事件为城市经济韧性带来一定隐

患。而强化金融监管是规避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安

全隐患的必要措施,如果不注重数字经济背景下

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大和转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

市经济韧性的提高作用会大大被抑制,但也有学

者认为高强度的金融监管使整个金融行业处于疲

软状态,那么金融监管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有何

影响? 该如何衡量海洋城市经济韧性? 数字普惠

金融是否能有效规避自身携带的隐患有效增强城

市经济韧性? 为此,本文选取53个海洋城市作为

研究对象,利用2011—2019年面板数据探究数字

普惠金融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

制,并重点将政府金融监管强度纳入研究框架内,

探讨政府金融监管下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城市

经济韧性的影响作用,以助力海洋中心城市和数

字海洋城市的建设。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或区

域经济韧性的概念界定、测度、影响因素以及区域

经济韧性评价等方面,如黄河流域[6]、资源型城

市[7]、粤港澳大湾区[8]等区域经济韧性的测度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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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规律。而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相关研究十分少

见,彭荣熙等[9]利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测算

东部沿海城市经济韧性,多数学者主要在沿海省

(自治区、直辖市)层面研究海洋经济韧性;王泽宇

等[10]引入海洋经济弹性概念,从抵御、恢复、再组

织、更新4个方面刻画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海洋经济弹性并分析其空间演化规律;韩

增林等[11]首次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我国11个沿海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海洋渔业经济韧性并研究韧性

与效率的关系;方叶林等[12]对我国沿海五大城市群

进行旅游网络结构韧性评估;Lomboy等[13]提出对

渔民提供金融支持以增强海洋产业韧性。海洋城

市与内陆城市相比,既有海洋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支撑,又兼具城市经济特征,准确识别海洋城

市经济韧性对建设现代海洋城市和海洋中心城市

具有重要意义,而现有文献缺乏对海洋城市经济韧

性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具有巨大的价值空间,其

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14]和包容性增长[15],但

是信息技术存在将金融的风险性无限放大和激化

的可能性,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打破

地理壁垒和群体壁垒将风险外溢到周边地区[16],其

数据泄露、欺诈、“长尾”风险等引发的连锁反应使

得金融风险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17]。而唐松

等[18]通过研究发现强化金融监管能有效增强数字

金融的靶向性,减少金融风险衍生现象,保障数字

金融生态圈的规范发展,促进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

效能释放。但很少有人将金融监管纳入数字普惠

金融与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研究框架中,探讨数字

普惠金融在海洋城市中的赋能效果。

综上,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①结合海

洋城市的特色构建城市经济韧性指标体系,为海洋

城市经济韧性研究提供测度依据;②构建四段式中

介模型检验创业活跃度和居民消费能力的作用机

制,解决三步中介模型存在的缺陷,为疏通传导堵

点、助力海洋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

③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双重性的理论基础上,将金

融监管纳入研究框架中,探究金融监管强度对数字

普惠金融影响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调节效应,为政

府实现金融监管转型、挖掘数字普惠金融的潜力提

供启示。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假设1
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具有两面

性。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具有

正向影响,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其可

以挖掘海量数据并触达长尾群体,原本一部分没有

能力接触金融服务的客群可以进行金融信贷,将资

金用于创业、消费等经济活动[19],而53个海洋城市

的人口约占我国总人口的两成,大规模的基础用户

可以激发数字普惠金融的释能潜力,稳定海洋城市

经济体系的正向循环;另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

区块链等要素和技术不仅可以抓取数据并进行模

型分析,及时反馈市场经济动态,缓解传统金融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将金融资源整合后通过规模经济

转化为有效供给,还可以缩短借贷周期和降低搜寻

成本、风险识别成本。在海洋城市发展海洋新兴产

业的关键时期,具有“低门槛、低成本、及时精准”的

数字普惠金融无疑成为数字贸易和海洋生物医药

等行业发展的助推器,并有助于海洋城市产业结构

的优化,拓宽海洋城市依托海洋资源禀赋发展的新

路径,增强海洋城市的经济稳定性。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形式并没有

脱离“风险-收益”的基本逻辑,可能会催生出金融

抑制海洋经济韧性的多种可能性,具有负面影响。

多元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挤占了传统金融机构

的业务,加剧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促使其开展承

担高风险业务[20],低门槛的准入会促使一部分贷款

人进行激进决策,从而放大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问

题,提高经济回归正常发展赛道的难度,这在经济

逆周期时尤为明显。同时,货币政策是我国实施宏

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存在此消

彼长的现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市场调节经济会削

弱政府施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效果[21],增

加经济的脆弱性。此外,高度依赖信息技术的数字

普惠金融具有网络效应、关联效应、聚合效应,可以

隐蔽金融风险并提高其外部性和传染性,海洋城市

的国内国际经济联系密切,这对海洋城市的经济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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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一种严重威胁。

数字普惠金融在初期发展尚不完善,极易具

有负向作用,其对传统金融机构带来的冲击会刺

激其降低信贷质量,刺激传统金融机构利用监管

漏洞滋生诸多套利行为,影响金融资源配置,削弱

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提高作用。

但是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数字化

对海洋城市经济体系具有很强的红利效应,总体

来看 数 字 普 惠 金 融 能 明 显 增 强 海 洋 城 市 经 济

韧性。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数字普惠金融对海

洋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潜在威胁,但从长期来看其对

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2.2 假设2
从创业的供给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是创业

项目落地和产品升级的助推器,有助于增强海洋城

市的经济韧性。海洋城市率先实行对外开放并且

享有多种政策支持,且海洋城市对于人口流入具有

强大吸引力,营商环境氛围浓厚和人口规模大为中

小企业的创建提供良好基础。但中小企业在创业

融资过程中易受信贷约束,受到传统金融服务机构

“嫌贫爱富”的歧视[22],尤其是涉海产业面临的风险

程度更高,如自然灾害风险和汇率风险等。而数字

普惠金融依托数据信息和互联网,具有健全的大数

据信用体系和标准的风险评估模型,可增强借贷双

方的信任,打破信息不对称的障碍,减少逆向选择

风险,通过“涓滴效应”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

得性。许多低收入、低社会资本群体的资金需求得

到满足后,中小企业和家庭创业项目的创业活力得

到释放,企业数量的增加推动新项目及技术的不断

应用和推广,并在“干中学”中倒逼高校、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加速行业内部的新陈代谢和产业结构的

多样化,提高资源配置生产效率,增加社会就业数

量,从而增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城市创业活跃

度提高海洋城市经济韧性。

2.3 假设3
从消费的需求端来看,大数据、“互联网+”等

数字技术在海洋城市不断迭代升级,其发展应用更

快、更成熟,以此为依托的数字普惠金融在海洋城

市的发展较为抢眼,并引致居民消费模式和消费理

念快速变化。居民可以采用移动支付或者信用卡

支付的方式进行线上、线下消费,消费的支付便利

程度大幅提高,支付方式的快捷为居民消费注入新

动能。当经济遭到冲击时,数字普惠金融中的花呗

和京东白条等线上信贷服务不仅可以缓解消费者

的流动性约束,还拓宽了服务对象和范围,增加了

家庭的消费频次,促进居民实现跨期、跨区域消费。

相比于基本生存型消费支出,信贷支持增加了消费

者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支出。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

为居民提供数字保险,抵抗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带

来的冲击,提高整个城市的经济韧性。此外,数字

普惠金融通过多样化的理财、投资产品提高居民的

收入,通过财富效应促进居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

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促进用户升级,从而扩大内

需,保障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驾马车”共同稳定

海洋城市经济体系。为此,本文提出假设3:数字普

惠金融可以通过扩大城市消费能力提高海洋城市

经济韧性。

2.4 假设4
金融监管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释能具有重要影

响。政府和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两大工具,如果

完全由金融市场自行演化,很容易产生劣币驱逐良

币的现象,丧失金融引领经济发展的功能。而政府

金融监管一方面会管控套利和风险衍生行为,规

范、引导金融行业行为合理化,避免一些套利行为

扰乱市场,并激励金融机构和平台对金融技术进行

风险控制和创新,降低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另

一方面,金融监管会强化金融服务的“靶向性”[23],

引导资金流向创新型项目和新兴发展行业,准确把

握经济体系发展航向,保障经济稳步发展。然而,

金融监管和政策往往落后于金融的快速发展,尤其

是面对数字普惠金融日益更新的新特征和新模式,

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极易出现滞后性,导致

金融市场风险的扩散加剧,威胁经济体系的稳定性

和抵抗力。强化金融监管有助于保障金融监管的

有效作用与创新,实现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

展,增强其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经济作用。



第1期 沈金生,等: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增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 19   

为此,本文提出假设4:金融监管强度对数字普惠金

融增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具有调节效应。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模型方法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

影响在短时间内相对稳定,且城市在短期内不会有

较大变化,因此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模型,设定的基

本模型如下:

ORERit=α0+α1DFit+∑αjcontrolit+

δi+μt+εit (1)

式中:ORERit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DF为数字普惠

金融水平;control包括多个控制变量;δi 为时间固

定效应;μt 为城市个体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

差项。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海洋城市经济韧性(ORER)。海洋城市的“海

洋性”表现为拥有独特的地理区位和海洋资源禀

赋优势,在商贸、航运、旅游和生态等方面具有突

出表现。为此,本文综合考虑海洋城市经济发展

特点和数据可得性后,参考王泽宇等[10]、韩增林

等[11]构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指标体系,将渔业生

产总值、海洋环境质量指数、港口货物吞吐量、接

待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人数等变量纳入指标

体系中,从抵抗与恢复力、适应与调整力、创新与

更新力3个维度构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指标体

系,具体如表1所示,其中“+”和“—”分别代表正

向指标还是负向指标,并用熵值法计算海洋城市

经济韧性得分。

表1 海洋城市经济韧性指标体系

Table1 Indexsystemofeconomicresilienceformaritimecitie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指标类型) 权重

海洋中心城市

经济韧性

抵抗与恢复力

(0.248)

人均GDP/万元 (+) 0.038

城镇登记失业率/% (-) 0.009

外贸依存度/% (-) 0.001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 0.031

居民储蓄余额/万元 (+) 0.100

渔业生产总值/万元 (+) 0.064

海洋环境质量指数/% (+) 0.002

单位海岸线工业废水排放量/(万t·km-1)(-) 0.003

适应与调整力

(0.488)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 0.07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 0.084

GDP增长率/% (+) 0.004

城镇化率/% (+) 0.018

人均财政支出/万元 (+) 0.040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t(+) 0.086

接待入境旅游人数/万人 (+) 0.186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 0.092

创新与更新力

(0.265)

教育、科学技术支出占GDP比重/% (+) 0.023

专利授权总量/件 (+) 0.141

“信息传输、软件”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 0.057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 0.044

  熵值法可以充分利用原始数据信息客观赋权,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标准化处理。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既有正

向指标又有负向指标,因此计算公式如下:

Xi=

Xi-Xmin

Xmax-Xmin
,Xi 为正向指标

Xmax-Xi

Xmax-Xmin
,Xi 为负向指标

ì

î

í

ï
ïï

ï
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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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 为三级指标的原始值;Xmin为 Xi 的最小

值;Xmax为Xi 的最大值。
(2)计算标准化后的比重Pij

Pij =
Xij

∑
n

i=1
Xij

(3)

式中:Pij为第i个样本Xij占第j 项指标所有样本

的比值,其中n 为样本数量,j为第j项指标,i为第

j项指标的第i个样本。

(3)计算指标的信息熵Ej

Ej =-
1
lnn∑

n

i=1
PijlnPij,j=1,…,k (4)

式中:Ej 为第j 项指标的信息熵,信息熵的取值范

围为0~1,信息熵越小,已有的信息量就越大。
(4)计算信息熵冗余度Dj :

Dj =1-Ej,j=1,…,k (5)

式中:Dj 代表第j 项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也称差

异系数,表示信息熵冗余度越大,信息效用值越大,

即展现的信息量越多。
(5)计算各指标的权重Wj :

Wj =
Dj

∑
k

j=1
Dj

,j=1,…,k (6)

式中:Wj 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所有指标的权重相

加等于1。

(6)计算综合得分和各指标得分:

Ti=∑
k

j=1
WjXij,i=1,…,n,j=1,…,k (7)

式中:Ti 为将第i个对象所有指标得分相加后的综

合得分,即每个研究样本的综合评价值。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DF),学术界内大多采

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2011—2019年)》中的综合金

融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本文借鉴谢绚丽

等[24]研究,选用报告中的城市层面的综合金融指数

进行研究,包含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

程度3个子维度及33个二级指标。

3.2.3 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减少其他因素对城市经济韧性的

影响,本文参照崔耕瑞[25]的研究控制以下6个变

量:①城市优惠政策(NEDZ)根据城市是否建有国

家级经开区来衡量城市有无享有优惠政策,若已建

有,则建立虚拟变量令NEDZ=1,反之为0;②城市

基础建设(INST),用人均道路面积表示;③城市经

济密度(ECOD),用地区生产总值与城市土地面积

的比率表示;④人口密集度(POP),用地区常住人

口与 城 市 土 地 面 积 的 比 值 表 示;⑤ 人 力 资 本

(CAP),用十万人普通高等在校生数表示;⑥政府

干预度(GOV),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

3.3 变量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各城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

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北京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2011—2019年)》,省级金

融监管支出、金融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的区域经济数据库,其中部分缺失值采用

线性插值的方法补齐。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分析

性,对海洋经济韧性综合得分乘以1000进行放大

处理。在进行回归之前,本文对各个变量先进行描

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各个变量的平均值与中位数

大致相同,说明数据没有明显的右偏性。

表2 描述性统计

Table2 Descriptivestatistics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RER 477 165.8 129.7 113.5 45.99 735.5

DF 477 183.2 187.9 68.86 40.47 410.3

GOV 477 14.31 13.26 4.81 6.62 33.64

INST 477 18.30 17.14 7.303 2.950 38.50

ECOD 477 794.4 360.7 1462 50.19 13484

POP 477 28.93 24.44 19.14 3.750 106.8

CAP 477 19.63 12.81 18.77 1.488 82.05

NEDZ 477 0.621 1 0.486 0 1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回归结果

4.1.1 基准回归结果

表3是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对

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系数为0.774,且通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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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增强

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假设1得到验证。

表3 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Table3 Panelregressionresults

变量 (1)

DF 0.774***(7.33)

GOV -0.262(-0.66)

INST -0.275(-1.07)

ECOD 0.032***(16.36)

POP 0.141(1.52)

CAP -0.076(-0.28)

NEDZ 15.105(1.54)

常数项 45.814***(3.39)

样本量 477
时间固定效应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R2 0.842

  注:***、**、*分别代表该变量在1%、5%和10%上显著;括号

内为该系数的t值,下同。

城市经济密度的估计系数为0.032且通过了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集聚可以通过分工产生规模

经济,对周围经济带来知识溢出、资源流动、创新效应

等正外部性,进而提高海洋城市经济韧性。政府干预、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为负且未通过1%的

显著性检验,表明当前存在政府调控配置资源低效、城
市交通拥挤、人才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需要加强引导

以提高海洋城市经济韧性。人口密集度和城市优惠政

策对海洋城市有正向影响但未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人口集聚产生的共享、匹配和学习效应对海洋城

市经济韧性的提高有待加强,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海洋城市经济韧性,但并不明显。

4.1.2 稳健性检验

(1)被解释变量替代。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本文参考赵春燕等[26]的研究,利用反事实方法测

算的经济韧性单一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海洋城

市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展现不同程度的经济韧

性,以全国经济遭受冲击的2008年作为基准年份,计

算每年实际GDP增速与该城市2008年实际GDP增

速的差值(diff),结果能够反映经济遭受冲击程度以

及冲击后的恢复速度,差值越大,城市经济韧性越强,

因此可以作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替代变量。将计

算的结果指数化后再进行研究,指数化公式如下:

resilience=
diff-diffmin
diffmax-diffmin

(8)

  结果如表4所示,由第(1)列结果可知数字普惠

金融对于海洋城市经济韧性依然在1%水平上有显

著正向影响,这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4 Robustnesstestresults

变量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2)

FE

DF
1.342***

(17.84)
0.774***

(8.50)

时间固定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省份固定 NO YES

样本量 477 477

R2 0.597 0.985

(2)省份固定效应控制。本文在控制时间和城

市的基础上进行省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4的

第(2)列所示,由结果看影响系数无明显变化,这与

基础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可以证明结论的稳健性。

4.1.3 内生性处理

一方面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和数字普惠金融之

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经济韧性越高的海洋城市,

其长期积累的综合经济实力越强、科创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助力数字普惠金

融的发展;另一方面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

复杂,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为解决内生性问

题,本文参考张勋[5]等的做法,用各城市到三大核心

城市———北京、深圳、杭州的平均球面距离乘以除

该城市外的东部海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平均值作

为工具变量[27],此工具变量的选择满足了相关性和

外生性的假设。从相关性上看,杭州是支付宝等提

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发源地,深圳拥有腾讯集团

的总部,北京是北部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中心,这三

大核心城市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最快的地方,海洋

城市到三大核心城市的地理距离越近,数字普惠金

融越有渠道和资源发展,从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从外生性上看,海洋城市到三大核心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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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并不会影响其本身的经济韧性,因此可以作为

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得到的回归结

果如表5所示,第一阶段的回归F 检验值大于10,

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第二阶段的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有

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195且通过了1%的显著

性水平,因此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

表5 2SLS回归结果

Table5 2SLSregressionresults

变量 第(1)阶段 第(2)阶段

IV
0.735***

(30.32)

DF
0.195***

(4.04)

常数项
31.293***

(9.220)
74.208***

(6.11)

识别不足检验
186.866
[0.0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843.90
{16.38}

第一阶段F 值
919.45
(0.0000)

N 477

R2 0.921

  注:工具变量检验中识别不足检验使用的是Kleibergen-Paaprk

LM统计量,中括号内的值为相应统计量的P 值;弱工具变量检验

使用的是Cragg-DonaldWaldF 统计,大括号内的值为StockYogo

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

4.2 异质性检验

4.2.1 海洋经济圈异质性

海洋城市依托地理条件已形成三大经济圈,分
别是以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为代表的北部海洋经

济圈,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海洋经济

圈,以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为代表的南部海洋经

济圈。三大海洋经济圈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发

展定位,且对外开放的主要目标国家存在差异,为

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差

异,本文按照三大海洋经济圈进行分组回归,结果

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三大海洋经

济圈的城市经济韧性都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0%

的显著性检验,分别是0.784、0.631、0.923。由结果

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城市经济韧

性较其他海洋经济圈的影响程度较高,原因可能是

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市场经济繁荣、创新程度高,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新兴产业和项目的推进、技术

的应用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满足了其边际发展空

间。而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城市的金融发展一直处

于高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挥的正向影响空间有

限,北部海洋经济圈的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数

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赋能实体经济,通过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优化产业升级稳定区域经济发展。

表6 海洋经济圈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6 Resultsofheterogeneitytestformarineeconomiccircle

变量 (1) (2) (3)

DF
0.784***

(5.65)
0.631***

(5.93)
0.923***

(3.84)

常数项
-87.102***

(-4.71)
88.648***

(3.76)
0.923***

(3.8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样本量 153 99 225

R2 0.895 0.973 0.885

4.2.2 城市行政级别异质性

城市行政级别可能导致海洋城市间经济水平、

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

城市经济韧性的效力发挥,本文将直辖市、省会城

市与副省会城市(包括天津、大连、上海、青岛、杭

州、宁波、厦门、广州和深圳)等副省级以上城市列

为中心海洋城市,其余城市列为普通地级市,进一

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异质

性影响。当样本城市属于中心海洋城市时,对变量

(VAR)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回归结果如表7
中第(1)列所示,城市类型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

系数为0.282,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

普惠金融对中心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大

于普通城市。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心海洋城市具有

政策红利和技术、人才、资金等优质资源,资源的调

配权和使用效率越高,小微企业、个体、农户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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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越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功

效的发挥,而普通地级市的发展具有滞后性,需要

依靠中心海洋城市的带动作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

的发展。

表7 城市行政级别和城市规模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7 Testresultsforheterogeneityofcityadministrative

levelandcitysize

变量
(1)

城市行政级别

(2)
城市规模

DF
0.397***

(3.85)
0.554***

(5.16)

DF×VAR
0.282***

(9.62)
0.218***

(6.16)

常数项
62.163***

(5.05)
60.169***

(4.58)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样本量 477 477

R2 0.871 0.855

4.2.3 城市规模异质性

城市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数字普惠

金融影响的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鉴于此,本

文参照2014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

划分标准的通知》中城市规模划分的最新标准,将

海洋城市中天津、大连、上海、青岛、广州、深圳、东

莞共7个城市列入超大-特大城市行列,对 VAR
赋值为1,其他城市赋值为0,与数字普惠金融进

行交互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中第(2)列所示,数

字普惠金融与城市规模类比的交互系数为0.218
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

超大-特大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

大型城市。可能是由于:①规模更大的城市拥有

更好的基础配套设施和更高的政策执行力度,可

以提供更强的大数据、网络信息等数字技术支持,

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②数字普惠金融在人

口集聚的地方越能依赖其“包容性”特征发挥长尾

效应,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高作用具有“梅特卡夫

法则”效应。

4.3 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有显著正

向影响,其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作用机制是什么

呢?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创业活跃度与消费能力

可能是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有效渠道,为了验

证上述机制的合理性,本文改用四段式的中介模型

对其检验,选用四段式中介模型能够补足三段式中

介模型存在复杂内生性问题的缺陷[27]。鉴于此,本
文参考牛志伟等[28]的研究,一方面增加列示使用

Bootstrap推导的基于百分比的置信区间;另一方面

检验中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这可以增强实

证链条的完备性。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MEDit=α0+β1DFit+∑βjcontrolit+εit (9)

ORERit=α0+β1MEDit+∑βjcontrolit+εit

(10)

ORERit =α0+β1MEDit+β2DFit+∑βjcontrolit+εit

(11)

式中:MED为中介变量,具体指创业活跃度(HC)

和消费能力(CONS),

一般情况下,创业活跃度越高,城镇私营和个

体从业人员越多,消费能力越高,城镇居民在八大

类型消费的总支出就会提高,因此,选用城镇私营

和个体从业人员与地区总人数之比表示创业活跃

度(HC),城镇居民在八大类型消费的总支出作为

消费能力(CONS)的代理变量,具体回归结果如表8
和表9所示。

表8是创业活跃度的检验结果,第(1)列中DF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海洋城市

经济韧性;第(2)列中DF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

字普惠金融提高海洋城市创业活跃度;第(4)列中

DF的系数相较第(1)列有所下降,但系数仍为正;

第(3)列和第(4)列中 ME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

8中SobelZ 值的统计量为6.183,且通过了1%的

显著性检验,经过Bootstrap(1000次)抽样检验后,

得到 的 置 信 度 为95%的 中 介 效 应 置 信 区 间 为

[0.0116,0.2078],未包含0值。以上表明数字普

惠金融可以明显带动海洋城市的创业积极性,促进

各行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数量增加,这验证了

假设2中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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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海洋城市经济韧性

Table8 Digitalfinancialinclusion,entrepreneurialactivity

andeconomicresilienceofoceancities

变量
(1)

ORER

(2)

MED

(3)

ORER

(4)

ORER

DF
0.774***

(0.106)
0.110***

(2.86)
0.696***

(6.75)

MED
0.831***

(6.07)
0.707***

(5.38)

SobelZ 6.183***

Bootstrap
(1000次)

检验置信区间

[0.0116,0.207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77 477 477 477

R2 0.842 0.357 0.836 0.852

表9 数字普惠金融、消费能力与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回归结果

Table9 Digitalfinancialinclusion,consumptioncapacityand

economicresilienceofoceancities

变量
(1)

ORER

(2)

MED

(3)

ORER

(4)

ORER

DF
0.774***

(0.106)
0.025***

(6.64)
0.242***

(11.79)

MED
1.148***

(3.82)
0.001***

(3.73)

SobelZ 10.174***

Bootstrap
(1000次)

检验置信区间

[0.0199,0.042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77 477 477 477

R2 0.842 0.334 0.520 0.652

表9是消费能力的检验结果,第(1)列中DF的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海洋城市经

济韧性;第(2)列中DF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

普惠金融提高海洋城市消费能力;第(4)列中DF的

系数相较第(1)列有所下降,但系数仍为正;第(3)

列和第(4)列中 ME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9中

SobelZ 值的统计量值在1%水平上显著,经过

Bootstrap(1000次)抽样检验后,得到的置信度为

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为[0.0199,0.0427],未

包含0值。以上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明显提高居

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稳定海洋城市经济体系

的正向循环,假设3得到验证。

5 进一步分析:金融监管的调节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业的新兴业态,而从历史

演进规律来看,制度的更新总是落后于技术,这导

致数字普惠金融受控于目前金融监管约束的难度

加大,既有可能增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也可能助

推海洋城市风险加剧。为深入探究目前金融监管

是否能在数字普惠金融增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中

发挥正效应,本文将金融监管、数字普惠金融和金

融监管的交互项纳入基础模型中,构建如下模型:

ORERit=γ0+γ1DFit+γ2SUPit+γ3DFit×
SUPit+δi+μt+εit (12)

式中:SUPit为金融监管,用金融监管强度作为代理

变量表示。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考城市金融

机构的属地监管政策,借鉴唐松等[18]表示省级金融

监管强度的做法,用金融监管支出与金融业增加值

的比值衡量金融监管强度,然后用各城市生产总值

占其所在省的经济生产总值的比值对省级金融监

管强度进行折算,得到各海洋城市的金融监管强

度,同时为保证数据的可分析性,对所计算出的金

融监管支出与金融业增加值的比值放大100倍处

理。具体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金融监管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Table10 ResultsofFinancialregulationregulatoryeffects

变量 系数

DF
0.566***

(5.20)

SUP
-1.091***

(-4.81)

DF×SUP
0.005***

(5.78)

常数项
63.442***

(4.72)

样本量 477
时间固定效应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R2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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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10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监管的

交互项系数为0.005,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在

金融监管较弱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城市经济韧

性的影响系数只有0.556,在加强金融监管后,影响

系数变为0.561(0.556+0.005),这表明合理的金融

监管约束有助于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增强海洋城市

经济韧性。可能的原因是,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

覆盖面更广泛,且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放大监管空

白,这更易诱发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对海洋经济韧

性产生威胁。而强化金融监管后,金融监管形式可

以与时俱进,其与数字普惠金融的错配问题得到缓

解,从而有效规避数字普惠金融的负面影响。

6 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且国内外局

势动荡不安,变革传统金融行业的数字普惠金融对

提高海洋中心城市经济韧性、建设数字海洋城市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1—2019年53个海洋城

市的面板数据,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海洋城市

经济韧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数字普惠金融对海

洋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增强作用;②考虑城市差

异进行分样本讨论,海洋经济圈、城市规模和行政

级别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存在

异质性;③传导机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

创业活跃度和消费能力,城市经济体系的供需端循

环得到有效联通,从而增强海洋城市经济韧性;

④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对数字普惠金融增强

海洋城市经济韧性具有调节效应,即金融监管强度

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海洋城市经济韧性的释能效

率。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数字普惠金融与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

融合和迭代升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处于由

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的主要内在驱动力,应当加大对数字技术

领域的研发扶持力度,优化大数据的算法和加强数

据的保护与共享,探索信息技术与金融服务、金融

管理匹配的融合渠道,提高经济体系面对经济突发

状况的保障能力,规避附带的技术隐患;注重挖掘

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产业,如渔业、跨境贸易和海

洋科技等,创新特色金融产品,实现精准发力。

(2)重视用户的消费和投资行径。数字普惠金

融需要借助微观用户的使用为宏观经济体系注入

动能,应积极制定并推广宣传相关创业优惠政策,

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准入门槛,鼓励家庭和中小企

业的创业活动,促使创业想法落地,激发“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活力;通过科普和宣传提高社会居

民的金融素养,制订个性化的金融产品体验,加强

个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信任感与依赖感,引导居民

消费扩大内需,保障城市经济体系的正向循环。

(3)根据城市异质性分级规划海洋中心城市和

数字城市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和数字中国离

不开海洋城市的发展,可以重点根据行政级别和城

市规模异质性分级规划城市建设,超大-特大海洋

城市持续积极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增强城市经济韧

性,优先加快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以及数字城市的建

设步伐,引领其他海洋城市积极推动国家和区域海

洋中心城市建设,实现多层次海洋城市发展。

(4)增加金融监管支出,注重金融监管体系的

与时俱进和革新。数字普惠金融的新形式决定继

续沿用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是行不通的,金融监管

需要同步于金融发展,政府应该牢牢把握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趋势,及时出台合理监管政策和法律依

据,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调配更多财政支出,用于加

强信息技术的武装,创新构建监管体系和工具,善

于利用多维数据防范制度漏洞和隐性金融风险,根

据经济状况合理调节金融监管强度,实行逆周期监

管,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释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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