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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梳理金融创新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机制基础上， 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 并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 金融创新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直接赋能效应； 金融创新可通过产业结构升

级、 经济增长、 营商环境优化的传导效应， 间接赋能共同富裕， 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强， 其次为经济增

长， 最后为营商环境优化； 金融创新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 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的赋能效应强

于中、 西部地区。 鉴于此， 应夯实金融创新发展基座， 着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创新， 借此赋能共

同富裕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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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需要在 “做大蛋糕” 的同时 “分好蛋糕”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共

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要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②。 金融可帮助个体创造财富， 实现增收致

富，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③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习近平在专门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的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 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

风险防范化解工作”，④借此推进共同富裕。 但金融活动的驱动力是资本， 常会因资本逐利性产生金融资源

供给的马太效应， 造成社会财富两极分化，⑤阻碍共同富裕进程。
金融创新是增加新型金融工具和变更现有金融体制的过程， 可驱动金融体系完善。⑥从理论而言， 金

融创新可改善金融资源供给， 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 进而推动共同富裕。 一方面， 金融创新会形成多元

化的金融产品、 工具和服务， 在为企业提供丰富融资支持的同时，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而提升社会整体

富裕程度， 即推动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 金融创新可优化金融市场供给结构， 最大化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推

动效应， 促进社会财富积累， 由此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是以，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时期， 研究金融创新如何

赋能共同富裕， 其赋能途径、 方向和效应， 对于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金融创新效率， 稳中求进实现共同富

裕目标极具实践意义。

二、 文献综述

现阶段， 学术界关于金融创新的研究较为丰富。 理论分析层面， 邱兆祥等认为， 金融创新可支持、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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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和保障科技创新， 但二者的健康循环仍有诸多堵点待打通， 未来需从创新和优化融资结构、 金融产品、
政策制度安排等方面出发， 促进金融服务创新。① 张金良对金融创新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

问题进行探讨， 提出激发金融创新发展动能、 增强价值创造驱动力的建议， 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②

陈游分析了农业产业互联网对农业供应链金融创新的影响， 并立足当下商业银行农业供应链金融面临的问

题， 从创新金融科技应用、 创新风险管理技术等方面提出商业银行农业供应链金融创新具体路径。③ 实证

分析层面， 吴文洋等研究指出， 金融创新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有显著 “Ｕ 型” 影响， 且这一作用在较小规

模的银行中更明显。④ 王剑锋和徐万肖以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中国企业 ＡＢＳ 为样本， 对金融创新中的 “脱离本

源” 现象进行分析， 发现在将担保作为发行条件的 ＡＢＳ 场景下， 关联担保容易引发信用混同， 造成风险

传染和资金腾挪。⑤ 李林汉和韩景旺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３１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指出， 金融创

新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呈 Ｕ 型非线性特征， 且金融监管在其中起调节作用。⑥

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两方面。 水平测度方

面， 彭刚等对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２７９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 发现研究期内共同富裕及其

各子维度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 且表现出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辐射递减的阶梯状空间分布格局。⑦ 谭燕芝等基

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省域数据测度发现， 各省份农民共同富裕水平总体不断上升， 表现出东部强于西部的空间

分布特征， 但区域间差距整体不断缩小。⑧ 孙豪和曹肖烨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测度发现天津、 浙江、 江苏、 山东、 湖北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较高， 湖南、 福建等 １１ 个省区的共同富裕发展水

平偏低， 属于相对滞后型省份。⑨ 吴桐和张跃平对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西部 １２ 省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西部地区共同

富裕水平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但省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大。OI0 影响因素方面， 徐鹏杰等研究指出， 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 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发展等均可以推进共同富裕， 而外资引进和金融业规模扩张不利于促进共同富

裕。OIl 彭刚等发现，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脱贫攻坚政策实施均可促进共同富裕， 而农业依赖

度和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共同富裕。OI2 石薇等研究证实， 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 此过程中就业质量提

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OI3 杨胜利等指出， 县域新型城镇化可以促进共同富裕， 且该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县域

整体富裕水平和缩小县域差距水平两方面。OI4 王中伟和焦方义研究发现， 数字乡村建设可以直接促进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 也可通过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OI5 近几年， 部分学者探讨了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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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普遍认为数字金融、① 数字普惠金融、② 普惠金融会促进共同富裕。③

综上所述， 学术界关于金融创新与共同富裕单一层面的研究已初具规模， 且部分学者就金融与共同富

裕的关系展开探讨， 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将金融创新与共同富裕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的研究较少， 且

从赋能理论视角探析二者赋能机制， 并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献极为缺乏。 据此， 本文将金融创新与共同富裕

纳入统一框架， 在理论解析金融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基础上， 选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 ３０ 个省份面板

数据， 实证探讨了金融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直接与间接机制。 同时， 将样本划分为东、 中、 西三大地区，
分析金融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区域异质性， 以期为制定科学金融创新与共同富裕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三、 金融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

（一） 金融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源动力， 也是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 有利于为社会整体富裕程度提升提供

重要支持， 助推共同富裕。 一方面， 金融创新可产生诸多普惠性金融产品或服务， 提高金融覆盖广度与使

用深度， 从而满足更多群体的金融需求。④ 在此过程中， 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金融创新的

发展红利， 有利于激发此类群体创业活力， 在缩小地区与群体间收入差距的同时， 提高居民整体富

裕程度， 由此赋能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 金融创新作为创新活动之一， 可带来诸多高收入就业岗位

和机会， 有助于扩大市场活动参与群体的规模。 从理论而言， 社会中参与金融创新群体增多， 意味

着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会有所提升。 这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 增加社会财富总量， 进而赋

能共同富裕。 此外， 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升能够提高金融参与度， 如增加储蓄投资和借贷行为， 使

其能够利用多样化的金融创新产品促进财富积累，⑤ 推动共同富裕。 根据上述分析， 提出假设 １， 表示

为 Ｈ１： 金融创新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
（二） 金融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中介机制

金融创新过程会产生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金融等多种新型金融工具， 在为社会主体发展提供多元金融

支持的同时， 推动共同富裕。 但现有文献对金融创新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尚浅， 缺乏对金融创新通过何

种中介机制赋能共同富裕的分析。 基于此， 本文引入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增长和营商环境优化 ３ 个变量，
详细解析金融创新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机制。

１. 产业结构升级赋能效应

金融创新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方面， 金融创新可为技术研发、 产业转型等提供丰富的资金支

持， 通过驱动技术创新、 产业融合、 新兴产业发展等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升级。 另一方面，
金融创新可结合市场供给水平、 需求情况与产业资本拥有量， 影响资本配置效率， 促进产业结构趋向合理

化。⑥ 而产业结构升级可促进经济总量提升、 缩小区域差距， 助力共同富裕。 具体而言， 在共同富裕新征

程中， 农民农村依旧是最主要的短板弱项。 产业结构升级会增加就业岗位与需求，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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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广肃， 丁相元： 《数字金融、 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载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强国令， 商城： 《数字金融、 家庭财富与共同富裕》， 载 《南方经济》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 薛启航， 王慧敏， 魏建： 《数字金

融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载 《学习与探索》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史依铭， 黎思琦：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载 《新疆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刘心怡， 等： 《数字普

惠金融与共同富裕： 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载 《金融经济学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韩亮亮， 彭伊， 孟庆娜： 《数字普惠金

融、 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载 《软科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尹志超， 文小梅， 栗传政： 《普惠金融、 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载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孙继国， 杨晓

倩： 《普惠金融、 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 载 《金融论坛》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
王平， 王凯： 《数字金融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载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建军， 范志昊， 周叔媛： 《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 ———基于家庭微观层面的指标测度与机制分析》， 载 《国际金

融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孔祥如： 《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８ 年， 第 ３１ 页。



这可以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收入， 促进农村减贫，①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并且， 产业结构升级可提高要素资

源配置效率， 进而发挥要素配置的辐射效应， 拉动落后地区经济增长， 夯实共同富裕发展基础。 因此可

知， 金融创新推进了产业结构优化， 在缩减城乡差距与提升居民富裕水平的同时， 有效促进共同富裕。 根

据上述分析， 提出假设 ２， 表示为 Ｈ２： 金融创新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正向赋能共同富裕。
２. 经济增长赋能效应

金融创新能够推动经济增长。 一方面， 金融创新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加速金融资源时空集聚， 促进

金融要素融合与协调发展， 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推动社会资本从低效率项目流向高效率项目， 提升经

济发展效率， 推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 金融创新会产生金融网络效应， 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金融机构信息

搜寻成本， 提升金融机构运作效率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② 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同时助力经济增长。 而

经济增长是共同富裕的前提， 能够推动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夯实共同富裕基础。 具体而言， 经济增长意味

着经济发展效益明显提高， 且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此种情形下， 我国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 缩小城乡区域发展、 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 进而推动共同富裕。③ 并且， 习近平总书记也

曾指出， 经济发展创造财富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基本前提。 由上述分析可知， 金融创新可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与金融网络效应， 推动经济增长， 进而不断提升对共同富裕的贡献度。 根据上述分析， 提出假设 ３， 表示

为 Ｈ３： 金融创新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正向赋能共同富裕。
３. 营商环境优化赋能效应

由于金融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力量， 金融创新必然会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一方面， 在金融创新过程

中， 金融机构可借助新型技术工具， 构建便捷性更强、 精准度更高的智能监管体系， 高效管控金融投资行

为与企业金融借贷行为， 为企业营商环境优化创造良好条件。 另一方面， 金融创新可以为企业提供多样化

的金融支持， 保障金融资源高效流动， 缓解市场融资供求信息不对称问题， 推动营商环境稳定优化。 而营

商环境优化能够激发市场发展活力， 为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动能。 细言之，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软实力

的重要体现， 可以综合地反映地区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④ 营商环境优化意味着以效率和公平为核心的收

入分配体系逐步构建， 可实现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 赋能共同富裕。 并且， 营商环境优化可充分发挥市场

优势， 提高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热情， 孕育新动能， 激发新活力， 促进社会财富积累， 助力共同富裕。 总体

来看， 金融创新可通过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间接促进共同富裕。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假设 ４， 表示为 Ｈ４：
金融创新能够通过营商环境优化正向赋能共同富裕。

四、 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 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 （Ｃｐｒ）
２０２１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 共同富裕要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步富裕。⑤ 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中提出， 共同富裕的主要任务即推进

城乡协调。⑥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⑦。 结合国家关于共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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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昶， 吴海涛， 黄大湖： 《产业结构、 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 载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江红莉， 蒋鹏程， 黄丹晓： 《金融集聚、 消费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 载 《宏观质量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马晓河， 杨祥雪： 《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载 《改革》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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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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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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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内涵与要求， 借鉴傅东平等①的相关研究， 从共同程度和富裕程度两方面出发， 构建涵括 ４ 个二级指标

２７ 个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程度指标体系 （见表 １）。 在此， 采用熵值法测度共同富裕发展程度综合指数。
表 １　 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共同程度

城乡协调程度

区域协调程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

城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差距 －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额差距 －

城乡医疗保障财政支出差距 －

城乡绿化覆盖率差距 －

区域间人均 ＧＤＰ 总量差距 －

区域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

区域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 －

区域间恩格尔系数差距 －

区域间技术市场成交额差距 －

区域间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差距 －

区域间医疗保障财政支出差距 －

富裕程度

物质富裕程度

精神富裕程度

全要素生产率 ＋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

技术市场成交额 （元）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消费者价格指数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 （％ ） ＋

失业登记率 （％ ） ＋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

人均文教娱消费支出 （元） ＋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个） ＋

广播和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 ） ＋

公共文化艺术体育教育消费 （元） ＋

人口预期寿命 （岁） ＋

　 　 注： “ － ”、 “ ＋ ” 分别代表指标为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２． 核心解释变量： 金融创新 （Ｆｉｎ）
考虑到学术界暂未形成金融创新统一度量标准， 相关研究主要通过代理变量或单一变量衡量金融创

新， 这种度量方法可能存在片面性。 本文结合林毅夫等、② 杨筱茜等的研究，③ 从金融产品创新、 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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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东平， 苏晓， 李海霞： 《共同富裕的内涵、 测度与推动因素研究》， 载 《经济体制改革》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刘亦文， 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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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创新与金融市场创新 ３ 个方面选取 １４ 个指标， 构建金融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详见表 ２）。 本文采用熵值

法测度金融创新水平综合指数， 结果显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我国金融创新水平总体均不断上升 （限于篇幅，
研究结果不在文中列示）。

表 ２　 金融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公式

金融产品创新

储蓄存款规模 储蓄存款 ／总人口 （元·人 － １）

银票承兑规模 银票承兑额 ／总人口 （元·人 － １）

消费信贷规模 消费贷款余额 ／总人口 （元·人 － １）

金融服务创新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规模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 （家）

金融深化程度 贷款余额 ／ ＧＤＰ （％ ）

金融相关比率 信贷总额 ／ ＧＤＰ （％ ）

金融中介配置效率 银行贷款总额 ／储蓄存款 （％ ）

金融业人力资本 金融业从业人员 （万人）

金融上市公司规模 金融上市公司数量 （家）

金融市场创新

银行集中度 每百万人银行金融机构数金融市场 （家·百万人 － １）

保险密度 地区保费收入 ／地区总人口 （元·人 － １）

保险深度 地区保费收入 ／地区 ＧＤＰ （％ ）

股市市值 股票市值 ／ ＧＤＰ （％ ）

金融业增加值占比 金融业增加值 ／ ＧＤＰ （％ ）

３. 中介变量

（１） 产业结构升级 （Ｕｉｓ）。 参照现有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做法，① 用第三产业增加值除以第二产业增加

值， 测算产业结构升级。
（２） 经济增长 （Ｅgｒ）。 选取人均 ＧＤＰ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 按照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与

常住人口的比值计算得到。 为剔除物价因素影响， ＧＤＰ 按照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增长指数转换为以 ２０１３ 年

为基期的实际值， 并取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形式。
（３） 营商环境优化 （Ｏｂｅ）。 结合王鹏等的研究，② 从政策环境、 市场环境、 基础设施环境、 社会服务

环境 ４ 个维度， 构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 政策环境包括政策稳定与政策扶持 ２ 项指标， 市场环

境涵盖文化环境和经济环境两项指标， 基础设施环境涵括交通设施、 通讯设施 ２ 项指标， 社会服务环境涉

及科创服务、 教育服务、 医疗服务、 保险服务 ４ 项指标。 采用利差法进行指标标准化处理， 并结合熵值法

对指标赋权， 最终计算得出营商环境优化综合得分。
４. 控制变量

参照相关研究，③ 选取可能影响共同富裕的如下变量加以控制。 政府干预程度 （Ｆｅ） 使用地方财政支

出与地方 ＧＤＰ 之比衡量； 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 采用地方进出口总额与地方财政支出的比值表征； 教育

水平 （Ｅｄｕ）， 用地方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指代；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 使用地方城镇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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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田颖莉： 《金融创新、 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载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１ 期。
王鹏， 钟敏： 《营商环境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载 《统计与决策》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３ 期； 刘新智， 黎佩雨， 张鹏飞：
《营商环境优化、 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载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王平， 王凯： 《数字金融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载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牛丽娟： 《数字金融、 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载 《统计与决策》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



与常住人口之比代表； 财政支农结构 （Ａgｒ）， 用地方农林水事务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占比测度。
（二）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时效性，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中国不包含港澳台及西藏的 ３０ 个省份为样

本。 实证所需数据主要来源： 一是官方文件中的数据， 如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财政年鉴》 《中国城乡

建设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

鉴》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二是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 如 ＥＰＳ 数据库、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国泰安数据库、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对于个别缺失的

数据， 采用插值法补齐。 为消除指标间的量纲和量级差异， 对负向指标取倒数后， 采用均值法处理各项

指标。
（三） 模型构建

１. 基准模型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检验金融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 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Ｃｐｒｉｔ ＝ α０ ＋ α１Ｆｉｎｉｔ ＋ ∑
５

ｊ ＝ １
（β ｊ × Ｘ ｊ·ｉｔ） ＋ μｉｔ （１）

其中， ｉ、 ｔ 分别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Ｃｐｒ 为共同富裕程度； Ｆｉｎ 为金融创新水平； α０ 代表常数项； α１ 为

金融创新的回归系数； βｊ （ ｊ ＝１， ２， ３， ４， ５） 分别为 ５ 个控制变量 Ｘ 的回归系数； μｉｔ代表随机误差项。
２． 中介效应模型

借鉴朱洁西和李俊江的研究，① 基于模型 （１） 设定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Ｍｉｔ ＝ θ０ ＋ θ１Ｆｉｎｉｔ ＋ ∑
５

ｊ ＝ １
（λ ｊ × Ｘ ｊ·ｉｔ） ＋ εｉｔ （２）

Ｃｐｒｉｔ ＝ κ０ ＋ κ１Ｆｉｎｉｔ ＋ κ２Ｍｉｔ ＋ ∑
７

ｎ ＝ ３
（κ ｊ × Ｘｎ·ｉｔ） ＋ δｉｔ （３）

其中， θ０、 κ０ 均为常数项； θ１、 κ１ 均为金融创新的回归系数， κ２ 为各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 Ｍ 表示中介

变量， 包括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增长和营商环境优化， Ｘｎ （ｎ ＝ ３， ４， ５， ６， ７） 是控制变量； 其他变量

含义同模型 （１）。 经中介效应检验后， 若基准模型 （１） 中 Ｆｉｎ 回归系数为正， 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则可依次对模型 （２）、 模型 （３） 进行检验。 进一步检验结果的模型 （２） 中， 若 θ１ 显著为正， 说明金融

创新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模型 （３） 中， 若 κ１ 不显著， 但 κ２ 显著为正， 表示中介变量发挥完

全中介作用； 若 κ１ 和 κ２ 均为正且显著， 说明中介变量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豪斯曼检验法检验后发现， 随机效应模型拒绝了原假设， 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文章主要变量关

系进行实证检验。 考虑到个体差异难以观测， 这可能造成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

准回归分析。 为降低数据波动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将所有变量均取对数， 随后带入模型进行分析。 金融创

新影响共同富裕的基准回归结果详见表 ３。
１. 表 ３ 中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分别为不考虑控制变量和考虑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 从相关数据可以

看出， 在不考虑控制变量和考虑控制变量情况下， 金融创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５８２ 和 ０. ４２５， 且均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 金融创新水平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程度提升，
即金融创新已成为助推共同富裕的新动能。 并且， 回归结果显示， 金融创新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促使

共同富裕程度提升约 ０. ４２５。 由此， 假设 １ 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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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ｌｎＦｉｎ ０. ５８２∗∗∗

（６. ９８）
０. ４２５∗
（４. ０５）

０. ５６１∗∗∗

（５. ３７）
０. ４０３∗∗∗

（３. ２３）
０. ３２６∗∗∗

（３. ７１）

ｌｎＦｅ － ０. ０２８∗

（ － １. ７３）
－ ０. ０４２

（ － １. ３５）
－ ０. ０３６∗

（ － １. ８４）
０. ０２１∗

（１. ７８）

ｌｎＯｐｅｎ ０. ０５４∗∗

（１. ９９）
０. ０６９∗∗

（１. ８７）
０. ０５６∗∗

（２. ０４）
０. ０３２∗∗

（２. ３５）

ｌｎＥｄｕ ０. ０２８∗∗

（２. ４５）
０. ０４２∗∗

（２. １９）
０. ０３３∗∗

（２. ２８）
０. ０２８∗∗

（２. ０７）

ｌｎＵｒｂ － ０. １５２∗

（ － １. ８１）
－ ０. １２４∗

（ － １. ７７）
－ ０. １９２∗

（ － １. ７３）
－ ０. １８５∗

（ － １. ８７）

ｌｎＡgｒ
０. ０４７
（１. ５２）

０. ０５４∗

（１. ７３）
０. ０２３
（１. ５７）

０. ０１９
（１. ３６）

样本量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１０ ８０ １１０

Ｒ２ ０. ４５９ ０. ４１８ ０. ６２３ ０. ４９１ ０. ４６７

　 　 注：∗∗∗、∗∗、∗分别表示计量结果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 内为 ｔ 值。 下同。

２. 控制变量中， 对外开放程度与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 且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对

外开放程度越高， 越能够推动进出口贸易发展， 提升国家整体富裕水平， 助力共同富裕； 教育水平越高，
越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本， 进而赋能共同富裕。 政府干预程度、 城镇化水平均负向影响共同

富裕， 且回归系数均通过 １０％显著性水平检验。 这说明政府干预程度提升不利于市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

性， 会抑制经济活跃度提升， 因而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为负； 城镇化建设会加速城市经济发展， 拉大城乡发

展差距， 制约共同富裕水平提升。 财政支农结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为正， 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

财政支农结构调控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尚不明显。
３. 表 ３ 中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为不同地区金融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样本检验结果。 参考国家

统计局划分标准， 将样本划分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 分别测算不同地区金融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

响， 结果见表 ３ 中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可以看出， 金融创新对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程度影

响的回归系数均为正， 且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 对比分析发现， 金融创新对东部地区共同富裕影响的

回归系数 （０. ５６１） 大于中部地区， 对中部地区共同富裕影响的回归系数 （０. ４０３） 大于西部地区， 即金

融创新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由东向西逐渐减小现象。 产生该结果的可能原因是： 东部经济发展水平

高、 先进技术丰富、 金融业较为发达地区， 金融创新活跃度高且效果良好， 故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更明

显。 相较而言， 西部地区金融环境、 技术支持与经济条件较差， 金融创新效果不佳， 所以对共同富裕的促

进作用较小。
（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上文分析结果显示， 在基准模型 （１） 中， 金融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开展

条件。 因此， 进一步采用模型 （２）、 模型 （３）， 对金融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间接作用机制展开分析。 表

４ 中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分别为金融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增长、 营商环境优化影响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３ 个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 且通过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金融创新可显著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 经济增长与营商环境优化。
表 ４ 中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分别为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金融创新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 经济增长、 营商环境优化， 能够起到间接赋能共同富裕程度提升的作用， 且 ３ 个中介变量均为部分中

介效应。 具体来看，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３４６ （０. ５２４ × ０. ６６１）， 在总效应中所占的比重为

４２. ２５％ 。 这说明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能够促进产业经济发展， 强化共同富裕程度， 而且在金融创新赋能共

同富裕中起着显著正向中介效应。 在金融创新背景下， 市场主体通过多样化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应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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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业技术创新与产品结构优化， 进而助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 合理化方向升级。 这一过程中， “蛋
糕” 会越做越大，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也会逐渐增多， 进而降低贫富差距， 助力共同富裕。 据此， 本文假

设 ２ 得到验证。
表 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ｌｎＦｉｎ ０. ５２４∗∗∗

（６. ９８）
０. ４７１∗∗∗

（４. ０５）
０. ３５８∗∗∗

（５. ３７）
０. ４７３∗∗∗

（７. ２３）
０. ４１２∗∗∗

（５. ４６）
０. ３８５∗∗∗

（６. ８１）

ｌｎＵｉｓ ０. ６６１∗∗

（２. ３８）

ｌｎＥgｒ ０. ４８８∗

（１. ７９）

ｌｎＯｂｅ ０. ３９８∗

（１. ８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６. ８４∗

（１. ７６）
５. ７５∗

（１. ７８）
８. ２３∗∗

（１. ８４）
６. ７１∗

（１. ８７）
５. ８８∗

（１. ７９）
６. ３６∗

（１. ９２）

样本量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Ｒ２ ０. ３８９ ０. ４２６ ０. ５３８ ０. ６１０ ０. ５４６ ０. ４７７

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２３０ （０. ４７１ × ０. ４８８）， 在总效应中所占的比重为 ３５. ８３％ ， 意味着金融创新

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而经济增长形成的反馈机制有助于赋能共同富裕， 实现金融创新、 经济增长与共同富

裕协同推进。 这是因为， 金融创新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多元资金， 在提升市场经济活力的同时助力经济

增长。 而经济稳步增长会夯实国家物质基础， 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据此， 假设 ３ 得到验证。
营商环境优化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１４２ （０. ３５８ × ０. ３９８）， 在总效应中占比 ２６. ９４％ ， 即金融创新对共同富

裕的影响过程中有 ５８. ６４％是通过营商环境优化实现。 说明金融创新能够为市场提供多样化资金支持， 创

设良好营商环境， 为共同富裕奠定良好基础条件。 由此， 假设 ４ 得证。
对比三大中介效应可以发现，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强， 经济增长次之， 营商环境优化最弱。 因

此， 需要借助金融创新发展契机， 激发共同富裕发展活力， 驱动产业结构升级， 大幅提升共同富裕程度。
以上检验结果的逻辑内涵可进一步归纳为， 金融创新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增长与营商环境优化， 而

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增长与营商环境优化又正向反馈于共同富裕。 由于存在正向中介效应， 金融创新显著

赋能共同富裕。
（三） 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 进一步使用调节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即将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

增长和营商环境优化的交叉项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 其他变量不变。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 金融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且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也均为正， 均通过 １％

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金融创新通过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作用， 可显著驱动共同富裕。 其中， 金融创新与

经济增长交互作用对共同富裕的驱动效应最强， 回归系数为 ０. ５６４； 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交互作用对

共同富裕的驱动效应次之； 金融创新与营商环境优化交互作用对共同富裕的驱动效应较弱。 这说明金融创

新与三大中介变量的融合程度越深， 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越强。 因此可知， 金融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赋能

共同富裕， 而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增长与营商环境 ３ 个中介变量， 间接赋能共同富裕。

六、 结论及启示

本文在梳理金融创新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机制基础上， 基于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省级面板数据， 对二者关系

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金融创新不仅能够直接赋能共同富裕， 而且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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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营商环境优化显著赋能共同富裕； 相比较而言， 金融创新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最

强， 其次分别为经济增长与营商环境优化； 金融创新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 其中东

部地区的赋能效应要强于中、 西部地区。 以上结论的重要启示在于：
第一， 夯实金融创新发展基座。 由上述结论可知， 金融创新能够赋能共同富裕， 故可多角度夯实金融

创新发展基座。 其一， 完善顶层设计， 夯实金融创新制度支持基础。 政府部门应根据我国金融发展实际，
从重点领域布局、 监管机制搭建、 风险管理等方面出发， 完善金融创新支持制度， 由此助力共同富裕。 其

二， 搭乘数字经济发展 “顺风车”， 夯实金融创新技术支持基础。 金融机构应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借

助多样化数字技术， 研发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与工具， 使弱势群体能够真正享受金融服务， 进而赋能共同

富裕。 其三， 大力普及金融教育， 夯实金融软环境支持基础。 国家与各地区政府应加大金融教育力度， 普

及金融知识、 金融风险常识， 为金融创新提供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本， 由此形成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 助力

共同富裕目标稳步推进。
第二， 着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鉴于产业结构升级在金融创新赋能共同富裕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最大，

我国应夯实产业跃迁基础， 着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方面， 企业、 行业组织等社会主体应充分发挥中国

超大市场优势， 高效利用金融创新形成的多元新型金融产品， 降低产业发展成本， 并支持产业向合理化方

向发展，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进而赋能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 社会主体应借助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

智能等数字技术， 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短板， 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实现产业高级化转型。 并且， 国家

应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打造数字化、 智能化、 柔性化的产业链新业态，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由此助

力推进共同富裕。
第三， 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创新。 研究结果显示， 相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金融创新对共同富

裕的赋能效应更强。 鉴于此， 我国应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创新， 借此缩小区域金融创新发展差距， 助力共同

富裕。 在东部地区， 金融机构应借助本地金融业态、 经济水平与营商环境发展良好优势， 推动金融业进行

适应性创新， 并发挥金融外溢效应助力其他地区发展， 由此赋能共同富裕。 在中部地区， 金融机构应加强

治理结构创新， 强化内力， 减少无效冗余的金融供给， 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有效金融服务， 进而赋能共同

富裕。 在西部地区， 金融机构应结合本地居民、 企业实际发展需要， 创新普惠性金融产品， 使全体居民能

够平等享受到金融支持， 提高创新创业积极性。 这有助于提升地方富裕程度， 缩小与东部和中部地区发展

差距，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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