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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翟 帅（博士）

（湖州师范学院商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摘要】本文选取江苏省2005年至 2013年数据，测算了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
析，研究表明第一、三产业的拉动率、网络普及率等因素与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呈正相关关系，第二产业的拉动率

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与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公路铁路里程、教育水平与普惠金融指数不相关。在此基

础上，对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了改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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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

理念，给我国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政策指导。而在实际的

金融操作过程中，由于金融排斥性的特征，使得部分有发

展潜力的客户被排斥在金融服务对象之外，贷款难成为

经济发展的一大困扰，由此也滋生了一系列如民间借贷

崩盘、高利贷丛生等问题，以浙江温州、江苏宿迁、陕西榆

林等地尤为严重。

发展普惠金融，将有利于带动国内低收入家庭消费、

中小微型企业经济运行，在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提高人

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作用。同时，国际经验表明普

惠金融体系的建设有利于生产资源的有效合理分配，缩

小收入差距和减少贫困现象的发生。然而，在众多国内外

研究普惠金融的文献中，鲜有以城镇数据、经济较发达地

区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分析的，因此本文以江苏省为例，以

2005至2013年数据为样本，测算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并
分析影响该指数变化的因素。对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的

研究实质上扩大了现有普惠金融研究领域，从理论和实

际上都更关注于广泛意义上的地区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

发展差异。

二、文献综述

1. 国外学者对于普惠金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
比国内做得深入和长久。扶贫协商小组（CGAP）在 2008
年，也即普惠金融理念提出的第二年，推出报告《服务所

有人——建设普惠性金融体系》，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深入

解析了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难度及措施，成为纲

领性的国际文件。2008年，普惠金融联盟（AFI）成立，总部
设在泰国曼谷，旨在帮助与指导发展中国家开展普惠金

融。此外，G20在 2009年成立了普惠金融专家组，并连续

两年研究提出普惠金融九项发展原则和七项行动计划，

加强普惠金融的区域性建设和全球化进程，随后各国逐

步开始普惠金融体系的宣传和建设。

在实证分析领域，国外诸多学者的研究为我们创立

了样式。Beck等人（2005）提出了测量普惠金融的 8个指
标，分别是每 1 000平方公里银行机构数量，每 10万人银
行机构数量，每 1 000平方公里ATM机数量，每 10万人
ATM机数量，存款与GDP比重以及贷款与GDP比重。这
为日后学者研究普惠金融提供了指标依据。之后，Sarma
在2008年首次创建了普惠金融指数（IFI），又与 Jesim Pais
（2010）一起测算了不同国家的 IFI，进行国际比较和总结。
Chakravarty（2010）在 Sarma（2008）的基础上对 IFI的计算
公式加以改进，得出更加简便的计算公式。Lindsey Apple⁃
yard（2011）则通过对于社区金融发展机构的数量、质量
进行分析，对比了英国和美国的普惠金融体系建立的差

异程度。

纵观国外学者对普惠金融体系的研究可以发现，他

们已由单纯的从金融地理学角度分析金融排斥现象转向

分析普惠金融所涉及的文化与制度因素；从单纯的理论

探究转向数学和金融模型的构建；从对单一地区、国家的

普惠金融研究转向区域性、多国之间的比较和分析。

2. 我国学者对于普惠金融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焦瑾璞（2006）首次提出了建立“普惠金融体系”概念，
认为普惠金融能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为社会全体成员提

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张晓燕等（2012）详细阐述了普惠金
融体系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指出应建立公平、高效、稳定

且与经济结构相容的普惠金融体系。朱叶（2013）、潘超
（2013）则强调了我国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可持续性问
题。阚景阳（2009）、谭文培（2013）和曹凤岐（2010）着重分
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困境，提出建立“三位一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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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在地方性普惠金融体系

建设方面，周忠元（2011）、蔡青、郭志卫（2012）、王婧、胡国
晖（2013）等分别以吉林省、云南省、黑龙江省和浙江省安
吉县为例，分析了地方金融体系建立的现状，探讨了地方

金融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分享了地方普惠金融体系建立

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共同指出建立和发展普惠金融体系

需要强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创新，深化金融服务，促进

信用建设，加快法律保障，寻找符合当地实际的金融体系

建立的突破口，调动政府和社会资源，共同建立。

在普惠金融实证研究领域，梁锐、王皓（2008）以县域
金融网点数为代理变量，结合Lanzillotti、Saving（1969）和
Evanoff（1988）改进的模型，研究农村金融排斥现象。选择
了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人均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金融基础设施状况和政府规管程度作为影响因素构建模

型，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OLS回归结果做进一步稳
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大、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大、金融基础设施状况良好的县区金融排斥情况较

弱。徐少君、金雪军（2009）以浙江省农户为调查对象，采
用Probit和Logit模型，以储蓄排除、贷款排除和基本保险
排除作为代理变量（FSA，2000），通过对农户个人信息、农
户家庭特征和农户接触金融服务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 3
大类 11个因素加以分析，得出收入是影响普惠金融的最
重要因素的结论。

高沛星、王修华（2011）同样基于省际数据分析农村
金融排斥区域差异并构建农村金融排斥指数。考虑到指

标的量化程度和重叠关系，他将Kempson（1999）的6维度
模型精简至 4维度分析法，并采用变异系数构建权重，计
算得出我国各省普惠金融程度值；在考虑影响因素时，选

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农村地区百元GDP贷款贡
献率、农村就业人数和农业化水平作为变量。周梦亮、张

国政（2009，2012）分别采用 1 578个和 1 877个县市数据
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采用Chakravarty
（2010）改进的普惠金融指数计算方法处理数据。随后，王
婧、胡国晖（2013）沿用了高沛星和王修华（2011）的研究思
路，同样采用变异系数法和极差法，运用 Sarma（2008）提
出的 IFI计算方法处理数据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但上述分
析缺少解释权重确定方法的准确性和极差法的科学性。

通过对国内普惠金融相关文献的整理不难发现，目

前我国对于普惠金融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

将农村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着重分析普惠金融概念中

的“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社会成员”，忽略了概念中的“全

体社会成员”和普惠金融的“全面性”，少量文献以商业银

行和中小企业为普惠金融分析视角，鲜有以中小城市或

城镇数据做样本的研究分析。第二，多数实证研究都考虑

了Sarma（2010）的“三维度”分析法，即金融服务的地理渗
透性、使用效用性和产品接触性以及Beck 等（2007）提出

的衡量普惠金融的8大指标，但是研究中实际选取的维度
和指标差异性很大，模型和因素的选择也各不相同，这是

因为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公认的维度、因素选取和衡

量标准。因此，本文将经济大省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在

指数测算的维度选取方面，借鉴张世鸿、赵美光（2013）的
研究，选择 6维度分析法，同时创新性地改进了之前学者
运用的极差法。

三、江苏省金融机构整体现状

为了对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经济环境和金融

背景做了解，本文分析了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相关

统计指标，其中包括：在 2013年度中，政策性银行及国家
开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

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邮储银行及其他法人银行业金融

机构等各大机构中对金融机构总资产、总负债、税收净利

润、中间业务收入、所有者权益的余额等。截至2013年末，
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117 179.73亿元，同比年初
增长了7.89%，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同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相比增长最快，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增长最慢，只

达到了2.27%；总负债达113 688.23亿元，同比年初增长了
8.31%，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相比增
长最快，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增长最慢，只达到了

2.12%；所有者权益达 3 491.50亿元，同比 2013年初降低
了 4.23%，股份制商业银行降低至 49.72%，拉低了银行业
金融机构所有者权益的总体水平；税后净利润达 471.81
亿元，同比2012年增长了26.62%，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
银行在税后净利润中做出最大贡献，增长率达到

119.67%；中间业务收入达 209.78亿元，同比 2012年增长
了12.40%，其中邮储银行增长达到51.70%，国有商业银行
只达到5.79%。具体指标见表1。
此外，从表 1可以看出，除所有者权益之外的其余四

项指标总体比 2012年同期增长比例较高，税收净利润比
2012年同期增长最高，达到26.62%，而江苏省银行业金融
机构中所有者权益比年初降低了4.32%。2013年江苏省国
有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和总负债相较于其他银行金融机构

都比较高，总资产余额达到51 177.98亿元，总负债余额达
到50 590.95亿元，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中都遥遥领先。
可见，近年来需要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普惠金融采取

实际措施来实现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现有银行

的大力支持和影响，改善江苏省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家庭

的经营状况和生活水平。

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和总负债与2012年
比较得出，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与年初增长率相比，提

高至12.62%，总负债比年初增长率达到13.22%，同年比其
他金融机构增长得多。在税后净利润与 2012年同期增长
的比较中可知，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达到

119.67%，实现所有金融机构税后净利润的最大值。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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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近几年发展迅速，各方面指标

都产生了较大增长。区域金融机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实现普惠金融的推进，突显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职能。

四、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和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1. 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的测度。沿用王婧、胡国晖
（2013）的研究方法，本文选取 6个维度指标，同时 d作为
衡量数据采样区间各观测值之间的离散程度，分子采用

观测值与均值之差。考虑到指标的实际经济意义，本文中

各指标的绝对值经济意义为：绝对值 d1表示本外币存款
余额占比；绝对值d2表示本外币贷款余额占比；绝对值d3
表示每万平方米拥有的金融机构数；绝对值 d4表示每万
平方米拥有的银行从业人员数；绝对值 d5表示每百万人
拥有的金融机构数；绝对值 d6表示每百万人拥有的银行
从业人员数。这些指标都随着当年经济、政策、信用市场

等因素的影响呈上下波动趋势。改进的极差法公式如下：

在计算 IFI基础上，本文采用Chakravarty（2010）改进
的 IFI计算方法测算普惠金融指数，公式如下：

IFI=1- ∑
i = 1

n
(1 - di)

2

n
由此计算出从 2005年至 2013年每年

的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如表2所示。
通过对2005 ~ 2013年的各项数值分析

得出，由于2007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
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内储民将自己的

资金存入银行的情况，而在金融危机之后，

经济开始恢复，储民将钱存入银行以度过

危机的想法也在减弱。通过对江苏省本外

币存款余额占比（d1）进行试算得出 d1列
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在2005 ~ 2013年 d1指
数相对波动，2007 ~ 2010年逐步上升为正

值，发展趋势良好。同上，2005 ~ 2013年本外币贷款余额占
比（d2）同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其中普惠金融指数
只有在 2009 ~ 2010年上升为正值，2010年之后又恢复到
负值，证实了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由于国家经济受到重创，

江苏省企业纷纷贷款为维持生产经营，同时企业的偿债

能力减弱。而每万平方米拥有的金融机构数（d3）的数值
从2005年的-0.392 42持续上升到2013年的0.607 584，表
明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江苏省的经济仍旧在不停

向前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逐渐减

弱。同样，每万平方米拥有的银行从业人员数（d4）的数值
在 2005 ~ 2009年间一直处于较平缓的下降趋势，2008年
的金融危机过后江苏省经济开始恢复并大力发展起来，

其每万平方米的银行从业人员开始增加，2013年的 d4值
达到 0.629 992。而每百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数（d5）的数
值从2005年到2009年不断下降，又从2009年到2010年迅
猛上升，之后趋于平缓。在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每百万
人拥有的银行从业人员数（d6）的数值明显偏小，在之后
的2009年到2013年里，数值不断上升，经济在金融危机之
后的逐渐恢复使得每百万人里从事银行业的人数不断增

加，由此说明银行业从业人员将会越来越多。

机构

机构合计

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

邮储银行

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

总资产

余额

117 179.73

4 847.24

51 177.98

22 609.12

16 097.82

16 214.48

4 552.97

31 690.44

环比增长率

7.89%

2.27%

7.58%

7.35%

12.62%

7.13%

9.25%

9.62%

总负债

余额

113 688.23

4 743.94

50 590.95

22 406.29

15 113.01

14 999.28

4 514.95

29 476.64

环比增长率

8.31%

2.12%

7.84%

8.46%

13.22%

7.41%

9.16%

10.03%

所有者权益

余额

3 491.50

103.30

587.03

202.83

984.81

1 215.20

38.02

2 213.80

环比增长率

-4.23%

9.99%

-11.00%

-49.72%

4.26%

3.76%

20.50%

4.46%

税后净利润

本年累计

471.81

21.69

240.84

82.73

53.47

52.86

5.85

95.40

环比增长率

26.62%

119.67%

21.80%

14.20%

59.61%

20.08%

8.19%

20.19%

中间业务收入

本年累计

209.78

2.77

149.55

31.38

13.67

3.16

7.75

15.73

环比增长率

12.40%

20.94%

5.79%

45.01%

11.81%

18.07%

51.70%

8.53%

注：本表数据源自《2013年江苏省金融机构年度报告》。

表 1 江苏省2013年金融机构统计指标 金额单位：亿元

项目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d1

-0.018 63

-0.148 44

0.153 13

0.031 66

0.672 927

0.212 122

-0.327 28

-0.082 72

-0.187 32

d2

-0.247 6

-0.051 5

-0.008

-0.166 8

0.752 4

0.142 3

-0.159 9

-0.091 1

-0.169 7

d3

-0.392 42

-0.338 45

-0.306 7

-0.276 54

-0.165 43

0.096 473

0.288 536

0.486 949

0.607 584

d4

-0.211

-0.391 23

-0.416 88

-0.458 06

-0.461 23

0.347 447

0.422 202

0.538 767

0.629 992

d5

-0.089 16

-0.303 61

-0.356 63

-0.416 87

-0.467 47

0.293 98

0.351 81

0.455 42

0.532 53

d6

0.361 03

-0.323 78

-0.313 75

-0.296 56

-0.213 47

0.073 07

0.285 1

0.507 16

0.638 97

IFI指数

0.540 7

0.483 5

0.499 6

0.479 8

0.550 1

0.668 5

0.631 9

0.693 7

0.698 1

表 2 江苏省2005 ~ 2013年普惠金融指数计量结果

注：本表数据源自《2013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其中2013年数据整理自省
财政厅新闻稿。

di=
Ai - −−−−Mi

Maxi -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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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江苏省 2005 ~ 2013年的 IFI指数，从整体上
来说是呈上升趋势的，这九年间的数据也是基本上在 0.6
上下浮动，所有数据中 2008年的数据因为金融危机而呈
现为最低值，如上图所示，2005 ~ 2006年江苏省普惠金融
指数（IFI）呈下降趋势。在2006年至2007年的两年间江苏
省普惠金融指数（IFI）随着江苏省的GDP的稳步提升也
在逐步上升，普惠金融程度大。之后由于2008年的全球金
融危机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IFI）呈连续下降趋势，其各
项指标也呈下降趋势。基于世博会和江苏省的地缘优势，

江苏省的 GDP提升，普惠金融指数（IFI）呈上升趋势。
2009 ~ 2010年，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IFI）大幅增长，一部
分原因来源于国家政府投入4万亿元的大力支持。2010年
至 2011年，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IFI）又趋于下降趋势，
2012 ~ 2013年，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IFI）逐步趋于平缓。

2. 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本部
分运用计量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影响江苏省普惠金融

发展的因素。借鉴王婧、胡国辉（2013）和Helene Fournier、
Rita Kop（2011）的研究，选取普惠金融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宏观经济、收入差距、接触便利、教育水平四大类。其中：

①宏观经济状态主要通过研究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的发展速度来分析。②收入差距通过研究城乡居民
的收入水平的差距，收入差距用常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

额进行分析，即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

之差。由于城乡收入水平的不均衡导致大部分农村居民

流入城市，城市居民逐渐趋于饱和，但是农村金融被排

挤，从而使普惠金融指数趋于降低。③接触便利的表现形
式有交通便利、沟通便利、网络便利等，一个城市普惠金

融的发展必须依靠这些便利，由于现在互联网的普及以

及地源因素的影响，我们分别统计了江苏省的上网人数

和公路、铁路路程总长度，并且用上网人数与江苏省总人

口的比值即网络普及率和公路、铁路总里程来代表接触

便利这一影响因素。④教育水平的高低主要统计了江苏
省平均每万人口中中学以上在校人数，利用这一数据表

示江苏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从而确定教育水平与普惠

金融指数的关联性。

分别选取以上相关影响因素作为此次研究的变量：

①宏观经济主要通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
发展状况、产业拉动率来表示；②收入差距通过衡量城乡
居民的收入水平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来表示；③随着通讯时代的蓬勃发展，
接触便利无疑是影响普惠金融的一大影响因素，因此，本

部分选用网络普及率及公路、铁路里程来研究相关普惠

金融的程度；④金融发展与教育水平的发展呈相关联系，
本部分即通过寻求目前的中学、大学受教育人数来表示。

并且做出以下假设：

H1：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拉动率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呈正相关关系。

H2：第二产业拉动率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负相关
关系。

H3：城乡收入差距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负相关关
系。

H4：网络普及率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H5：公路、铁路里程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

系。

H6：教育水平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由假设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ε
其中：因变量y为普惠金融指数 IFI；x1 ~ x7是自变量，

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经济的拉动

率、城乡收入差距、网络普及率、交通发展状况和教育水

平；β为各自变量的系数；ε为误差项。

利用Eview7.0对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调
整后的可决系数为 0.92，该回归方程拟合度较高。具体来
看，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的拉动率系数为正，即第一产业

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促进江苏省普惠金融的发展。第二

产业系数为负数，说明第二产业与普惠金融指数呈负相

关关系，支持H1、H2。同时，实证结果还显示，城乡收入差

江苏省 IFI指数变化趋势图

变量

Varible

C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城乡收入差

网络普及率

公路铁路里程

教育水平

R2

Log likelihood

S.E. of reg.

系数

Coefficient

-3.243 298

1.357 816

-2.079 615

1.542 461

-0.428 621

1.498 795

0.543 868

-0.764 090

0.980 372

27.065 75

0.025 370

标准差

Std. Error

0.392 032

0.329 843

0.638 454

0.587 955

0.187 298

0.635 800

0.130 287

0.311 110

t统计量

t-Statistic

-2.745 783

4.116 555

-3.257 269

2.623 432

-2.288 441

2.357 338

4.174 397

-2.456 013

Adjusted R2

Durbin-Watson stat

F-statistic

概率值

Prob.

0.002 4

0.043 5

0.082 7

0.098 1

0.049 3

0.042 5

0.152 9

0.133 4

0.921 488

3.046 632

146.649 29

表 3 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计量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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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与江苏省普惠金融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支持H3。网络普
及率与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数

据显示可看出网络普及率对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

显著，支持H4。根据H5、H6，分别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
提下，公路铁路里程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教育水平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

拟合数据未通过回归检验，因此不支持H5、H6，即公路、
铁路里程和教育水平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不相关。

五、总结与建议

面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需要从中小企业及农户、

政府政策导向、金融机构的要求做法、重视P2P及互联网
在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这四大方面采取相关措施，为江

苏省普惠金融的稳步且繁荣的发展提供尝试性与可行

性，为江苏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广的平台，更好地促

进当地金融业的成长与发展。

1. 中小企业及农户。从中小企业内部要求来看，应提
高自身素质，构建多元化盈利模式。创新业务形式、拓宽

资金来源渠道，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巩固中小企业在金融

普惠发展中的金融地位。

从中小企业的外部应对条件来看，必须强化中小企

业社会责任，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与综合素质，提升服务水

平，充分利用金融普惠等网点、科技和服务第三方平台，

提升中小企业的软文化实力，逐步稳固中小企业在金融

普惠中的影响与作用。

对于大部分农户而言，要明确目标，努力扎根“三农”

市场，立足可持续发展，积极提高金融普惠参与度，促进

金融普惠体系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加强并完

善农村信用体系。

2. 政府政策导向。我国目前处在小额信贷过渡时期，
应建立政府政策扶持体系，合理运用财政杠杆，通过税收

减免、财政补贴等措施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

贷投入。一方面，针对普惠金融等第三方融资平台存在的

高风险特点，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完善的信用市场机制，

对于部分扰乱信用市场的行为制定恰当合理的赔付机

制。另一方面，针对金融市场上出现的金融排斥现象导致

的部分有发展潜力的客户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等弊

端，政府应提供创新的空间、开发适当的金融产品和金融

服务，制定宏观的金额政策，例如规章制度、激励体制、监

管机制，采用财政刺激等手段引导资金和鼓励新措施，从

而提高江苏省的金融普惠程度，促进金融业发展。

3. 金融机构要求。金融机构在提高金融普惠性程度
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何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普惠

金融，更大程度地有利于中小企业、农户等社会所有阶层

的经济发展，将依靠于金融机构的良性运作。一方面，金

融机构需要构建信用体系完善的大环境。通过完善信用

体系降低金融普惠高风险特点，为广大金融主体、需求主

体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及时创新融资模式，适

应江苏省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提供多元化融资模式，促

进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4. P2P、互联网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基于普
惠金融的视角研究江苏省的金融普惠性程度，其中P2P、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并注入了新鲜血液。P2P网贷是一种小额
无抵押的民间借贷，利用社会闲散资金直接对接市场融

资需求，通过第三方平台向他人提供小额借贷，这决定了

P2P相比传统民间融资更具优越性，采用正确良好的规范
促进它的发展，能够更加凸显其高效便捷、参与方式灵

活、业务形式多元化、交易方式灵活性等优点。据相关统

计调查，江苏省的网民人数逐步增多，2013年已经达到
4 095万人，这个数字将会为江苏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树立
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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