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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 

—基于湖南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礼 ，岳意定 

( 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借鉴和采用成熟的研究方法，对湖南省内几大经济板块金融机构

存贷规模和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利用 2007—2014 年湖南省长株潭、湘南、湘北、湘西、湘中

地区相关指标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揭示了区域内金融规模的差异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优化完善制度

设计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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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中国的地区资本分配极度不均衡。同一省份存贷规模的地区性差异

正在显著扩大，这主要体现在省会和副省级城市要比其他城市的融资能力高，并且在省内不同地区存在广泛的“资本回流”现

象。本文基于湖南省金融机构 2007 年到 2014年的存贷规模情况，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商业银行存贷规模对经济发展地区差异

的影响。并尝试寻找创新性方式来优化湖南的金融发展，就湖南金融业如何支撑全省“十三五规划”期内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

建议。 

一、文献回顾 

中国学术界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就“金融发展是影响经济发展核心因素”之一观点进行研究论证，研究者从多个角

度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赵锡军等( 2012) 收集了 13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

地方经济增长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呈现正方向影响，并且影响很大，该结论解释了地方经济增长促进当地城市商业银行的效

率提升，进而促进当地金融发展，再通过金融发展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1］58－65

。陈挥弘( 2013) 依据金融相关比

率等数据考察了福建省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了年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
［2］193－195

。邢

志平等( 2011) 在分析金融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时采用了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 1992—2008 年的数据分析得

出了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结论
［3］115－119

。余力等( 2013)通过滤波、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等多种方法分析二者之

间的关系，并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协整分析和 Granger Causal Relation Test
［4］137－140

。周永涛等( 2012)认为，中国

较高的 M2 /GDP 并不等于中国具有高水平的金融发展程度，其主要原因是投资渠道不畅、交易手段落后以及支付体系效率低等
［5］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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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尽管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但基本结论基本相同，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国外学者很早

就对相关领域进行了理论研究。Mckinnon( 1973) 在他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金融抑制

理论”，他的主要结论是: 各地区经济结构“分割”，金融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受限的主要原因
［6］212－229

。同年，肖( 1973) 

发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此基础上，肖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金融深化理论
［7］

54－121
。20 世纪 90 年代末，Levine 和 Zervos 对 41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银行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率存在

长期、稳定、显著的关系
［8］54

。 

二、湖南省内银行业存贷规模现状 

湖南作为中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大省以及新兴的工业强省，在 2014 年中国省市区发展质量排名中名列第十二位。2014 年全

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36 220．6 亿元，同比增长 17．6% ，高于全国 5．2 个百分点。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 24 221．9 亿元，同比增长 16．5% ，高于全国 3．1 个百分点。下面我们按照长株潭、湘南、湘北、湘西、湘中五大

区域分别对存贷款各项指标做进一步分析。 

 

如表 1 所示，虽然湖南省整体及各主要地区存款均保持较高增速，但是增速存在一定差异，以省会长沙为首的长株潭地区

存款增速明显高于省内其他地区 2—4 个百分点。通过对比历年数据我们看到，省内各地区存款增速基本保持平稳态势，除 2009 

年受国家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导致增速显著提升外，其他年份基本保持平稳增长态势，近年来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增速减缓，

各地区存款增速也呈现出缓慢下降态势。 

 

结合表 2，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 长株潭地区作为省会所在地及传统经济核心地区，金融集聚能力优势明显，存款

规模始终占据全省一半左右。与增速指标不同的是，占比指标受经济刺激政策影响不大，主要受区域内整体经济发展规模影响。



 

 3 

湘南、湘西地区作为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比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湘中、湘北地区存款规模占比也要低一个量级。 

 

从表 3 中可以看到 2008 年 4 万亿刺激的效果在贷款增速数据上的显现，但是自 2009 年以后，刺激政策在长株潭地区

的效果逐步减弱，这主要是因为长株潭地区贷款额前期基数较高，占全省贷款额的六成左右( 见表 4) ，且近年来基于投资需

求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逐步转变，导致近年来贷款投放增速在这一地区呈逐步减缓态势。反之，湖南省内其他区域由于贷款投

放额度前期基数较低，从近年数据看这些地区贷款增速保持稳定。 

 

在表 4 贷款占比中我们看到长株潭地区在湖南省内金融产业的核心地位，湘南及湘西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缺少大

型工业企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大量大型基建项目集中在长株潭核心区域，也在客观上导致该地区贷款余额占比一直维持在

较高水平。 

 

在表 5 中我们看到湖南各主要地区始终处于存差状态。站在全国的角度看，作为中部经济欠发达省份，湖南存在“资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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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现象，从湖南角度看，同样存在资本回流趋势，长株潭地区贷款余额占全省贷款余额六成左右，进一步分析，长株潭、湘

北、湘中等地区存差明显高于经济欠发达的湘南、湘西地区。 

 

从表 6 省内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指标来看，2007—2012 年湖南各主要区域生产总值基本上都呈现连续高速增长的

趋势，自 2012 年开始，增速水平出现明显下滑，在 2014 年这一下滑趋势更为明显。湖南整体 GDP 增速水平仍要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但是在省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增速水平下滑态势则相对明显。 

 

从地区生产总值绝对差的角度进行分析，由图 1 中可以看出，2006—2014 年湖南省内长株潭地区对省内其他主要区域生

产总值绝对差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在 2006 年长株潭与省内各区域绝对值差异之间基本处在同一水平线，但在随后逐年拉

开，至 2014 年长株潭对湘南、湘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绝对差明显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湘中、湘北地区。这

也进一步说明省内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省内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回流”现象要比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更为严

重。 

从图 2 及图 3 中我们看到，长株潭和湘西地区作为湖南省内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代表，地区 GDP 增速与贷款增速相关

程度也有所不同，2008 年两地贷款增速与 GDP 增速下滑均十分明显，随之而来基于货币扩张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更高的贷款增

速，阻止了经济增速下滑趋势，随后几年贷款增速与经济增速均呈现缓慢下滑态势，2013—2014 年数据显示，两地贷款增速与 

GDP 增速出现明显差异，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GDP 增速与贷款增速几乎同趋势下滑，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即使信贷投放维持

较高增速，依然难掩 GDP 增速下滑态势，“剪刀差”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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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4 中我们看到长株潭地区从业人员人均生产总值远超省内其他地区，一方面是该地区经济总量较大，另一方面是该地

区投融资环境、经济活力要好于省内其他地区。此外我们看到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湘中地区该项指标与湘西欠发达地区基本持

平，究其原因应是邵阳等湘中地区人口众多，且存在较多从事农业产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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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类似数据分析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各国家、地区间人均 GDP 的比较，在本文中我们充分考虑了目标地区外出务工

人员较多这一地方特性( 据统计湖南省每年跨省外出务工人员近 1 200 万，占全部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选择当地从业人员

人均 GDP 这一指标来代替人均 GDP，使得样本更具说服力。 

三、湖南省银行业存贷规模对区域经济影响实证分析 

这部分搜集了湖南省不同地区的相关数据，并利用金融和经济发展指标建立了一个测量模型。希望借助这个模型并通过面

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来进一步分析银行存贷规模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 数据与变量的选取解释 

学者们通常使用 GDP 或 GNP 来测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这两个指标都有好的方面，但是它们都忽

视了研究地区人口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研究区域的人均 GDP 作为经济发展的测量指标。 

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总金融资产和国民财富的比率，金融相关比率( FIR) 通常用于测量金融发展水平。通常说来，

较高的 FIR 表明存款和投资的分离度较大，以及较大的金融规模。 

从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角度，本文将 FIR 定义为金融机构的存贷额( S + L) 与地区 GDP 之比，FIR = ( S + L) /GDP。

贷款/存款比率是金融发展的另外一个测量指标。此外，本文也利用了 2006—2014 年各地区 GDP 的平均值作为另一个控制变

量。 

( 二) 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本文选择了湖南省 14 个地区从 2006 年到 2014 年的数据作为观测样本。研究地区分为经济发达地区、中等经济地区和

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包括长沙、株洲和湘潭; 中等经济地区包括衡阳、娄底、邵阳、益阳和岳阳; 经济不发达地区

包括郴州、永州、张家界、怀化和湘西自治州。 

不同地区的银行存贷额作为基本资产变量，而不同地区的人均 GDP 作为经济发展测量指标，将 2006 年作为基础期，人均 

GDP 规定为 100。为了消除异差方性，在人均 GDP 转化为实际人均 GDP 时，所有解释性变量都取自然对数，本文的所有数据

都来自湖南统计年鉴。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模型利用了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模型估算结果体现在表 7 中。 

( 三) 测量模型的建立和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很多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利用了两种不同的经济计量检验方法———基于跨国家截面数

据的回归方法和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方法。不同的学者在数据和指标选择、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等方面上都追求创新性，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Levin 的经济计量方程( 1996) : 

 

这个模型引入控制变量来控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并检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个方程中，G( j) 是实

际长期人均 GDP 增长率; F( i) 是金融深化指数; x 是包括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的变量矩阵( 比如人均收入和货币政策) 。

这个方程表明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烈正相关。根据 Lewin 的研究( 1996) ，本文按照金融发展理论和湖南省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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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建立了一个经济计量模型: 

 

其中，e GDP 是该地区 2006 年人均 GDP，取值 100; FIＲ是金融相关比率，用来量度金融发展规模; L/S 是贷款额和存

款额的比率，用来量度金融发展效率，也就是存款转换为投资的效率。此外，本文还将 2006—2014 年各地区 GDP 的平均值作

为另一个控制变量; i 分别代表经济发达、经济水平一般、经济欠发达地区; t = 2006，2007，„，2014。 

 

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经济发达地区的解释性变量都通过了检验，并体现了良好的匹配性。但是 D． W 值没有通过检验。为了消除自相关，

我们进行了经验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 S/L 对经济发展有积极效应。资本集中程度高，在基础建设项目和外部投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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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优势的长株潭地区融资能力和资本转换效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第二，中等发展水平地区的 FIＲ、TGDP 都显著影响人均 GDP，并且在消除一阶自相关后体现了良好的匹配性。 

第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 GDP 受到 L/S 的影响较少，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检验。由于整体经济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弱势，

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落后，当地金融市场主要由国有银行主导，再辅助少量的外来资金。融资能力以及存款转换为投资

的效率非常低，从而直接限制了经济发展。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发现: 

1． 湖南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梯度明显，长株潭地区占据较好的区位优势、相对充沛的金融资源和各种优惠政策。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则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限制，金融资源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分配极不均衡。 

2． 近年来，湖南金融资产总量逐年增加，但金融机构各项存贷规模对 GDP 贡献在降低，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比，长株潭

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银行存贷总额对 GDP 的贡献更少，说明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再单一地依靠银行业资产的扩张和发展，而需要区

域内金融发展水平整体显著提高。 

3． 虽然在过去几年里，湖南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武陵山区和罗霄山区两个扶贫主战场给予了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但是绝大部分的资金都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只有很少用于生产性领域。从长远来看，生产性领域的投资才能起到“活血”“造血”，

而不只是“输血”的目的。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促进省内区域金融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1． 合理优化金融企业区域布局。由于历史发展、交通便利程度以及自然禀赋等方面的差异，长株潭地区的经济货币化程

度和金融化程度较高，金融服务体系较完备且竞争相对充分。湘南以及湘西地区在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竞争力上与长株潭地

区存在明显差距。数据显示长株潭地区有 27家国内外银行机构，而省内经济欠发达地区银行类金融机构不到 10 家。 

为此，湖南在制定区域性金融经济政策过程中，应根据省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予以区别对待。针对有计划在湘南、

湘西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金融企业，应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允许银行机构在当地批量设立机构网点，同时在税收、人才引进等

行政管理领域给予更多优惠政策。 

2． 拓宽中西部区域的融资渠道。当前，省内长株潭地区的金融结构相对较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

互相促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经济欠发达的湘西地区依然以国有银行为主导，融资渠道单一、封闭，限制了当地的资本筹

集和运作能力。 

因此，除了传统商业银行贷款外，我们还应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铺排系统的、面向市场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首先，给予经

济欠发达地区政府一定额度的特别地方债务发行权利，拓宽基建项目融资渠道; 其次通过建立政府补偿性基金的形式，鼓励金

融机构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提供间接融资或开辟新的直接融资渠道( 中小企业集合债、票据等) ; 最后，当地政府应不

断提高自身管理效率、管理规范性，在重大基建项目领域吸引更多中小投资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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