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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地理差异的实证分析：以安徽、浙江为例

徐海乐 杜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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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 Eviews 统计软件对安徽、浙江以及安徽内部的金融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交通、经济、

文化、市场等经济地理相关因素对金融差异的影响，得出区域金融差异受区域地理差距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

响，通过地理环境的改善可以有效降低区域金融差异水平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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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由于金融的先导作用，国内外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而在

区域金融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区域金融差异也不例外。有代表性的早期研究如 Goldsmith（1969）用指标 M2/GNP 来衡量金融

增长的水平，McKinnon（1973）用金融总资产与 GNP 的比值（FIR 指标）来反映金融增长程度，这些指标均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

后的原因归结为金融发展的落后。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众多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金融差异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发展，有

代表性如 Greenwood 和 Jovanovic（1990）、Clark 等（2003）、ShankhaChakraborty 和 TridipRay（2003）等等，他们共同的观

点是贫困地区要优先发展金融，其中“金融约束论”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国内学者一方面结合中国实际对西方学者的理论进

行修补和创新，提出应该重视国内金融发展的区域差距，如张杰（1995，2001）、金雪军，田霖（2004，2006）、殷德生，肖顺

喜（2000）、周立，王子明（2002）等。国内学者也积极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区域金融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王满

仓（2005）、董金玲（2008）、古学彬、孙丽霞、方茂扬（2009）、李瑞英（2010）、彭伟、冯庆水（2011）等分别分析了陕西、

江苏、广东、浙江、安徽等不同区域金融差异的存在、评价体系、影响机制等。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差异的研究主要依靠不同指标体系的设立，而这些指标侧重于金融市场规模、区域

经济总量等经济指标，也有涉及到区位熵、市场集中度等传统地理空间指标，很少引入产业集聚、生产网络、电子商务等“新

经济地理”因素，未能强调地理因素在区域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笔者选择交通、经济规模、市场开放程度等作为传统地理因素，

区域文化、互联网发展等作为新经济地理因素，分析上述地理因素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差异的影响，并通过浙江

与安徽的区际差异以及安徽内部 16 个地市的区内差异来研究如何实现区域金融的协调均衡发展。

二、模型确定及数据选取说明

常见的金融发展指标有表示金融总量增长的全部金融相关比率（FIR），收入比、存贷差、存贷比等，而经济增长指标主要

有 GDP、人均 GDP 等，本文参考田霖（2006）等人的成果，采用 1990 年～2011 年份的安徽和浙江两个省份的金融相关比率作为

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的考察指标，用 2011 年安徽 16 个地市的金融相关比率、收入比、存贷差、存贷比等作为区域内部的金融

发展水平的考察指标，用 GDP 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公路密度/货运量、外资利用率三个指标代表传统地理因素，

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第三产业比重、邮政电信业务量/网民数量代表新经济地理因素，通过安徽、浙江 2001 年～2011 年

上述指标的各项数据来分析地理差异和区域间金融差异的相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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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安徽统计年鉴（1991 年～2012 年）、浙江统计年鉴 2012，所有变量都进行对数处理。本文使用的计量

软件为 EViews5.0 统计软件。

三、实证分析过程

1.经济金融数据描述性分析。本文在实证验证之前，对安徽、浙江两省 1990 年～2011 年的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进

行初步观察，首先采用人均 GDP 增长趋势与金融相关比率趋势图进行简单比较分析（见图 1、图 2）。

从两图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东部发达的浙江，还是中部欠发达的安徽，金融增长与经济增长都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另

外两个区域之间的金融差异和经济规模差异都呈扩大的趋势，说明金融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通过比较金融发展和贷款两个指标对经济的贡献率来看（见图 3、图 4），金融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正在不断加强，金融发展波动性较为明显，但尚处于稳定调节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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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 2011 年安徽 16 个地市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见图 5、图 6），可以看出安徽省 16地市金融发展水平很不均衡，但是

梯度比较明显，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合肥、马鞍山、芜湖等地区金融业发展也相对突出，而亳州、阜阳、宿州、六安等地区金融

业相对落后，但也有铜陵等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这里的结论与彭伟、冯庆水（2011）采用区位熵的计

算结果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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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金融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由于大部分经济变量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将实际上不相关的两个非平稳变量用来回归分析，本文在进

行具体的因果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各序列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

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

安徽相关数据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相关比率和六个地理变量数列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因而可以认为是一个非平稳的序列。

进一步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数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数列在准许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即是平稳的。

由此认为各数列为一阶单整数列，结果如表 1 所示。

浙江和安徽 16 个地市的数据同样显示各数列为一阶单整数量。

协整检验。分别以安徽、浙江的时间数列数据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通过 t检验和拟合优度检验得到图 7、图 8、图 9，

拟合良好，可以直观看到实际观测值和拟合值非常接近，表明金融发展差异与各地理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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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为了更好地观察金融差异与各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前面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

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2、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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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较大层面上的区域间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差异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而在区域内

部，由于区位较为接近，因此地理因素的影响并不突出。第二，尽管由于交通、信息技术的进步导致经济活动可以更加自由地

选择区位空间，但是传统地理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交通便利程度、货运量等因素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从区域可进

入性来看，经济的可进入性比交通的可进入性更加影响金融的发展。第四，从区域内部来看，地理因素对金融差异的影响存在

多重共线性，有的变量系数符号与经济意义不符，因此考察区域内金融水平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传统地理因素。第五，新经济地

理因素的影响还不能超过传统地理因素，但是知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的发展还是在深刻地影响金融的发展，在区域内部，

网民数量、邮电业务、第三产业发展、市场化程度等正在成为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政策建议

从以上实证分析可知，地理因素对金融发展差异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针对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提出以下意见与建议：

要重视区域金融发展中的地理差异。区域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管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采取什

么样的政策，金融增长的地区差异必然会存在。这种差异如果不加控制会严重制约落后地区的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加强区

域金融协调发展，促进区域金融合作，整合区域金融资源，协调经济圈的金融发展，加快区域内部内金融一体化建设，进而提

高区域金融的竞争力。缩小区域金融差异并不是追求近乎绝对平衡的发展，但是差异长时间的存在或扩大必然会对大国经济的

稳定、协调发展带来不利的后果。

通过缩小区域间地理环境的差距来降低区域间金融增长的差异。从地理角度来看，浙江与安徽相比、安徽内部沿江地区与

皖北地区相比，金融发达地区的领先往往受益于经济、交通等方面的优势。区域金融差异地区的缩小首先要改变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区域市场化改革不一致以及各个区域本身所存在的各种地理差异，较多的实践也证明了区域金融差异是可以通过改善

地理环境、加强新技术应用等方式来缩小的。金融发展落后地区应该以地理的均衡发展带动金融的均衡发展，通过便利的交通

条件、良好的经济文化基础等更加有效地融入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

区域金融差异的缩小要重视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金融业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电子商务、电子货币、

网络支付等正在打破原来金融市场的地理约束，金融发展不仅要关注传统的地理因素在选址、空间布局、金融中心选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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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更要强调社会、文化等人文因素对新经济时代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金融发展的大环境，综合考虑各种地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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