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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聚 

对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影响 

杨起予1 

【提 要】: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及金

融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 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聚对长三角经济发展影响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首先从理论

上论述了金融产业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其次, 主要采用OLS 的计量方法, 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聚对长三角整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金融产业集聚  上海  长三角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优化 

一、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理论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体现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整体增长。 

(一)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金融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以及集聚产生的经济效应两方面的总和。 

利息率水平、信用活动状况、金融政策以及金融结构是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四个主要因素。 

利息率代表资金所有者借出资金的回报, 用以调整资金在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分配。如央行通过降息将原先用于储蓄的资金

转移到投资回报率较高的行业, 从而优化了产业结构。另一方面, 国家利用贷款差别利率引导投资, 形成产业更替, 特别对尚

处于幼小阶段的朝阳产业予以优惠利率, 以此达到扶持、鼓励发展的目的。 

信用活动可以改变生产要素在各行业之间的分配比例, 进而调整产业结构。当存在要素结构不合理时,可以通过信用活动加

以改善。如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增加建设资金比重, 以此优化产业结构。另外, 由于只有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和产业获得持续信用

支持, 因此通过信用资金在各产业之间的再分配可以加速产业升级, 优化产业结构。 

金融政策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较大, 因为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开放度相对较低, 产业处于

幼稚成长期, 产业发展的环境也比较落后, 所以对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对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性金融政策反而会导致资源

外流。因此, 必须要有政策性金融支持加以引导, 使其产业结构调整达到合理水平。 

金融结构决定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重, 通过影响不同产业不同行业的融资渠道而决定资金流向, 从而达到优化产业

结构的目的。因此, 能不能获得融资以及如何获得融资就成为金融支持产业的前提。银行对贷款对象、贷款数额以及利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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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直接决定资本在各产业间的分配, 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 

按照一般的说法, 金融集聚是“ 在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 金融产业的参与者, 依据市场经济准则, 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

形成的相互联系, 从而产生该地区无论是金融机构密集程度还是金融机构的种类都普遍高于平均水平的现象。” 
①
单从量的方

面讲, 这种集聚使金融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各方面影响加以扩散,达到加倍的效果。另一方面, 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又形

成知识、信息的溢出, 使其自然形成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相互合作的局面, 这样, 原先量的扩散就因为辐射效应和溢出

效应而效果更大, 导致对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作用更大。 

(二)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区域经济的整体增长 

“ 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基本点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 
②2
所谓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产业结构由低级向

高级转化, 一般表现为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逐渐降低, 二、三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上升, 其中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第三

产业比重逐渐下降。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是指各产业之间的构成比例合理化, 这种比例能够使得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达到

协调, 以促进产业之间互相吸收、取长补短, 整合度趋于最优。 

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纵观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程, 最初由原先的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 

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制造业日益发展过程中, 许多新的产业分离出来成为配套的服务业, 这些分离出来的服

务业又因为现代消费和生活需求的多样化而日渐成为独立的部门, 最终形成了产业重心由农业向工业最后向服务业的转移。 

区域经济的整体增长水平又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经济快速增长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资源的投入, 而在任何时候, 

相对于发展需求而言, 资源的数量都是有限的, 这就要求合理地资源配置, 以求经济最有效率的增长。然而, 资源的配置是否

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是否合理, 如果产业结构扭曲, 那么资源配置效率就会降低, 最终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另

外, 经济的发展常常是先由主导产业率先利用先进技术发展, 进而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但是, 主导产业在每个不同时期都会

有所变化, 而主导产业的变化也会牵动其他产业的变动, 由此造成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 产业结构调整, 尤其是

产业结构优化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的整体增长。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作用的。 

二、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集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根据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金融集聚通过金融机构在地域上的集聚所产生的各种效应极大地扩张了金融业对产业结构

调整的作用, 并进而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由于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 也是金融业发展最为繁荣的

区域之一, 长三角的金融集聚促进经济增长在我国具有典型性。因此, 本文以长三角区域为研究对象, 在进行描述性实证分析

的基础上, 对上文的理论进行检验。 

(一)长三角金融现状描述 

为了呈现长三角地区金融业发展和集聚的状况,本文选取了长三角13 个城市2006 年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保费收入、金

融从业人数以及长三角11 个城市2006 年的金融产值的数据指标, 以求客观反映出长三角区域的金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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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描述的是2006 年长三角13 个城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保费收入、金融从业人数指标。根据数据描述, 上海的每一

项指标数据都远远高于其他城市。 

 

资料来源:长三角联合网(www .yangtze.org .cn)长三角各城市统计年鉴(2006)。 

表2 显示的是2006 年长三角 11 个城市金融产值, 反映了这些城市金融业对整个区域国民经济贡献的程度, 也从一个方面

表现该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在表 2 中同样可以看出上海的金融业产值大大超出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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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长三角地区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 

1.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现状 

至2008 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一、二、三产业名义生产总值。 

根据以上数据,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长三角区域, 上海的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中, 第一产业对总产值的贡献很小, 而

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了三产总值中的绝大部分。这说明, 上海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的产值远远大于第一产业, 以工业和服

务业的发展为主。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相差不多, 但第三产业稍高于第二产业, 说明上海的产业结构自2000 年起已呈三、二、

一排列。从长三角整体情况来看, 在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中, 第一产业处于最低, 二、三产业的产值都明显高于第一产业, 但

第二产业是最高的, 因此, 长三角区域的产业结构呈二、三、一排列, 并且以制造业带动服务业。 

2 .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集聚对长三角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检验 



 

 6 

(1)提出假设 

假设一:金融集聚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影响 

(2)变量描述 

变量一是代表长三角金融集聚中心的上海的金融相关率, 符号为FIR;变量二是长三角两省一市的GDP 总值。 

(3)数据来源固定价格计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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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型设计 

建立以FIR 的对数为自变量, 长三角GDP 的对数为应变量的一元回归模型: 

方程式为:Log(长三角GDP)=β0 +β1 log(FIR)+ε1 

(5)回归分析 

将数据代入eview s 统计软件, 得出回归结果: 

 

log(长三角GDP)=8 .34 +1.30log(FIR), R2 =0 .68 , AdjR2 =0.65 , 基本通过拟合优度检验。F =23.10 ,P 值为0.0005, 

通过F 检验。Log(FIR)的t 值为4 .81 , P 值为0.0005 , 也通过检验。上式中, 金融相关率对数的系数为1.30 , 表示金融集

聚程度与长三角整体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3.金融集聚对长三角产业结构优化作用的计量检验 

(1)提出假设 

假设二:金融集聚对长三角产业结构优化起正相关作用。 

(2)变量描述 

变量一为长三角地区第二产业实际GDP 值, 符号为GDP2 ;变量二为长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实际GDP 值,符号为GDP3 ;变量三为

代表上海金融集聚程度的金融相关率, 符号为FIR。 

(3)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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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长三角联合网(ww w .yangt ze .org .cn)1996 年至2008 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

统计年鉴》中第二、三产业总产值。表中的实际GDP 是以1990 年为基期固定价格计算得到的上海金融相关率的数据同表三中的

FIR 列数据。 

(4)模型设计 

建立两个回归方程, 都以FIR 对数为自变量, 但因变量分别为长三角第二产业GDP 的对数与长三角第三产业GDP 的对数, 

以此验证金融集聚对长三角二、三产业产值增加的影响程度。 

分别建立回归方程:log(长三角GDP2)=γ0 +γ1log(FIR)+ε2(1)log(长三角GDP3)=δ0 +δ1 log(FIR)+ε3(2) 

(5)回归分析 

将数据代入ev iew s 统计软件, 得到回归结果: 

方程(1)的回归结果为: 

 

方程式为:Log(长三角GDP2 )=7 .94 +1 .32log(FIR) 

其中, R2 =0.65 , AdjR2 =0.62 , 基本通过拟合优度检验。F =20 .82, P =0 .000813 , 小于0 .05 , 所以通过显著性检

验。自变量的t 值为4 .56, 相应P 值为0.0008 , 也小于0.05 , 通过t 检验。方程(2)的回归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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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为:log (长三角GDP3 )=6 .64 +1 .54log(FIR) 

其中, R2 =0.76 , AdjR2 =0.74 , 基本通过拟合优度检验。F =34 .88, P =0 .0001 , 通过显著性检验。自变量的t 值为

5 .906, P 值为0.0001 , 通过t 检验。 

由上述回归分析可以看出, 金融集聚的程度对长三角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增长都有正相关效应, 但是比较两个系数

大小, log(FIR)对长三角第二产业产值影响的系数为1.32 , 而对长三角第三产业产值影响的系数为1.54 , 显然, 对第三产业

产值增长的影响程度大于对第二产业产值增长的影响程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金融集聚可以通过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

导致整体经济产值的增长。 

4.结论 

根据第一个回归分析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 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产业集聚对长三角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是起到一定积极

影响的, 随着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长三角的GDP 也会相应有所提高。而从第二、第三个回归的结果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金融集

聚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GDP 都会相应增长, 而

第三产业的系数高于第二产业的系数则说明, 金融集聚对第三产业的支持程度大于对第二产业的支持程度, 也就是说金融集聚

会促使长三角产业结构调整,使社会资源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 在二、三产业中又使其由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最

终导致资源的分配趋向合理化, 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综合以上理论和实证, 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集聚已经对长三角区域产生积极的辐射效应。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这种辐射效应还会大大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