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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对国内有关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简要回顾的基础上，首先对山东的金融生态作了比较分析，然后对山东的

金融生态与山东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生态在促进山东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没有发挥没有显著的作用。因此，要进一

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建设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 金融  金融生态  经济增长 

构建和谐社会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良好的自然生态、产业生态是社会和谐运行的基础，而金融生态如何又关乎经济的稳

定增长。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在中国内地,周小川博士(2004)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

金融发展问题[1]。目前，许多学者对金融生态的概念作了各自的阐述，笔者倾向于这样的定义：所谓的金融生态是指各种金融组织为了
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

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它涵盖司法公正、社会信用、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盈利水平与改革进展、银企

关系、市场化水平等内容。 

    一、对国内有关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逻辑上来讲，在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内部，不仅市场应当是统一的，而且各经济主体赖以活动的制度环境也应当没有重大差异。也就是

说，在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内部的各个地区之间，不应当存在明显的金融生态差异，而这正是世界各国在有关金融问题研究中很少提到这一

概念的基本原因。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比较特殊，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这种状况的形

成，当然有许多原因，那么，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环境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一问题引起了我国一些学者的注意。 

殷德生等(2000)基于区域金融的一般理论，考察了不同区域金融主体的行为特征，从区域金融结构、区域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资源配置等

视角强调了金融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2]周立(2002)运用了大量数据，对我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实证研究，认为不同区域的信贷资源的配置数量与效率与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3]王景武（2005）则利用误差修
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因

果关系，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则存在相互抑制关系，并认为中国区域间之所以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不是区域经济发展

的一个内生结果，而是政府制度安排的外生产物。即中国区域间金融差异并非来自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推动，而是依照政府偏好通过国家行

政力量构建形成的，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制度主导到地方政府制度主导再到市场经济主体主导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4]2005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经过详细的调查，发布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这一报告以城市金融生态的九个构成维度(由分析性指

标体系生成)为投入，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构建了一个刻画“金融生态环境边界”的超曲面，得出了一套刻画城市金融生态环境

的综合性评价指数。可以这样说，这一报告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研究比较深入与权威的成果。虽然这一报告没有把金融生态评价

结果与其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但这一报告中有关对城市金融生态评价指标的建立与测算方法，可以为我们对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

关性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对山东金融生态的比较分析 

笔者认为，在对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的评价标准中，有四类指标是非常关键的：一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二是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三

是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四是本地金融资源的聚集度。因为这四类指标分别反映的是在一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中，金融业发展的速度，经营

的安全度、盈利水平以及对外界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它们是金融生态环境作用于金融业的结果。一个地区只有在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

律环境、信用环境和金融服务水平都比较良好时，该地区的金融机构才能扩大其信贷规模，才能具有较高盈利水平，才能不断地降低不良

资产率，才能有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进驻，才能最终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这正是一个地区要努力建设好本地金融生态的初衷。下

面，就以山东省为例，对山东的金融生态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1、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 

山东是我国的一个经济大省，但与其他的先进省份相比，却不是一个金融大省。自2000年至2006年，山东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

国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保持在10%左右，这一数字与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先进省份相比，高于浙江，低于广东，与江苏大致相

当，具体数据（略）。但在同一时期，山东省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却基本保持在6%左右，不仅远远落后于广东（低6个百分

点），也低于江苏与浙江，而且近几年来与它们之间的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另外，从山东省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来看，

在这一时期，山东省基本维持在6.5%左右，虽然近几年有上升的趋势，但比较缓慢。而广东省这一指标却始终保持在11%以上，要高出山

东近一倍，二者的差距很大。国民生产总值与山东大致相当的江苏省这一指标虽然与山东相差无几，但自2002年开始，就已超越了山东。

国民生产总值低于山东的浙江省，这一指标自2000年开始，就高于山东省2个百分点左右，具体数据见表1。以上的数据这说明了，虽然山

东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比较快，经济总量也比较大，但与其他先进省份比较起来，金融的发展是比较滞后的。金融总量不仅远远的落后于

广东省，而且已落后于浙江与江苏。 



表1：山东省及其它先进省份的存、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         （单位：% ）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信息网以及权威媒体公布的数据计算。注：（1）表中的存、贷款余额包括本外币。

存款比=某省的存款余额/全国的存款余额；贷款比=某省的贷款余额/全国的贷款余额。（2）表中2004年以前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

鉴》和各省的统计信息网，以后的数据来自于我国权威媒体的报道；（3）表中比重（%）的数据根据四舍五入的原则取了一位小数。

（4）其他表格中数据来源与处理方式类同于此。 

再从金融机构的贷款占存款的比重这一指标来看，自2000年开始，由于银行审贷条件的日趋严格、国家对某些产业的限制和贷款利率的持

续走高，我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占存款的比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资金开始出现了大量沉淀，社会储蓄资金的利用率降低。与此相对

应，山东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占存款的比重虽然相对来说比较高，且在2003年以前基本保持了稳定，但自2004年开始也呈现急剧下降的趋

势。这说明，山东的经济发展与全国总体经济发展的脉络是基本一致的，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而与此相反，反观浙

江、广东、江苏等其它先进省份，在这一时期其金融机构的贷款占存款的比重却呈现上升的趋势，特别是浙江，这一趋势表现的更为明

显,具体数据见表2。这说明，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的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小，其经济活动本身具有比山东更强的自我调节能力。 

 表2    全国及先进省份的人民币存贷差与存贷比 

注：存贷比=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存贷差占GDP的比重=（存款余额-贷款余额）/GDP。  

另外，从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看，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这一指标就不断地上升，从2000年的27.4%上升到2005年

44%，这么高比例的社会储蓄如果没有及时转化为贷款（即储蓄-投资的转化率较低），不仅会导致金融机构经营效应的降低以及违规行为

的产生，而且也使得储蓄者利息收入有时甚至抵不上通胀的损失，老百姓无法分享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这也说明，我国的金融中介、社

会信用、经济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全国的情况相比，山东的情况虽然好一些（其指标为全国的1/2左右），但近几年这一指

标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与山东的情况相反，浙江、江苏两省这一指标虽然高于山东，在2001年以前与全国相当，但自2002年起这一指标

却不断地下降。到2005年，浙江低于全国21个百分点左右；江苏低于全国13个百分点左右。广东的情况要特殊一些。由于前些年，广东的

经济发展很快，社会已积累和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存款量比较大，这一指标不仅要远远山东、江苏、浙江等先进省份，

而且要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近几年，由于各种原因，广东的竞争能力不断下降，她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被其他省份纷纷超

越，（例如，从1995年起，广东的人均GDP就被浙江超越；从1996年始，经济增长速度就被江苏、浙江、山东超越），其贷款的规模和速

度不断递减，储蓄资金大量剩余，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具体数据见表2。 

2、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各种制度变革与金融改革滞后的影响，导致了全国及各个地区的金融机构，不同程度出现了粗放经营、监管

不力、违规操作等各种问题，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严重地影响了金融业的稳定。据统计，从1994年到2000年，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

贷款率年均增长3.2个百分点，1995年四大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1.4%，以后逐年增加，2000年末达到29.2%。而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东

南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加入WTO后对金融业的要求、政府的剥离与注资、金融机构自身的努力，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得以不断改善，不

良贷款率逐渐降低。由于数据收集上的困难，笔者不能对各省各年度的不良贷款率做出详细的统计，本文在此只采用了2002年至2006度的

数据，来比较一下山东与其他先进省份在这一时期不良贷款率的变化情况，具体数据见表3。 

      表3  全国及先进省份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单位%） 

               省份 

项目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江苏省 
存款比 6.7 6.8 7.0 7.4 7.2 7.3 7.4

贷款比 6.0 5.9 6.3 7.1 7.6 7.5 7.6

浙江省 
存款比 5.9 6.1 6.6 7.4 7.1 7.2 7.2

贷款比 8.9 5.8 6.6 7.8 8.5 8.7 8.8

广东省 
存款比 13.7 13.5 13.4 14.2 13.1 13.3 14.5

贷款比 11.8 11.7 11.6 12.7 12.4 11.2 13.2

山东省 
存款比 6.0 5.9 6.0 6.0 5.7 6.1 6.5

贷款比 6.3 6.2 6.5 6.6 6.7 6.7 7.1

               省份 

      年份 
全国 山东 浙江 广东 江苏 

2000

存贷差（亿元） 24483 1262 1500 5191 2433

存贷比（%） 80.2 83.1 120.5 69.3 71.0

存贷差占GDP的比重(%) 27.4 14.8 24.9 54.6 28.3

2001

存贷差（亿元） 31302 1484 2341 6334 3028

存贷比（%） 78.2 82.5 73.5 66.3 68.8

存贷差占GDP的比重(%) 32.2 15.7 34.9 60.0 31.8

2002

存贷差（亿元） 39623 1711 2630 7716 3646

存贷比（%） 76.8 83.3 76.6 66.3 69.3

存贷差占GDP的比重(%) 37.7 16.2 34.3 66.1 34.3

2003

存贷差（亿元） 49059 1971 2997 9515 4078

存贷比（%） 76.4 84.2 80.1 67.9 73.5

存贷差占GDP的比重(%) 41.8 15.8 32.6 70.7 32.7

2004

存贷差（亿元） 76000 2731 2872 18633 4727

存贷比（%） 70.1 81.2 83.9 66.0 74.0

存贷差占GDP的比重(%) 47.5 17.6 25.5 70.4 30.5

2005

存贷差（亿元） 80200 3604 2963 14858 5122

存贷比（%） 72.1 79.4 84.5 61.0 76.3

存贷差占GDP的比重(%) 44.0 19.5 22.8 68.5 31.3

   省份 

年份 

   全国 山东省 浙江省 江苏省 广东省 

2002 19.8 28.0 4.4 11.72 20.5

2003 17.2 19.3 2.4 5.2 20.2

2004 13.2 14.1 2.6 8.9 19.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一些权威媒体公布的统计数字计算而得。注：（1）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作者在计算的过程中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所以作者只对本文的数据负责，而不对引用者负责。（2）计算公式：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全部贷款余额。 

结果显示，自2002年以来，山东与全国其它先进省份一样，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比率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到2006年末，不良贷款的比率

已从28%下降到8.4%。虽然下降的幅度比较大，但由于基础比较差，不良贷款率仍低于《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所要求的5%标准，

并高于浙江、江苏和全国同时期的平均水平。这说明山东的微观经济基础与社会信用状况并不太好。 

3、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 

自本世纪开始，我国的金融机构面临着较好的发展环境。从外部环境看，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全面增长局面，经济增长率高

达9%以上，特别是房地产业的持续升温，为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增长带来了机会，同时也带动了利润的增加，据统计，经过3年的不懈努

力，商业银行资本的自我补充与约束能力增强。全国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商业银行由2004年年初的8家，增加到2005年年末的53家，资本

充足率达标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重由2003年年初的0.6%上升到2005年年末的75%左右；截至2005年末，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全年实

现账面利润(税前)1850亿元，所有者权益达到11000亿元，增长24.5%，所有者权益增长首次超过了贷款、资产、存款增长。严格来讲，衡

量金融机构盈利水平的指标应主要采用资本回报率(Return on capital)。但由于前些年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对股

东的回报较少，再加上在省级区域注册的独立法人金融机构比较少，所以很难用资本回报率指标来分析各省金融机构的经营回报能力，因

此，在此主要采用了金融机构单位贷款的收益率指标来衡量各省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 

表4  山东与其他先进省份金融机构的单位贷款收益率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一些权威媒体公布的统计数字计算而得。注：（1）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作者在计算的过程中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2）计算公式：单位贷款收益率=单位贷款利息收入/单位贷款额度。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山东省金融机构的这一指标是比较低的，在四个省份中排在最后。这说明，山东省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是比较高的，

而效益比较低，竞争能力是比较差的。 

（4）金融资源的聚集度 

众所周知，资金的流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它要追逐利润，寻求增值，同时又要确保安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之间资金的流动性、

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即金融生态。如果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比较好，那么，这个地区就能很好地营造

出“资金洼地”，就会引来资金，地方经济就可以较快发展，经济金融就会步入良性互动快速发展的轨道。反之，一个地区如果社会信用

环境差，资金缺乏安全保障，是“金融高风险区”，那么，这个地区不仅吸引不到资金，而且会引起资金外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自加入WTO以后，众多的外资金融机构看好中国市场，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截至到2004年10月，外资

银行在华设立代表处223家，营业性机构223家。，由于地位的特殊性，上海、北京自然成为外资金融机构落户地的首选。而从其他四省的

情况来看，广东的数量最多，共有营业性机构金融机构44家，代表处10家；江苏有营业性金融机构5家，代表处6家；山东有营业性金融机

构５家，代表处３家，且全部集中在青岛市；浙江最少，只有一家营业性机构金融机。从上市公司的数量来看，截至到2003年末，广东有

142家，江苏有84家，山东有69家，浙江有65家。从股本结构来看，山东省上市公司的国家股占全部股本的比重为53%，比例最高，而其它

省份的比例依次为：广东33.9%，江苏31.8%，浙江25.4%。当然，上面数字的形成，可能是受各种原因的综合影响，比如所在的地理位

置、国家的宏观政策等，而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各省在金融生态上的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上面的数字，也大致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

在吸引外来金融资源方面，山东与其他三省比较起来，并不占据优势。 

总之，从上面四个指标所反映出的情况来看，山东的金融生态在全国的范围内可能是比较好的，但和沿海其他先进省份比较起来，虽然在

个别指标上并不落后，但综合起来，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这一结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在2005年对中国50个城市金融生态环境

评价报告中所得出的结果也是基本一致的。 

 

三、金融生态与山东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从理论上讲，一个区域经济的增长，其体制变迁、开放的深化、技术的开发、资本的引进等因素都会对此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

中，金融生态的重要作用也不应该被忽视。那么，金融生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到底是怎样的呢？在此，笔者就以他人的研究为

基础，以山东为对象，从实证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上面已谈过，衡量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的关键指标主要有四个，但其中最常用的指标是金融相关比率。在此，我们选取1990-2006年山东省

金融机构的存贷差与GDP的比值，即：FIR=(D-L)／GDP(其中FIR为金融相关比率，D、L分别代表存款和贷款总额)和山东省财政支出增长指

数作为解释变量，并以山东省在这同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指数及人均GDP增长指数作为因变量做回归，回归结果见下表5。 

表5   回归结果 

模型表明，金融相关比率、财政支出增长指数对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增长都有显著的作用。但因为各变量单位不同，不能直接比较各变量在

模型中的相对重要性。因此，有必要计算上述回归模型中的标准化系数、弹性系数、偏相关系数，结果见下表7： 

表7  回归模型的标准化系数、弹性系数、偏相关系数 

2005 8.9 9.3 1.8 6.5 17.4

2006 7.3 8.4 1.6 5.5 14.4

省份 江苏 浙江 广东 山东 

        年度 2000 2005 2000 2005 2000 2005 2000 2005

单位贷款收益率(％) 0.34 0.97 0.29 1.25 0 0.3 -1.08 0.1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指数 人均GDP增长指数 

常数项 -1.325 -13.467

  (-1.32**) (-5.56***)

FIR 6.25 12.87

增长指数 (4.83***) (9.18***)

财政支出 2.36 0.41

增长指数 (8.81***) (8.67***)

R2 0.95 0.91

ADJR2 0.89 0.93

F 124.53 198.76

DW 1.53 1.76

  对固定资产增长指数的回归 对人均GDP增长指数的回归 

金融相关比率 

增长指数 

财政支出 

增长指数 

金融相关比率 

增长指数 

财政支出 

增长指数 

标准化系数 0.19 0.88 0.56 0.47

弹性系数 0.64 0.37 1.54 0.48



通过标准化系数比较可以看出：对固定资产增长指数的回归，财政支出增长指数较金融相关比率增长指数更为显著；而对人均GDP增长指

数的回归，金融相关比率较财政支出增长指数更为显著。从弹性系数来看，不管是对固定资产增长指数的回归还是对人均GDP增长指数的

回归，金融相关比率增长指数较财政支出增长指数更显著。从偏相关系数看，两个模型中都是财政支出增长指数更显著。总之，在促进山

东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金融生态相对于财政投资来说，是滞后的，没有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记得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教授曾说过，发达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金融经济。一个地方的金融生态好，商业评级

就高，在资金调度、信贷规模或授权授信时，就会产生倾斜，就会有更多资金向这个地方流动，形成资金的聚集效应，从而就能够更好地

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引发资金的外流，削弱一个地方经济的竞争力。因此，一个地区良好的金融生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

用可以通过下面的图1揭示出来。 

 

 

 

 

 

 

图1：金融生态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 

通过对山东金融生态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分析，能使我们意识到：不管是那个地区，要促进本区域经济的更快增长，必须树立金融生态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适应观””和“促进观”。前者是指金融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适应；后者是指金融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作

用。所以，一个地方要促进本区域经济的高速、协调发展，除了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方面夯实经济增长的基

础以外，还要在围绕改善金融生态方面做一些必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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