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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了产业集聚即空间外部性的概念后，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
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研究。古典区位理论的创始人屠能（Thunen）、产业区位理论的奠基人阿尔弗雷
德·韦伯以（Alfred.weber）以及经济学家胡佛（hoover）等在区域经济学理论中研究了产业的集聚
现象，对企业的集聚现象进行了解释。斯科特（Scott）、波特（Porter）等人在新产业空间组织理论
中揭示了产业集聚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关系。克鲁格曼（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应用经济学的
方法探讨了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使得产业集聚问题融入主流经济学。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
度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比如Forslid（2002）和Hanson（1998）等探讨了产业集聚
与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关系；Fujita（1999）和Henderson（1974）对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Philippe Martin和Ottaviano（2001）探讨了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但目前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实体经济中的企业组织而非金融机构。只有少数学者对金融产
业集聚进行过探讨。Choietal（2002）研究了金融中心吸引力的原因。Gehrig（1998）认为对信息较
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集聚。国内学者
连建辉等（2005）专门分析了金融企业集群的经济性质，认为金融企业集群是复合性金融产品生产与
交易的中间网络组织。梁颖（2006）等研究了金融集聚的宏观原因以及金融产业集聚的模式。郑常德
（2007）对我国金融业空间集聚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量化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没有涉及集
聚效应的实证分析，对集聚效应的存在进行验证。本文以西安的金融业为例，对金融集聚效应进行实
证分析。 
一、金融集聚的理论解释及西安金融业集聚状况 
马歇尔在其产业集聚理论中，提出产业空间集聚的原因有三个：第一，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
务的发展；第二，集聚能够为具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集中的市场；第三，集聚使得企业能够从知
识溢出中获益。马歇尔认为，通过企业、机构和基础设施在某一区域的联系能够带来规模经济与范围
经济，并促进区域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增加相互作用、共享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区域外部性，形成集聚
效应。集聚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持续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由于金融机构集聚的机
理与产业的集聚的机理类似，因此集聚理论也都多少可以解释金融业集聚的原因或优势所在。 
首先，产业的集聚在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形成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同时还会带来厂商生产所需服务
的规模化发展。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金融服务的集聚。随着生产企业的集聚度越来越高，企业对金融
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就会有金融机构在其周围设立分支机构，这就是金融业的“客户追随”现象。
金融企业的“客户追随”导致金融机构集聚与产业的集聚同生共长。金融业集聚产生的集聚效应可以
使金融机构和企业相互都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刺激金融产业集聚的发展。另外，金融集聚在某一地
区一旦形成，就会呈现出“自组织特性即自我强化机制”，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并且金融机构在金
融业聚集地相互依存、紧密合作，使得金融业聚集地成为金融业适宜的发展地，从而吸引金融机构的
进入，形成金融机构与金融聚集地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二，金融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金融产品的创新与现代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使得现代金
融业成为对知识和人才要求很高的行业。金融产业集群易形成专业人才市场，降低雇员与金融企业之
间的搜寻、培训等交易成本，使金融企业能够方便地得到所要的人才。 
第三，金融产业集聚将大大简化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途径，增强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金融企业间更
容易建立协调与信息机制，相关市场、技术与竞争信息在集群内迅速传播，形成知识的溢出效应，有
利于金融产品衍生和创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另外，集群内的竞争压力、竞争潜在压力和持续的比
较能够提供创新动力，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与市场观念。 
总之，金融企业聚集在某一特定地区，金融企业之间的联系必然加强，形成业务上的分工与合作，信
息与知识的共享与交流，取得经济上的集聚效应，使得地区金融企业群具有金融创新与经营效率的优
势，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提高整个金融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业的集聚进程不断推进。藤田（Fujita2001）等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
在纺织、服装、机械、电子和橡胶塑料等工业出现了明显的区域集聚。根据李强（2007）等的研究，
以高新区为中心产业集聚正在形成。产业的集聚必然带动金融业集聚的形成。从实际状况来看，金融
业在西安地区的集聚已具雏形。截至2006年末，西安市共有12类6507个银行业金融机构；3家证券公
司，65个证券营业部，20个证券服务部，3家期货公司，2家保险总公司，18个省级保险分公司下辖各
类保险机构1615个，各类专业保险中介81个，保险兼业代理机构2175个。西安在资金总量、金融机构
数量、金融开放程度监管机构、金融人才储备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西北其他城市。因此从某种意义
上说，西安金融业已经开始引领西北了。 
二、西安金融业集聚效应的测度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一种普遍现象，研究表明集聚对生产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存在集聚经济。2
0世纪70年代后都采用生产函数法度量集聚经济，即直接的测度方法。应用生产函数方法来测度集聚经
济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微观的企业层面进行测度。集聚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企业的产出不仅是一般投入
的函数，同时还是其所在地区产业或整个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那么在投人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总
产出会随着这些外部总量的上升而上升，产出的平均成本将随之下降。因此，估计企业函数是对集聚
经济最直接的测度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受制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可得性。二是从产业或地区层面测度集
聚经济。从行业或地区总产出来看，生产活动因为集聚经济的存在而表现出加总的规模报酬递增特
征，随着投人的增加，产出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生产率水平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所以，运用
地区或行业的生产函数可以对集聚经济进行测度。但是由于，由于缺乏城市资本存量数据，一般采用
固定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的分析方法来估计集聚经济。根据CES生产函数，可得到如下的工资函
数： 
  W=AQαLβ
其中W、Q、L、A分别表示真实工资、产出、从业人员与常数项。集聚经济的大小可用h=■来衡量。当h
＞1时表明规模收益递增，从而表明集聚经济存在；当h=1时聚集规模收益不变；当0＜h＜1时，聚集规
模收益递减；当h＜0时，集聚不经济。 
把上述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变化为可以进行实证分析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如下： 



  InWi=InA+αInQi+βInLi+ui
应用西安市1990至2006年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金融业产值以及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数据，运用E
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参数α、β。回归结果如下： 
InW=-10.82+0.885InQ-1.227InL
     （0.123）  （0.156） 
  t=    7.193   10.493
R2=0.975 F=135.8 DW=2.237
从回归结果看，两个参数估计值的t检验都是显著的，而且回归结果显示该模型对于实际数据的拟合也
很好，说明本模型分析该问题的结论是可信的。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的到h=1.97，结果显示西安的
金融业的集聚效应明显。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金融业集聚效应的存在，对于提高金融业经营效率，推动金融创新，规避金融经营风险，能够为区域
经济及金融业的发展提供强劲的成长动力。金融业集群化发展将成为现代金融业发展的基本形式。西
安的金融业发展虽然有明显的集聚效应，但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来说，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软硬件
设施上与北京、上海等国内其他金融中心相比仍然还有一定的差距，与伦敦、纽约、东京、香港等世
界上发达的金融中心相比，差距则更为显著。西安要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集聚地，进一步的发展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以产业集聚吸引金融资源集聚。由于金融业的“客户跟随”现象，只有吸引
更多的大公司尤其是跨公司落户西安，才能为金融业的聚集提供客户资源。二是要发挥政府作用，推
动金融集聚跨越式发展。西安目前金融业集聚还处在萌芽阶段，市场经济体系发展不完善，要靠经济
发展来循序渐进的实现金融产业自发集聚已经不具备条件，要充分把握产业资本转移与金融资本流动
的规律，由政府主导，制定规划，提供金融集聚所需的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实现金融业积聚的快速
发展。三是金融业要推进金融创新，包括金融产品、制度创新以及管理创新，形成金融业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增强金融业本身的吸引力，以此来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聚集，促进金融业集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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