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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地区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
!!!以河南省为例

李小建 7;!1;! !周雄飞 1;!!卫春江 1;!!孔云峰 7

<76!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开封 0=>227?@1 河南财经学院;!郑州 0>2221A

摘要" 基于对中国发展中地区的河南省的第一手调查数据! 对经济水平较低" 受外部影响较

小但增长迅速的内陆省份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进行了量化分析和解释# 结果表明! 与国际上

发达国家相同! 中国发展中地区的国有银行业逐步向中心城市集中$ 其中! 作为区域中心的

地级城市的地位上升最为突出$ 其形成原 因 主 要 与 制 度 变 化 有 关% 而 区 域 经 济 的 发 展 差 异!
又是促进该趋势的直接诱因$ 这一观点通过混合 ’B, 模型模拟得到证明$ 城市内部的银行业

区位变化! 具有一些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 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中心城市的迅速拓展$
同时经济结构调整! 又带来了城市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由此形成了银行业区位

的不断扩散! 新兴快速增长的地区! 迅速吸引了一批银行的建立$ 对郑州市 >C 家银行网点的

调查表明! 在 7D=C 年之前! 银行网点设立十分遵循计划体制的安排% 而在 7D=D 年以后! 邻

近地段 &人均收入水平高’ 决定着相当一部分银行网点的布局$ 这从微观角度佐证了河南省

的分析结论$ 金融系统的集中格局! 为非中心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应该给予关注$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 银行业空间系统% 金融地理% 河南省

7!!!引言

市场经济下! 银行区位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联! 全球化" 私有化" 政府放松
管制以及技术变化! 带来了全球及许多国家金融系统的空间变化$ 在中国! 改革开放以
来的市场化进程! 不断冲击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银行管理模式$ 为了应对加入世贸
组织后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的激烈竞争! 国有银行进行着一系列面向市场的改革$ 这种特
殊的制度背景! 再加上经济的快速发展且地理差异明显! 为研究银行业空间系统的变化!
提供了难得的实例$ 本文基于对中部发展中地区的河南的第一手调查数据! 对银行业空
间系统的变化做一量化分析和解释$ 并将其发现与国际上文献相比较! 分析中国特定环
境条件下的特殊地理过程$

货币和金融业是揭示空间经济的主要切入点之一$ 12 世纪 C2 年代中期以来! 国际上
有不少学者关注货币" 金融业区位与空间经济的研究! 发表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成果 E7F>G$
这些成果涉及金融地理学的诸多方面! 其中! 银行业空间系统的演化! 作为金融地理学
中的重要研究论题之一! 不断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 金融地理学领域中的重要文献!
不少涉及这一论题 E7F0G$ 基于欧美发达国家实例的一些研究表明! 在全球化" 技术变化"
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背景下! 世界银行业空间系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E0G$ 英国" 美国和欧
洲其他一些国家! 均出现金融服务业逐步集中分布现象$ 国际性金融中心 <如纽约" 伦
敦A@的地位在不断加强E.G% 国家内部金融业也趋于向中心城市集聚$ 在这些金融业集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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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建 等! 发展中地区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

城市内部" 银行高层管理机构或继续向一些区位集中 #如纽约# 法兰克福$" 或形成新的
金融区 #如伦敦$$ 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主要包括! % 经济全球化使银行企业从
全球 #大区域$&视野寻找其竞争优势区位" 由此促使具有这种优势的区位成为众多银行公
司的集中地$ ’ 先进的通讯技术加强了银行内部的密切联系" 使中心区位的控制作用进
一步加强% 同时" 客户对电子化服务的接受" 也带来了银行网点的布局革命$ ( 近年来
一些发达国家对银行业管制的宽松化" 从制度上改变了银行业区域分割局面" 使企业从
更大范围考虑市场% 而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和所有制多元化" 带来银行业的竞争加剧" 从
而促进企业进一步提高效率开拓市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其集聚布局$

与国际上十分活跃的状况相比" 金融地理学在我国国内的研究刚刚起步$ 一些学者
已经认识到金融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性" 开始介绍国际相关研究状况" 并结合中国实际"
在信息对金融中心影响)*+& 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因素),+& 区域金融中心重组)-+等方面作了一些
有益的探索" 但是至今为止" 还未见到银行业空间系统研究的相关成果$ 中国金融业的
发展处在与发达国家既相似又有不同的背景之中$ 其相似之处表现为! . 中国的开放政
策加快了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进程" 外资银行在一些特殊区域 #如上海的浦东$&建立分支机
构已有十余年的历史" 中国银行也不断向国际市场拓展$ 按照 /001 年 11 月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时的承诺" 中国将在 2 年时间内" 分批允许国外银行在国内城市建立其分支机构"
经营人民币业务 )10+$ 3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交流的拓展" 中国的银行在技术手
段更新上也发生了快速变化$ 网络技术正在影响着银行内部和外部的联系$ 4 1-*, 年以
来" 中国银行业运营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较大变化" 它们深刻影响着银行业
空间系统的变化)10+$

在以上相似的背景之下" 中国银行业的空间系统运营环境又有一些独特之处$ 5 制
度的巨大变迁远非发达国家的实际经验所及$ 近 /0 多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渐由计
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银行被作为一种准行政性的机构" 其
网点的设置与行政管理系统高度一致" 省& 市& 县对应着相应的分行& 支行$ /0 世纪 ,0
年代& 尤其是 -0 年代以来" 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引入" 银行业开始走向市场" 银行的商业
功能逐步显现出来$ 6 中国区域差异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又有很大
不同$ 有一些过去相对落后地区迅速增长" 也有一些过去相对发达地区却增长缓慢)11+$ 区
域经济格局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银行业空间系统的变化$ 7 虽然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后"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逐渐加大" 但到 /00! 年" 外资银行还未进入中国大多数地
区$ 也就是说" 除沿海地区一些城市外" 中国大多数地区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的竞争还
是潜在的$ 8 尽管中国的银行业近年来技术更新十分迅速" 但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相比"
在银行网络整合和技术升级上还存在一定差距)1/+$ 中国居民" 尤其是内陆地区居民在接受
银行服务的偏好上" 仍习惯于直接的人工服务" 电话银行& 网络银行还未被广大消费者
所接受$ 中国银行业运营的独特背景" 会带来相应的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的独特之处$
由于中国中部地区受全球化影响远小于沿海地区" 技术变化对银行业格局变化的影响也
有滞后" 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制度和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 本文
选择中部地区的河南省为例" 对近 20 多年来银行业的空间系统变化作以分析" 重点揭示
在这种变化背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 提出不同于发达国家案例的政治经济学解
释)19+" 丰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讨论$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研究区域与银行选择

本文选择河南作为研究区域" 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位于中部地区"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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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水平较低! $%%& 年人均 ’() 为 *+*% 元" 在全国位居中下等地位" 仅微高于中部
! 省 ,河南# 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西# 山西-#的平均值 *$+! 元 ."/0! ,$-#外资数量少" 传
统上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 河南引进外资数量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 "12&3$%%& 年河南实
际利用外资数量在中部地区还不足湖北的 "4$" 仅略高于经济规模远小于此的山西和安
徽 ! $%%& 年 河 南 的 外 贸 依 存 度 为 中 部 地 区 最 低 ."/5# "+0! ,&-# 近 几 年 经 济 增 长 迅 速 !
"11!3$%%& 年河南 ’() 年均增长率为 "&6"7" 尤其是 "1113$%%& 年来" 年均 ’() 增长率
高达 "&6+7!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居中部 ! 省之首 ."/0! 较低经济水平# 较快经济增
长# 特殊的制度变迁使得河南成为研究发展中地区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的一个很好案例!

四大国有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是 "1/1
年以来中国发展历史最久的银行" 它们至今仍为中国 ,尤其是发展中地区-#占主导地位的
银行! 以河南为例" $%%$ 年和 $%%& 年四大国有银行资产规模分别占全省银行机构总和的

+$7和 /+7" 存贷款比重分别占全省总量的 !$7# +%7和 !%7# /17#,表 "-!

!"! 数据获取

,"-#调研 "1+% 年以来区位数据! $%%/ 年 * 月" 作者通过对河南省银行监管局负责人
和相关部门的访问" 了解河南省银行业体制沿革以及区位变化的背景" 并获取 "1+% 年以
来" 河南省各主要银行的所有网点的区位数据!

,$-#访谈四大银行决策人员了解区位变化概况! $%%/ 年 * 月" 我们访问了四大国有
银行负责人" 了解相关银行的空间系统变化概况" 以及他们作为银行经营的决策者如何
考虑网点区位及区位变化! 这些高层信息" 对具体网点的调查提供了参照!

,&-#抽样调查网点区位决定因素! $%%/ 年 * 月" 按照 "$7左右的比例" 随机抽样选
取了郑州市四大国有银行的 +% 家网点! 随后" 考虑到一些网点集中地段的特殊情况 ,如
郑州市二七商圈# 文化路北段# 经三路等-" 又
在这些地段的国有银行共增加了 2 家网点" 使
得总计调查网点增至 +2 家 ,表 $-!

$%%/ 年 *32 月" 我们与研究生一起对所选
取 的 网 点 进 行 调 查" 访 谈 对 象 为 网 点 负 责 人 !
之前" 我们根 据 对 四 大 国 有 银 行 决 策 人 员 和 /
家不同银行网点的访谈" 设计了调查问卷! 问
卷包括银行基本情况# 该网点的区位选择因素#

 2002 

  ���   ���� 

2003 

���   ���� 

2002 

�	��   
	�� 

2003 

�	��   
	�� 

����� 1127.61 14 1204.82 12 17 17 17 17 

����  697.58  9  817.65  8  9  7 10  7 

������  876.84 11 1001.28 10 14  8 13  8 

������ 1407.15 18 1551.32 15 22 18 20 17 

������ 4109.18 52 4575.07 45 62 50 60 49 

�����  829.34 11 1303.47 13 13  9 15 12 

���� 2894.79 37 4263.07 42 25 41 25 39 

�: ����� !"#��$�%&���$’���$()*+��,-���,.)*+��/0���
� !1234����$4534%67$8%679:�*+��$�;<*��/0 

�=>?: ��@A��BCD�E. ��@A��BCD�FGHI 2003, 2004. JK: ��LMNBOP7,
2003, 20040 

表 # !$$!%!$$& 年河南省四大国有银行所占地位 ’亿元人民币! ()
*+,- . */0 1/+201 34 4352 16+60837809 ,+8:1 ;8 636+< ,+8: 102=;>0 ;8 ?08+8 @23=;8>0 ;8 !$$!%!$$&

’.$$ A;<<;38 B5+8C ()

�� ���� ��� 	
� 

����� 143 20 14.0 

����� 105 13 12.4 

���  68 11 16.2 

����� 107 14 13.1 

�� 423 58 13.7 
 

表 ! 河南省四大国有银行的网点样本分布

*+,- ! D+AE<;8F 102=;>0 E3;861 34
4352 16+60837809 ,+8:1 ;8 ?08+8 @23=;8>0

/"!



!"! 李小建 等! 发展中地区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

经营状况" 存在问题等# 根据回答
情况" 利用 #$## 软件进行分 析 处
理" 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数据#

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上" 我们利
用 %&’()# 系统下的河南省和郑州
市的空间数据" 建立了四大国有银
行的区位数据# 其中" 在郑州市的
银行网点空间定位时" 又用电话进
行了其具体位置的核实# 根据这些
结果" 形成了四大国有银行网点的
空 间 分 布 图 *图 +" 图 ,-# 在 研 究
中" 根据数据情况对河南省的分析
采用了规范计量分析法" 而对郑州
市的分析采用了问卷调查实证分析
法# 在研究结论上力求使两者互相
印证#

,...银行业空间系统的变化

!"# 河南省银行业网点的区域变化

银行业体制改革" 为其空间系
统的变化提供了基本背景# +/!/ 年以来" 中国银行业体制变化" 可大致分为 ! 个阶段!
0 +/!/1+/23 年为完全计划经济下的 $大一统% 国家银行阶段 *全国由中国人民银行集中
经营-& 4 +/2/1+/35 年为改革开放初始环境下的国有银行专业化分化阶段 *四家国有银
行相继成立-& 6 +/371+//8 年为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运营阶段& 9 +//, 年以来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银行发展阶段# 在一段时间内" 不同银行之间曾具有专业分别#
但进入商业化之后" 这种分别逐渐淡化" 再加上不同银行的细化分析结果对银行本身较
为敏感" 故本文只做四大国有银行区位变化的总体分析# 由于中国工商银行的前身为中
国人民银行" 故 +/2/ 年之前的中国人民银行经营网点也包括在分析之中#

河南省第一家国有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于 +/5+ 年# 从 2; 年代末到 3; 年代中
期" 四大专业银行才逐步建立起来# 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经营性机构逐步转属中国工商
银行# 5; 多年来" 河南省四大国有银行的空间系统变化" 具有以下特点! < 网点数量逐
步增加" 影响范围逐步外扩# 四家银行新增网点的数量在 +/!/1+/23 年间" 平均每年 3=;
家" 逐步增加到 +/2/1+/35 年的 /,=/ 家和 +/371+//8 年间 883=! 家# +//, 年以后" 其他
银行的进入对其带来一定的竞争" 但每年仍为 +78=3 家# > 地级城市在四家银行中的地
位不断上升" 县及县以下区域的地位则持续下降# 地级城市银行业网点的数量在全省的
比例由 +/!/1+/23 年 的 +!=2?" 上 升 到 +/2/1+/35 年 的 87=3@" +/371+//8 年 的 !8=7@"
以及+//,18;;, 年的 57=3@& 后者则相应的由 7/=3@分别下降到 77=8@’ !3=/@和 ,+=2@(
A 省 会 城 市 :郑 州-"的 地 位 先 降 后 升) 改 革 之 初 的 几 年" 其 拥 有 的 银 行 网 点 由 过 去 的
+5=5@下降到 2=;@& 之后" 逐步增至 +/371+//8 年间的 3=5@和 +//,B8;;, 年间的 ++=5@"
:表 ,-# 应该指出" +/2/ 年郑州市地位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农业银行的建立引起
的 # 该 银 行 主 要 面 向 农 业 " 其 网 点 区 位 多 数 位 于 城 市 郊 区 ’ 县 城 或 乡 镇 所 在 地 #
+/2/1+/35 年河南省郑州以外建立的农业银行网点 ,!! 家" 占四大国有银行新建网点总数
的 5;=3"@# 因此" 排除这一特殊因素" 郑州市其他银行的实际地位并没有下降# C 四大

图 +""+/2/B8;;, 年河南省四大国有银行新增网点的区域分布

注! 柱状图自左向右分别表示 +/2/B+/35 年’ +/37B+//8 年和

+//,B8;;, 年 , 个时段:资料来源! 作者调查-
DEF=.+. .GHIJKEHLM.HNO NHPQ.MKJKRBHSLRT.UJLVM.EL.WRLJL.$QHXELIR.EL. KYQRR.

ZRQEHTM.HN.+/2/B+/35[.+/37B+//8.JLT.+//,B8;;,

银行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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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空间系统地区分化显
著! "$%& 年之前" 国有银行在
县域的机构设置十分均匀" 不
管其人口和经济实力" 一个 县
有一个银行机构# 地 级 城 市 内
的金融机构虽然 因 工 商 业 状 况
不 同 而 有 差 别 " 但 并 不 明 显 !
"$%$ 年以后" 这种状况逐步改
变! 第 一" 各 个 行 政 单 元 之 间
的银行网点数量出现明显差异$ 除省会之外的地级行政单元中" 到 ’()* 年底银行网点最
多的洛阳达 *&% 个" 是数量最少的鹤壁市的 +,% 倍# 考虑人口因素后" 三门峡% 焦作两市
每万人拥有的网点数分别达 )-&) 和 )-%&" 而商丘% 周口两市则分别为 )-’’ 和 )-’*! 第
二" 地级中心城市与所辖县域之间的网点数量比例出现明显差别$ 多数城市的地位不断
增 强 .如 洛 阳 市 "$%$/"$&0 年 新 建 银 行 网 点 市 区 与 所 辖 县 域 的 比 例 为 ’%-01%’-0" 到

"$&!/"$$’ 年和 "$$*/’))* 年分别变为 !$-+1*)-! 和 $"-)1$-)2" 但也有少数增长并不明显
3如周口市 "$%$/"$&0 年新建银行网点市区与所辖县域的比例为 *&-!1!"-+" 到 "$&!/"$$’
年和 "$$*/’))* 年分别变为 *"-01!&-0 和 *$-"1!)-$# 三门峡市的情况与此类似24 .图 "2! 5
从体制的角度" 省会城市为河南省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所在地" 地级城市为各相应的分
行驻地" 县城则有各相应的支行! 省行与地市分行% 县支行之间" 依次具有等级控制关
系! 这种状况自从这些银行成立以来一直延续着!
!"# 中心城市银行业网点的变化

!"$%& "$%$ 年以来网点数量迅速增加 "$0"/"$%& 年间" 郑州市建立的银行网点总数仅
为 *0 家" 平均每年 " 家! 仅相当于 "$$’ 年一年的新建网点数! 其中 "$0+ 年增加最多 .&
家2" 而很多年份 .如上世纪 !) 年代中期和 "$%"/"$%& 年2#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甚
至没有新增一家网点!

"$%$ 年以后" 郑州市网点数量增加十分迅速! 至 "$$% 年的 "$ 年间" 共有 *&* 家网
点先后建立" 是前 ’& 年总和的 "" 倍! 平均每年增加约 ’) 家! 其中" 每年新建网点超过
’) 家的年份主要集中在 $) 年代! 增加最多的年份为 "$$* 年" 达到 &’ 家! 这与当时经济
快速发展的大背景" 尤其是着力发展中心城市的策略有一定关联! 近几年来" 由于四大
国有银行内部实施的 &扁平化’ 机构改革 .即减少中间机构" 撤销储蓄所2" 以及数家股
份制银行进入对市场的分割" 四大国有银行网点数量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图 ’2!
!%$%$ 网点布局呈局部集中和总体扩散特点 据图 *" 郑州市四大国有银行网点的区位
变化表现为$ "$%& 年之前数量少且主要集中于市区内的主要干道上" 靠近当时的主要国
有工厂和行政区政府区位" 沿建设路% 棉纺路% 金水路形成零星线状格局# "$%$/"$&0
年" 增加网点除了市中心区位外" 由于中国农业银行的经营" 有一部分 .’)624位于郊区
行政中心所在地" 从而形成片状散布格局 .图略2# "$&!/"$$’ 年银行区位散布各主要街区
和主要道路" 且围绕着人口聚集区逐步形成簇群式格局 .图略2# "$$* 年以来" 内部的簇
群化继续加强" 但开始随城市外延而向外扩展" 高收入区% 大客户区 .如金水路% 黄河路
及其周围地区" 大学路% 陇海路一带24银行网点更加集中化" 形成东西两大片集中区!

+444影响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的宏观因素分析

河南银行业空间系统的变化" 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其中" 如前言部分所分
析" 制度和区域经济差异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0" 年到 "$%& 年期间" 行政因素在银行

 1951~1978 1979~1985 1986~1992 1993~2003 

���� 35 (15.5) 46 (7.0) 136 (8.5) 206 (11.5) 

���� 33 (14.7) 176 (26.8) 681 (42.6) 1018 (56.8) 

�� 157 (69.8) 435 (66.2) 782 (48.9) 567 (31.7) 

	
 225 (100.0) 657 (100.0) 1599 (100.0) 1791 (100.0) 

��������� 

表 ! &’()*$+,! 年河南省四大国有银行新建网点的区位 -个! ./
0123 ! 456178591: 6;19<=> 5? ?5@A >717=75B9=C 219D> 89 E=919 FA5G896=

89 &’(&*$,,! -H5"I ./

+"&



!"! 李小建 等! 发展中地区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

系统空间变化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一作用我们定义为区域行政效应或行政 #捆绑$ 效应%
#$%$ 年以后" 经济因素在银行系统空间变化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一作用我们定义为区域
经济效应或经济 &捆绑$ 效应’
!"# 理论分析

#$%$ 年之前银行机构的设立与行政区划严格关联’ 银行不能根据自己经营需要设立
机构" 因此行政单位的区位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行网点的区位分布’ 或者说" 任
何一个区域的银行网点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由行政单位的数量决定" 银行网点的数量与
行政单位的数量高度正相关’ 因此" 区域银行网点函数可设定为!

! &"!’"()" " "!*’"(+,"-"" ’.(
式中! ! 为区域内银行网点数量" " 为区域内行政单位数量’

.$%$ 年以后逐步放松了行政区划对银行设点的约束 ’放松了行政捆绑(" 银行有越来
越多的选址自由" 银行选址越来越注重利益目标" 行政捆绑逐步被经济 #捆绑( 所取代’
相应的" 区域内银行网点的数量不再是行政单位的函数" 而是经济变量的函数’ 由此可
以设定" 区域的 /01 是决定区域内网点数量的主要因素" 且银行网点的数量与 /01 正
相关" 区域银行网点函数为!

! &+!’#()+ ++!*’#(+,+-+ ’2(
式中! ! 为区域内银行网点数量" # 为区域 /01’ ’2(+式的含义是" 从地段来看" 区域
/01 的分布密度决定了银行网点的分布密度% 从时段来看" 区域 /01 的分布密度的变化
决定了银行网点的分布密度的变化’

’2(+式可以从银行企业与银行产业的行为推导出来’ 假定 /01 数量为 # 的区域内有

! 个相同的银行网点" 每个网点的利润函数如下!

! &+$ %’#(! ! & %’#(
!" # ’23(

式中! $ 为存贷款利率差额" &’)(+为银行企业长期成本函数" %’#(+为存款函数’ 假定 45

图 2++.$6.72--8 年郑州市四大国有银行新增网点变化 ’资料来源! 作者调查(
9:;<=2++>?3@;AB=CD= DCEF"BG3GA7CH@AI"J3@KB":@"L?A@;M?CE":@".$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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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即随着 )*+ 的增加存款
也 增 加 " 利 率 由 中 央 银 行 决 定 !
是 外 生 的 ! 对 于 银 行 系 统 来 说 !
区域 )*+ 也是外生的" 假定银行
产业的网点个数由产业竞争决定"
由 于 银 行 有 布 点 的 自 由! 所 以 竞
争 的 结 果 将 导 致 每 个 网 点 的 利 润
为零或接近为零" 零利润条件为#

"#,$%#-#%& #,’%
%! " ,./%

该条件决定了区域网点数量!
它是区域 )*+ 的函数! 即 %,’%"
将 %,’%&代入零利润条件得到"

"#,’%&-&%,’%& #,’%
%,’%! "& & & ,.0%

据上式对参数 ’ 微分! 并利
用零利润条件可以得到#

%1,’%#-#% #
#2

由 于 %$ # 和 #2 均 大 于 零 !
所以

%2,’%&’&(&& ,.3%
!"# 经验分析

为了验证以上理论分析结果!
我 们 利 用 %河 南 统 计 年 鉴& 中 河
南各相关区域的 )*+ 数据以及所
调查的河南省 "4 个地市$ 5 个年
度 ,"647$ "66. 和 .((5 年 %8 的 银
行 网 点 数 据 ! 使 用 9:;<=> 软 件 !
分别用混合 ?@A 和固定效应法 B9
做 了 计 量 模 拟" 在 使 用 混 合 ?@A
时! 模型设定为# %() -8!(8C8!"’() C8
!.*() C8!5+(5’() C8,() $5%
式中# %() 表示 ( 地区 ) 年的四大国
有银行网点数’ ’() 表示 ( 地区 ) 年的 )*+’ *() 表示 ( 地区 ) 年的县级行政区划数’ +(5 为
虚拟变量! .((5 年取 "! "647 和 "66. 年取 (" 增设这一变量的原因是在 "66. 年以后四
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进入银行系统! 到 .((5 年这些银行已有一定份额"

据 $5%8式得到的回归结果 $表 D%8可概括出两个重要结论" $"%8决定因素的转变" "647
年以后! 国民收入对银行布点有显著影响 $’ 对应的 ) 统计量很大%! 行政区划对银行布点
无显著影响 $* 对应的 ) 统计量很小%! 行政捆绑已经被经济捆绑所取代" $.%8影响程度的
转变" "66. 年以后! 国民收入对四大国有银行布点仍有显著影响! 但影响程度明显减弱
$+(5’ 对应的 ) 统计量反映了这一事实%"

由于行政区划的影响不显著! 去掉该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依据该结果可
得出 "647 年和 "66. 年的回归方程 $D%8以及 .((5 年的回归方程 $7%" 两式的含义为# 在

图 588"67"E.((5 年郑州市四大国有银行网点区位分布

$资料来源# 作者调查%
B;FG#5# #@H0IJ;HKIL#0MIKF<>#HN&NHOP&>JIJ<EH=K<3&/IKQ>&;K&RM<KFSMHO&

;K&"67"!.((5

D.(



!"! 李小建 等! 发展中地区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

#$%& 年或 ’$$( 年" )*+ 每增加 ’ 个亿" 国有银
行就增加约 ’,- 个网点" 在 (../ 年国有银行 仅
仅增加约 .,& 个网点" 这是由于 ’$$( 年以 后 其
他银行的进入对四大国有银行产生了明显的挤出
效应#

! 01’$2314"’2-" 5!6
7" " " " " " " "" " " " " " " " "! 0"’$23"8".2&" 5&6

混合 9:; 模型给出的拟合优度达 .2%&" 可
信度较高# 但为了防止因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而
出现谬误" 考虑 5/6式中应包含各地区不同而又
不随时间而变的非观测变量 #$" 方程 5/61变为!

!$% 01!.181!’"$% 81!(&$% 81!/’./"$% 81#$ 81($% 5-6
对 5-61式取关于时间的差分!
"!$% 011!’""$% 81!("&$% 81!/)./""$% 81"($% 536
用 9:; 对 5361式 估 计" 得 到 固 定 效 应 模 型

分 析 结 果 5表 -6" 该 结 果 进 一 步 证 实 了 结 论 ’1
5"" 和 "& 对应的 % 值反映了区域经济影响显著
和行 政 区 划 影 响 不 显 著61和 结 论 (" 并 使 结 论 (
的 含 义 更 加 清 晰 5当 )./ 取 ’ 时 " "" 对 应 的 是
(../ 年 )*+ 与 ’$$( 年 )*+ 的 差 额 " )./"" 对
应的 % 值反映了在这段时间内区域经济影响程度
显著下降6#

&111银行区位选择的微观因素分析

在对郑州市 &% 家银行网点的调查中" 我们
列举了 ’. 个微观区位选择因素 5表 36# 每个因
素对样本网点选址影响的重要程度用 & 分制来表
示! & 代表最重要" ! 代表重要" / 代表一般" (
代表不重要" ’ 代表无关# 在调查中" 让网点负责人对每一因素进行重要性打分" 数据整
理后" 得到区位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评估#

!"# 微观区位选择因素的总体分析

根 据 对 &% 家 银 行
网 点 的 调 查 结 果 分 析
5表 36" 我 们 发 现" 在
’. 个 影 响 银 行 网 点 选
址的微观因素中! $交
通便利" 人均收入水平
高" 靠 近 居 民 集 中 区"
靠 近 机 关 % 企 事 业 单
位" 靠近商业% 交易中
心" 餐饮娱乐场所& 等
五个因素是银行选址时

���� �� t-��� P	 

C 5.512170 0.305534 0.7612 

Y 1.458452 6.384285 0.0000 

A 2.043982 0.987717 0.3280 

D��Y -0.948898 -4.570662 0.0000 

R��= 0.849278 F = 93.91214 
 

表 $ 混合 %&’ 模拟结果 (#) (被解释变量*
四大国有银行网点数 +! 观测个数* !$)

,-." $ ’/012-3/45 678123 9#: ;640 3<7 =4427>
%&’ 04>72 9+ ? !$:

���� �� t-��� P	 

C 19.65033 1.789853 0.0794 

Y 1.574200 8.029594 0.0000 

D��Y -1.047130 -5.747459 0.0000 

R��= 0.846337 F = 140.4477 
 

表 ! 混合 %&’ 模拟结果 9@: 9被解释变量"
四大国有银行网点数 +! 观测个数" !$:

,-." ! ’/012-3/45 678123 9@: ;640 3<7 =4427>
%&’ 04>72 9+ ? !$:

表 A 固定效应模型模拟结果 9被解释变量*
四大国有银行网点数!+! 观测个数* !$:

,-." A B40=1376 8/012-3/45 678123 ;640 3<7 ;/C7>
7;;7D38 04>72 9+ ? !$:

���� �� t-��� P	 


Y 1.816892 10.04108 0.0000 


A -2.691692 -0.406377 0.6862 

D��
Y -1.525994 -8.269501 0.0000 

R��= 0.510161 R� = 0.490952 

���������������������
 !" 1978 #$�%&’()������%
*+$) 1978 #,�$�-& 

������ �� 	
� � 
� �
� 

����  5.2  5.2 10.3 53.4 25.9 

����������  5.2 44.8 25.9 19.0  5.2 

���� !" 19.0 31.0 25.9 20.7  3.4 

#$%��&’()� 10.3 31.0 12.1 25.9 20.7 

�*+,�-.  8.6 13.8 15.5 17.2 44.0 

#$/(��0123456789 22.4 20.7 19.0  5.2 32.8 

:;:<=> 43.1 17.2 13.8 17.2  8.6 

?@�� 70.1 12.1  6.9 10.3  0.0 

ABCDE�F:GH 60.3 17.2  5.2 12.1  5.2 

#$IJ� 15.5 12.1 15.5 22.4 34.5 
 

表 E 郑州市四大国有银行网点区位影响因素 9!F 家样本# G:
,-." E &4D-3/45 ;-D3468 ;46 3<7 ;416 83-37<4H57> .-5I8 /5 J<75KL<41 9+ ? !AM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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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认为其重要和很重要的占整个样本网点的百分比分别为 $%&’("
!"&)*" +!&%*" ,!&!*" ’$*! 十分明显# 这些因素均直接或间接与银行客户数量和规模
有关!

而对 $地租" 水电" 人力# 网点的可获得性# 政府区域开发政策导向# 模仿# 计划
体制下的政策% 等因素# 多数银行网点均认为不太重要或无关! 认为其不重要和无关的
占整个样本网点的百分比分别为 +-*" +-*" +-&’*" .)&)*和 $$&+*! 这些因素之所以
对银行区位影响不大# 主要是因为& 银行占地空间有限# 地租" 水电所占成本比例很低’
人员的可流动性和网点的可获得性均很困难# 故在选址时考虑不多’ 银行在政府主导的
开发区中# 一般只有一家分支机构# 政府区域开发政策的导向对其整体没有很大影响’
被调查银行网点中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在 )- 世纪 %- 年代以后建立的占多数# 故在总体
上计划体制下的政策对其影响便显得十分微弱!
!"# 微观区位选择因素的时段差异

由于中国近 +- 多年来银行业运营环境以及银行企业本身的性质变化很大# 分析不同
时段银行网点区位选择原因便具有特殊意义! 为此# 我们将被调查网点分为 "%$. 年之
前" "%$%/"%%) 年" "%%’ 后三个时段进行进一步分析 0表 .1! 结果发现# 有些区位因素在
各个时段均起重要作用’ 还有一些因素# 在不同时段其重要性发生明显的变化!

$交通便利% 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区位影响因素! 在三个时段中认为重要和最重要
的网点分别占各时段总样本的 .-*" .)&!*" $!&$*! 同样# $靠近居民点% 和 $靠近机
关" 企事业单位% 在三个阶段的影响也很重要!

$人均收入水平高% 作为一个区位影响因素# 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才显出其重要影
响! 认为其重要和最重要的网点占总样本的比例# 在 "%$. 年之前为 -*# 之后的两个阶
段迅速上升至 !+&)*和 +!&$*# 反映出银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后# 市场因素在银行网
点选址时占据重要的地位!

与以上因素相反# $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命令% 因素的影响在三个时段中出现明显下
降! 认为重要和最重要的网点占各时段总样本的比例分别为 .-*" "’&,*" .&$*! 这反映
了在 "%$. 年以前的银行网点选址时# 十分遵循计划体制的安排# 几乎不受市场导向的影
响! 其后# 其影响大幅减弱!

以上 $人均收入水平% 和 $行政命令% 等微观因素的时段差异进一步证实了改革开
放以后行政捆绑被经济捆绑所取代的宏观结论!

���� 1951-1978 

 ��    ��	
 

 (�)      (%) 

1979-1992 

 ��    ��	
 

 (�)      (%) 

1993-2003 

 ��    ��	
 

 (�)      (%) 

��� 4 80 19 82.6 23 76.7 

���������� 1 20  4 17.3  9 30.0 

������� 0  0  6 26.1  8 26.7 

 !"#�$%&’ 1 20 10 43.3 16 53.3 

�()*�+, 0 0 15 65.2 17 56.7 

 !-&��./0123456� 1 20  9 39.1 12 12.4 

7879:; 1 20  5 21.7  9 30.0 

<=�� 1 20  5 21.7  4 13.4 

>?@AB�C7DE 4 80  3 13.4  3  8.7 

 !FG� 2 40 16 69.6 15 50.0 
 

表 $ 分时段各影响因素分析 %认为重要和最重要的网点数量及占总量的百分比! 个" &’
()*+ $ ,-.)/0-1 2)./-34 2-3 /56 2-73 4/)/62-8169 *)1:4 01 ;561<=5-7 01 /5366 >630-94 %? @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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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建 等! 发展中地区银行业空间系统变化

#""" "结论

与国际上发达国家银行业区位变化相同" 中国发展中地区的国有银行业区位集中化
趋势明显# $%&’ 年以来" 伴随着银行网点数量的大幅增加" 银行业逐步向中心城市集中#
其中" 作为区域中心的地级城市的地位上升最为突出# 其形成原因主要与制度变化有关#
政府放松对银行区位的严格约束" 是这一格局形成的前提条件# 而区域经济的发展的差
异" 又是促进其形成的直接诱因#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模拟" 证实了这一结论#

城市内部的银行业区位变化" 中国发展中地区具有一些特殊之处# 区域经济快速发
展带来了中心城市的迅速拓展# 同时经济结构调整" 又带来了城市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的变化# 由此形成了银行业区位的不断扩散" 新兴快速增长的地区" 迅速吸引了一
批银行的建立# 对银行网点的调查表明" 在研究时段内" $交通便利% 在银行网点设立
中一直具有重要影响& 在 (%&’ 年之前" 银行网点设立十分遵循计划体制的安排’ 而在
(%&% 年以后" 邻近地段 $人均收入水平高% 作为一个重要区位影响因素" 决定着相当一
部分银行网点的布局&

在金融系统集中化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问题" 如中小企业( 尤其是非
中心区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面临一些金融困境)(#*& 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已出现& 金融控制的
地理和制度上的集中" 如贷款权限审批上移" 确实对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 甚至经济
较为发达的非中心区 +如全国经济实力百强县之一的河南省巩义市," 也遇到资金获取的
困难& 如何恰当地处理金融系统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应该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银行业区位研究是金融地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发达地区银行业区位会有一些与发
展中地区不同之处" 即使发展中地区之内也会因环境不同而有差异& 在不同地区金融业
区位研究基础上" 可以总结金融业区位的一般规律" 从而为建立中国特色的金融地理学
奠定基础&

致谢! 感谢郑纯辉博士以及邬晓霞( 朱艳玲( 罗庆等同学在问卷调查( 数据整理和制图过程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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