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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分析

林彰平 7;!1! ;!!闫小培 <

=76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州 >7222." 16?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 广州 >7222."
<6!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广州 >721@>A

摘要! 以广州市 7B0C 年第三产业普查数据和 7BB. 年# 1227 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

源! 结合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对比# 评估和解

释方法! 对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过程及原因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 D 转

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存! &集中于越秀’ 的初始空

间格局变为 &中心区多点集聚’ 的现状空间格局! 金融服务业集聚地段的生成表现为一个的

&由南而北# 由西往东’ 时空运动过程( E 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转型# 金融机构行

为变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分别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前提条件# 微观基础和空间张力"
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 递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吸

引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 F 研究时段内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缺少西方国家城市那样的

高端金融服务总部集聚中心! 也没有观察到西方大都市 #GH 衰退现象和金融服务 &废弃型’
城市空间(
关键词! 金融服务业" 空间格局" 变动" 广州市

7?? ? ?引言

无论是实体层面还是抽象层面! 相对于金融的时间性! 其空间性要弱得多I7;?1J! 加之
中世纪以来 &一国一币’ 的封闭# 静态传统货币空间模式! 阻碍了区域经济学持续深入
地进行金融空间维度研究! 一直以来金融地理也没有能够成为经济地理学家广泛的研究
领域I<K>J! 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甚至出现了 &地理终结’ 的过
激命题I.J( 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的演化! 以及 7BC> 年以后西方经济系统所呈现
的大规模服务化! 金融服务的空间维度成为了关注重点! 金融地理研究出现了研究尺度
多层化# 研究方法多样化的特点! 由最初的景观分析 =区位分析A# 12 世纪 02LB2 年代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转入 12 世纪 B2 年代以来文化制度取向I@K7<J(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注重在全球尺度对货币金融霸权进行分析 I7CK7BJ! 对金融地理
现象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解! 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金融成因I12K1>J( 近期
西方学者更多地从服务功能角度对金融地理进行研究! 除了继续加强对国际金融中心的
研究! 更重视区域和城市层面零售金融和服务机构空间组织结构的研究( 如伊列拉斯将
包含金融服务在内的服务活动区位模式概括为 &=中心地理论A?修正后的服务等级’! 认为
许多服务并非就近购买I1.J( 莱申等人的研究认为! 英国银行业体系同时发生了空间专业化
和区域总部职能的中心化I1@J" 可以分辨出两种理想化的零售金融服务生态和网络! 即中产
阶级所居住的郊区所代表的当代具有特权的零售金融服务市场生态和网络以及贫困的内
城地区# 边缘的地方当局房地产构成的 &废弃型’ 生态I10J( 帕尔和巴德将修正后的中心地
模型应用于英国金融服务业空间组织研究! 发现金融服务活动按依次包含的等级结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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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组织#$%&" 希尔姆和阿尔韦涅对巴黎 ’( 种高端服务业区位模式的研究发现# 金融服务业
全球总部功能区位仅限于中央巴黎$ 专门为地方商务服务的分支机构位于巴黎和较大的
次中心$ 定位于消费服务的小分支机构则分散在整个区域#)*&% 沃纳赫姆和夏普的研究说明
社会经济基础对包含金融服务业在内的高端服务业产生了空间约束或刚性 #)’&" 科菲和希尔
姆对 ’%!’+’%%, 年间蒙特利尔地区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高端服务业在都市区内部的地
理变动研究发现$ 中央商务区 -./01"处于相对而非绝对的衰退$ 分散也是趋于多中心而
非总体扩散$ 尽管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 集聚经济继续对都市区内部的区位活动产生影
响 #)2&" 此外$ 集群理论和参与者网络理论 -34567 89:;<=>?:@;<A7 :B?;<C17也被引入到金融服
务业地理研究中#))67)D&" 显然$ 西方学者以金融活动密集的城市空间作为货币金融地理研究
永恒的经验来源地和理论试验场$ 采取结构分析与关系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突出制
度文化解释与网络分析$ 得出了基于西方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组织结构& 金融服务活动与
城市空间序列的某种依存关系" 但是$ 由于体制和文化的差异$ 基于西方国家案例的研
究成果未必能解释转型期中国城市与区域金融服务业地理现象"

中国地理学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认为$ 中心地理论& 地租理论& 集聚理论以及
公平性与效率性兼顾原则可以作为分析生产者服务业区位的理论基础#)E&’ 体制转型期中国
城市的空间格局受市场经济和政府管制双重制约的影响较西方城市更为明显$ 办公机构
未高度集中于传统 ./0 或新 ./0#),&’ 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基本经济活动功
能$ 表现出了外向功能特征#)(&"

中国对各层次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的已有地理学研究$ 基本上采取政治经济学方法
论和金融发展理论的金融结构分析法$ 研究尺度以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 省级行政区及
经济中心城市间的比较为主$ 研究重点和方法未显露出与经济学的显著差别$ 缺少从服
务功能角度针对金融体系和金融组织空间维度方面的研究$ 无法体现地理学科研究金融
服务业空间问题的特色与优势" 近期中国地理学界以评介西方金融地理学成果为先导积
极进行金融空间维度研究$ 并在短时间内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成果#)!=D2&$ 预示着研究视角和
方法与西方金融服务业研究接轨的趋势$ 但未见关于城市内部空间尺度金融地理实证研
究成果的报道"

关于广州市服务业的已有实证研究缺少对金融服务业空间维度的专题研究$ 研究时
段也相对较短$ 所以仅部分地反映了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特征! 2F 世纪 %F 年
代初期以前$ 广州市 (条状) 金融保险业集中分布区就已经形成$ 以沿江路为轴线分布
于 ’2& ’) 和 ’D 邮区$ 但没有进入 ./0 硬核区#D)&’ 至 2F 世纪 %F 年代初期$ 金融与旅馆
功能比较突出& 呈 (线状) 空间结构的 (环市东路) ./0 分区得以形成#DD&%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广东省被国家批准成为实行

(特殊政策$ 灵活措施) 的改革开放先行区% 在 2F 多年的转型进程中$ 广州市一直发挥
着华南区域金融中心的功能$ 金融体制改革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金融实践成效显著%
当前$ 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发展战略又重新被提上了市政府的议事日程$ 并付诸实质行动%
因此$ 以广州市作为典型地区$ 分析城市内部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及其原因$ 不仅
对丰富国内金融地理研究空间尺度和实证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而且研究结论还
将对理解转型期中国沿海大都市金融服务业空间变动规律& 从而指导金融服务业发展实
践具有重要意义%

277 7数据与方法

!"# 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G’1普查资料& 地方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和方志% 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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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广州市第三产业普查办公室编 "广州市第三产业普查资料汇编# %"&’()$ * 广州
市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广州市基本单位普查资料 "&&!& %"&&+)$ , 广州市
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
普查资料汇编& %-../)$ 0 广东省基本单位普查办公室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广东
省法人单位全新纪录 %社会服务卷)& %-../)$ 1 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 -... 年人
口普查资料汇编(广州卷& %-..-)$ 2 广州市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广州统计
年鉴 -..-&$ 3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州市志)金融志#’ %广州市志)城市建设
志# %"&&&)$ 4 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编 %广州年鉴 "&’!#* %-)#金融管理部门提供数据!
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提供的金融机构名录资料 %电子版)* %/)#实地调查获得数
据* 主要是对金融机构集中分布地段进行实地调查! 获取必要的空间数据*
!"! 研究方法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比较法* 选取表征金融服务业规模+ 效益的金融服务基本单位
%机构网点)’ 法人单位 %机构)! 从业人数! 法人单位实收资本! 增加值! 营业收入等指
标! 对金融服务业空间分布进行转型初期 %"&’5 年)’ "&&! 年’ -.." 年和现状 %-..5 年)#
的对比分析! 反映广州地区’ 广州市区以及市区内金融服务机构集中地段等空间尺度的
格局变化*

对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原因的分析采用了定性解释和定量评价方法! 其
中定量评价方法主要是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 以广州市的 "- 个区 %县’ 市)#为空间单
元! 选择法人单位密度 %!")’ 人口密度 %!-)’ 投资强度 %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额)# %!/)’
律师事务所和会计’ 审计’ 统计咨询业单位密度 %!5)’ 实收资本 (... 万元以上企业法人
单位密度 %!()’ 年营业收入 (... 万元以上企业法人单位密度 %!!)’ 国家机关法人单位密
度 %!+)’ 人均 678#%!’)’ 职工人均工资 %!&)’ 法人单位 -.." 年比 "&&! 年增减率 %!".)#以
及从业人员 -.." 年比 "&&! 年增减率 %!"")#等 "" 项构成金融服务业发展社会经济环境条
件的指标! 从以上数据源获取所需数据! 建立数据库! 利用 9899 统计软件对广州市金融
服务业发展社会经济环境进行定量评价* 具体分析步骤为, %")#共同度分析* 在对变量
%"" 项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 消除量纲影响之后! 继续进行评价指标内部结构分析*
结果说明! 评价指标满足主成分分析的基本要求* %-)#方差分析* 萃取 / 个主成分并经方
差极大值旋转后! 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 "!:(";和 "(:!’;! 累积方差贡献
率达到了 &.:&’+;! 说明 / 个主成分能够解释 "" 个评价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 %/)#载荷分
析与主成分命名* 根据初始变量在主成分上的载荷系数! 归纳主成分的构成并命名* 第
一主成分由 !"’ !-’ !/’ !5’ !(’ !!#和 !+ 等指标构成! 命名为金融服务市场规模和产业
支持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由 !’ 和 !& 两项指标构成! 命名为金融服务需求能力主成分$ 第
三主成分由 !".#和 !"" 两项指标构成! 命名为金融服务需求趋势主成分* %5)#聚类分析*
采用层次聚类法! 以主成分作为新变量对 "- 个空间单元进行聚类! 得到 ! 种类型* %()#
单因素方差分析* 以主成分为观察变量! ! 种金融服务业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类型为控制变
量! 可以得到每一类型 / 个主成分的得分* %!)#计算综合特征得分* 以主成分分析过程中
得到的各区 %县级市)#各主成分得分乘以相应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加总得到各区 %县级
市)#金融服务业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特征得分*

/###结果与分析

#"$ 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

#%&%& -城乡差异悬殊! 高度集中于越秀区. 的初始空间格局 首先! 从全广州地区范
围看! 金融服务业主要分布于广州市区* 根据广州市第三产业普查办公室的 -广州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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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普查资料汇编 #$%!&’" 的基础数据# $%!( 年广州市包括市区 )东山区$ 海珠区$
荔湾区$ 越秀区$ 黄埔区$ 天河区和芳村区’"和 ! 县 )花县$ 从化县$ 番禺县$ 增城县$
龙门县$ 新丰县$ 清远县和佛冈县’% $%!( 年末广州市区金融保险业劳动者人数$ 固定资
产 净 额 和 增 加 值 分 别 为 $*+ ,-$ 人 # (&!, 万 元 和 ,.+ !$, 万 元 # 占 全 地 区 比 重 分 别 为

-%/&0$ .,/,1和 %(/(1%
其次# 从广州市区范围看# 第三产业和金融保险业集中分布于荔湾区$ 越秀区和东

山区% 荔湾$ 越秀和东山三区合计# $%!( 年末第三产业劳动者人数$ 期末固定资产净额
和 增 加 值 分 别 为 &*," 2!* 人 $ ,(*+ -.. 万 元 和 2(-+ -!$ 万 元 # 占 全 地 区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1$ (-/,1和 -&1# 占全市的比重分别为 -,/-1$ &*/-1和 .$/(1% 金融保险业劳动者
人数$ 期末固定资产净额和增加值分别为 $*+2%( 人$ (+&.. 万元和 ,.+..2 万元# 占全地
区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1 $ .,/21和 %(/,1 # 占 全 市 区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1 $ %%/%1和

%%/%1%
第三# 在城市老中心区内部# 金融保险业高度集中于越秀区% $%!( 年末越秀区第三

产业劳动者人数$ 期末固定资产净额和增加值分别为 2*!+&%% 人$ !&+$2& 万元和 %%+.$!
万元# 分别占荔湾$ 越秀和东山三区之和的 ($/(1$ 2&1和 (*/(1& $%!( 年末越秀区金融
服务业劳动者人数$ 期末固定资产净额和增加值分别为 !+*&! 人$ ,+$-* 万元和 2.+.(& 万
元’ 分别占荔湾$ 越秀和东山三区之和的 .!/,1$ -%1和 .,/&1% 可见’ 金融服务业集中
于越秀区的程度大于第三产业整体%
!"#"$ (中心区多点集聚’ 边缘县级市相对落后" 的现状整体空间格局 2* 世纪 !* 年
代中期以来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发生了以下三方面变化! 第一$ 金融机构和从业
人员空间集中的范围扩大% $%!(3$%%- 年间’ 广州市市域范围金融服务业空间分布总体上
是资本集中于城市老中心区的程度增大’ 天河区$ 海珠区$ 黄埔区和番禺区金融服务业
的成长造成了市区范围内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和产出向更大范围分散% $%%- 年荔湾$ 越
秀和东山三区金融保险业基本单位从业人员数占全广州市的 &2/(1’ 与 $%!( 年相比’ 降
低了 $-/.1’ 三个区金融保险业基本单位从业人员数占老八区 )指 $%!( 年第三产业普查
时的市区范围’ 即越秀区$ 荔湾区$ 东山区$ 海珠区$ 黄埔区$ 芳村区$ 天河区和白云
区’+的 -,/!1’ 比 $%!( 年下降了 ,&/-1% $%%- 年荔湾区$ 越秀区和东山区三区金融保险
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占全广州市和老八区的比重分别为 %,/$1和 %(/%1’ 分别比 $%!( 年
上升 $%/%1和下降 &1+)表 $’%

第二$ $%%-32**$ 年’ 金融机构$ 从业人员及营业收入规模发生了空间上不均等的
增减% 天河区$ 海珠区和东山区金融保险业基本单位显著增加’ 相反’ 芳村区和黄埔区
以及增城市$ 从化市两个县级市出现了减少% 全市金融保险业基本单位 )机构网点’+数量
增加了2($ 个’ 天河区$ 海珠区和东山区的增加率分别为 .&/&-1$ 2./(,1和 2-/2.1& 芳
村和黄埔两个城区以及增城市$ 从化市两个县级市按减少率由大至小排列依次是! 增城
市 2!/&1’ 从化市 2,/2,1’ 黄埔区 $(/*&1’ 芳村区 !/&(1% 从业人员增减差异的基本情
况则是芳村和荔湾区两个城区比增城市$ 从化市两个县级市以及黄埔区$ 越秀区的降幅
大’ 分别达到了 ,%/$.1和 ,*/!(1% 2**$ 年全市金融服务业年营业收入比 $%%- 年增加了

$*/%$1’ 增加幅度最大的区是天河区和东山区’ 分别增长了 $-,/,(1和 $,%/-$1’ 从化
市$ 越秀区和增城市分别是降幅最明显的三个区$ 市’ 分别降低了 &(/$,1$ (&/!$1和
,*/..1+)表 $’%

第三$ 金融机构不断向城市中心以外地区分设’ 同时城市中心区金融服务业地位不
断提高% 2**$ 年全市金融保险业法人单位实收资本比 $%%- 年减少 $$%/-, 亿元’ 主要是
越 秀 区$ 黄 埔 区$ 番 禺 区 和 增 城 市 的 减 少 造 成 的’ 它 们 分 别 减 少 了 !!/2,1$ (2/*,1$
$&/*(1和 &&/$1% 东山区和天河区增长幅度最大’ 分别增长了 ,!*1和 $-&/(1% 无论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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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务业机构网点! 从业人员! 全年营业收入" 还是实收资本" 两个县级市都表现为减
少" 减少率分别为 $!%&"’! "(%)*’! *+%+"’和 &(%,’# 整体来看" 市区金融服务业机构
网点! 从业人员和全年营业收入三项分别增加 ")%*-’! &$%)&’和 "$%*+’" 只有实收资本
减少 "-%$’./表 "0$
!"#"! %由南而北" 由西往东& 的金融机构相对集中地段形成时空过程 广州市的金融
机构" 尤其是区域性分行和公司总部主要相对集中于四个地段 /图 "0’ /"0.越秀区人民南
街道沿江西路! 长堤大马路银行机构集中地段$ 该地段面积约 - 万 1$" 从 "+$& 年 - 月
") 日国民党中央银行在南堤 /今沿江中路 "+* 号0.宣告成立之时起" 这里便是区域金融管
理中心所在$ $((* 年这里集中了以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 以金融监管及专司辖属机构管
理职能的机构为主体的 "$ 家银行机构 /不含储蓄网点" 基础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广
州分行提供的金融机构名录资料及广东省统计局! 广东省基本单位普查办公室%.广东省法
人单位全新纪录 /社会服务卷0%.北京2.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3. $((*%.其他地段同此0$ /$0.越
秀区流花路! 东风西路金融机构集中地段$ 该地段位于人民北路! 解放北路! 东风西路
和流花路之间约 ,( 万 1$ 的范围之内" 以商业银行地区分支行! 外资金融机构和证券!
投资金融机构为主" 其中分行 /分
公 司 0. 以 上 机 构 共 "* 家 以 及 支 行

/支公司0.", 家$ /*0.东山区环市东
地段$ 该地段包括环市东路麓湖路
至区庄立交之间约 "%)41 长沿路两
侧约 *( 万 1$ 范围" 集中了以证券
投资! 外资银行为主的分行 /分公
司 0. 以 上 金 融 机 构 *( 家 以 及 支 行
/支公司0.$* 家$ /&0.天河区天河北
地段$ 该地段包括沿天河北路! 体
育西路! 体育东路两侧" 呈 %!&
形" 面 积 约 "*( 万 1$$ 这 里 集 中
了以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为主的

图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机构相对集中地段形成的时空过程

567%#"##89:#;:1<=>?@.?AB.C<?;6?@.:1:>76A7.<>=7>:CC.=D.D6A?AE6?@. 6AC;6;F;6=A.
?77@=1:>?;6G:.H=A:C.6A.IF?A7H9=F.BF>6A7.;9:.;>?AC6;6=A.<:>6=B

表 $ $%%&’())$ 年广州市金融保险业空间分布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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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彰平 等!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分析

分行以上银行机构 #$ 家" 分公司以上证券投资公司 $% 家和保险公司 & 家" 支行 ’分公
司(")! 家#

越秀区沿江西路和长堤大马路地段作为金融机构集聚地段于 )* 世纪 !* 年代初就已
定型# 根据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的 $广州年鉴 ’$+!,(%" !* 年代初期外资银行纷纷试探性
地在流花湖地区设立办事处" 在广州市对外贸易中心增加了 $, 家体制外的金融机构" 并
吸引部分国有金融机构 ’如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向这一地区移动" 至 !* 年代中期越秀区
流花路& 东风西路成为了广州市第二个金融机构集中地段’ $+!*.$++* 年之间的环市东地
区房地产建设高潮" 形成了新的办公活动空间" 成为了 !* 年代末& +*-年代初外资银行区
位的首选地# 天河北地区直到 +* 年代末期才成为受金融机构青睐的办公活动空间#
!"# 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原因

!"$%& 金融企业市场化取向的组织创新和空间行为变化是空间格局变动的微观基础 )*
世纪 !* 年代初广州市金融机构体系的特点是 (银行业独大& 国有金融独尊%) $+!* 年广
州市共有金融机构 /$+ 个" 其中 /** 个属于市农业银行和人民银行# 经过金融体制改革"
广州市金融机构体系逐渐转变为目前由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监督& 调控" 国有商业
银行为主体" 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分离" 多种金融机构和融资形式并存& 功能互
补& 协调发展的体系# 根据 )**0 年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 (广州
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 数据" )**$ 年广州市金融保险业法人单位中保险业占
$)1+/2" 金融业占 !&1*,3#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信用合作社& 信托投资业和证券经纪
与交易业的法人单位分别占金融业的 *1+4& /!1)4& )01+4& $)1,4和 ,104# 在金融保险
业经济类型构成中"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外商经济和 私 营 经 济 分 别 占 %!1$4& 0!4&
*1!4和 $1)4" 其他经济类型占到 +1$4#

与转型初期的金融机构体系相对应的金融服务机构组织结构具有显著的行政科层组
织结构特点5/%6" 在空间行为上首先表现为基本上按照行政区划布局机构" 分支机构等级严
格地与行政区域的管辖权对应* 其次作为财政的薄记中心" 金融依附于财政" 服务于政
府部门" 而忽视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服务需求) 在 (三级管理+ 一级经营% 的经营管理体
制下" 管理权集中在地市级以上机构" 地市级以下机构仅仅是直接业务经营单位# 越秀
区历来是各级政府管理机关集中地" 所以 (集中于越秀% 的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初始空间
格局既是历史继承的结果" 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国有商业性金融机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 金融服务市场的渐次开放" 带来了金融机
构行为的变化# 国有金融机构日益重视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金融服务需求" 而体制外生成
的金融机构在城市老中心区无既得利益" 更倾向于为城市新区提供金融服务" 以避开在
城市老中心区与国有金融机构展开激烈竞争" 降低经营成本# 这样" 金融机构集中分布
地段就由 (单点% 变为 (多点% 并存#

受外资金融机构组织模式及其盯住高端客户营销策略的启发" 国有金融服务机构"
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开展了扁平化取向的组织创新# 国有商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与广州市
分行的合并以及支行以下网点的撤并& 升格& 业务综合化使国有商业银行的层级从 % 级
减少到 / 级" 进而朝着中国人民银行所设想的 0 级模式 ’分行,支行,营业网点(7发展)
以某国有商业银行广州市分行的调查为例 ’因涉及企业商业机密" 不便公开被调查机构的
名称(" 从 $+++ 年至 )**/ 年" 共撤并了 )&+ 个办事处 ’分理处& 储蓄所(" 其中大部分位
于经营状况不佳的荔湾区& 芳村区及市辖县 ’市(" 新设立的 $& 个二级支行" 都分布于天
河区& 黄埔区和开发区) 网点布局行为的变化是造成前述广州市各区 ’市("金融服务业不
均等增减的重要原因)

此外"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变革服务递送方式" 通过现金管理系统实现与高端客户的
单点联系以及综合业务跨区提供等因素也是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现状空间格局得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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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 城市规划调控下的城市空间扩张是金融服务业重心不断东移的空间张力 $% 世
纪 &% 年代以后" 广州市的新上工业项目" 主要放在芳村# 白云# 天河和黄埔四个新区以
及县级市" 并且主要沿珠江和主要交通干线两旁分布" 其中珠江和广深铁路# 广深公路
为东西向的主轴线" 辅以广发# 广从两条支线! "’&()"’’! 年间" 广州市工业企业单位数
从*#("% 户增加至 "’#$+& 户" 增幅达 (,! 倍" 但老城区工业企业单位占全市的比重减少了

$&,& 个百分点" 新区和县级市则分别增加了 "!,* 和 "$,+ 个百分点" 至 $%%" 年" 老城区
工业企业占全市比重又下降了 ! 个百分点" 新区和县级市则都上升了 * 个百分点 -基础数
据来源$ 广州市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州市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 "’’.,#
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州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汇编,#北
京 /#中 国 统 计 出 版 社 0# $%%*,# 为 了 便 于 纵 向 比 较" 花 都 区 和 番 禺 区 仍 旧 记 入 县 市 一 类 1!
"’.’)"’’$ 年之间天河区# 白云区# 芳村区和黄埔区用于开发居住区的土地达 *..,&* 万
2$" 建设各种房屋达 "# "(!,&+ 万 2$" 约占同期广州市居住小区 -旧城改造以外1总数的
!%3! ( 个新区居住区开发土地中天河区和黄埔区分别占 .+,"4和 *,$4#-广州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 %广州市志&城市建设志’ ,$!$,1! 因此" 由老城区向东是转型期广州市最主要
的城市空间扩展方向" 包括工业项目用地开发和居住小区开发在内的新区开发构成了广
州市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内容!

$%%% 年 ! 月 番 禺# 花 都 撤 市 设 区" 广 州 市 市 区 面 积 由 原 来 的 "# ((*,!# 52$ 增 加 到

*#."&,+#52$" 行政区划的调整为广州城市空间的拓展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
机! 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提出了促使城市由 (单中心) 向 (多中心) 转变的城市
空间发展战略和 (东进# 南拓# 北优# 西联) 的空间发展方针" 明确了东# 南是广州市
中心城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与城市空间扩展策略与方向相伴的是金融服务业显著的向东# 南两个方向的扩散运
动" 主要是天河区# 海珠区金融服务业相对地位的提升" 表现为金融服务机构# 人员#
实收资本和营业收入的显著增加!
!%$"! 金融服务业发展环境对金融服务业产生差异化吸引作用和集聚效应 金融机构网
点倾向于在体量大# 房龄低# 设施新的楼盘或写字楼# 商场驻扎! 广州市高层建筑第次
在不同地段集中兴建" 不仅使城市三维空间形态发生了分异" 而且影响了金融机构和网
点的分布! "’’% 年所有 "+ 层以上高层建筑都分布在广州大道以西的老城区! "’’%)$%%%
年高层建筑空间分布的显著变化就是环市东路地段 "& 层以上建筑密度加大" 新城市中心
天河北地段出现了 "& 层以上建筑扎堆现象6(!7" 这两个地段相继成为新的金融机构集聚地!

$% 世纪 ’% 年代广州市商品写字楼的开发是新办公活动空间的主要来源! "’’*)"’’&
年天河区# 东山区和越秀区批出的写字楼预售面积分别为 "$%,+’ 万 2$# "%.,’( 万 2$ 和

&%,.’ 万 2$" 分别占同期广州市写字楼批出预售量的 *$,&4# $’,*4和 $$4" 三区合计共
占广州市的 &(,&4! 天河# 东山和越秀区成为了新办公空间集中分布区域 6(.7" 从而强化了
对金融机构选址的吸引力!

计算结果显示" 广州市各区 -市18金融服务业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综合特征得分由高至
低排列依次是" 东山区# 越秀区# 黄埔区# 番禺区# 荔湾区# 从化市# 天河区# 白云区#
花都区# 增城市# 芳村区和海珠区 -图 $1! 不考虑金融服务区际交流的话" 金融服务业发
展社会经济环境与金融服务业业绩之间显著正相关" 说明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发挥了作
用! 但是" 各区金融服务业业绩与发展环境综合特征得分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
海珠区# 天河区# 芳村区# 越秀区和荔湾区金融保险业企业法人单位年人均营业额分别
比各自金融服务业发展环境综合特征得分高出 +# (# $# " 和 " 个位次* 从化市# 黄埔
区# 增城市# 花都区# 番禺区和东山区金融保险业企业法人单位年人均营业额分别比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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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金 融 服 务 业 发 展 环 境 综 合
特 征 得 分 低 #" $" $" $" %
和 & 个 位 次 # 只 有 白 云 区 金
融 保 险 业 企 业 法 人 单 位 年 人
均 营 业 额 与 金 融 服 务 业 发 展
环 境 综 合 特 征 得 分 的 位 次 相
同 ’图 ()$

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是%
金融体制市场化取向的改革%
以 及 金 融 服 务 产 品 的 差 异 使
金 融 服 务 跨 区 提 供 和 消 费 成
为 现 实% 尤 其 是 城 市 中 心 区
满 足 了 边 缘 区 的 大 量 金 融 服
务 需 求% 所 以 城 市 新 老 中 心
区金融服务业发展实际业绩位次优于本区金融服务发展环境位次$ 实地调查得知% (**$
年广州开发区内有金融保险业基本单位 &+ 个% 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及企业投资& 运行的融
资活动大部分发生于区外% 很多公司在广州市中心城区还设立了办事处% 便利企业获得
中心城区金融服务机构及其辅助行业提供的差异化服务$

+,"" "结论与讨论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与向城市中心区集聚相伴$ 在城乡金融
服务业差异悬殊局面的基础上% 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在城区多点集聚% 中心城区的金融
服务业地位得到了强化% 有别于转型初期全市金融服务业集中于越秀区沿江西路& 长堤
大马路地段的局面% 呈现出新老城市中心区四个金融机构集聚地段并存的现状空间格局$
金融服务业扩散则以东& 南方向为主$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
理转型是前提条件% 相应的金融机构行为变化是微观基础# 城市发展战略主导下的城市
空间扩张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重要空间张力# 社会经济发展空间差异通过城市
化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 递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更
吸引金融机构在特定地段微观集聚$

’%)"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国家城市不同的是% 一是转型期广州市没有形成高端
金融服 务 集 聚 程 度 特 别 高 的 主 中 心% 像 巴 黎 那 样 呈 现 ’高 端 服 务 业 总 部(专 门 分 支 机
构(消费服务小分支机构) 与 ’主中心(次中心(区域) 的严格的层级对应关系% 地方
化集聚经济效应不明显# 二是未像蒙特利尔地区那样发生了中央商务区的明显衰退# 三
是广州老中心区荔湾区金融服务业业绩下降% 但也没有成为类似于英国内城区 ’废弃型)
生态的城市空间$ 与西方城市的相似之处在于% 一是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与向城
市中心区集聚并存# 二是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引致了各区 ’县& 市)"金融服务业的差异化
增长# 三是现状空间集聚地段之间没有明显等级关系% 金融服务和产品跨区提供% 金融
服务具有外向功能特征等方面说明% 需要对 ’中心地理论) 进行必要的修正才能正确反
映金融服务业的区位模式$

’+)"由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与城市空间发展的显著关联可以推断% 第一% 广州
市金融服务以本地业务为主% 这与伦敦& 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以国际金融业务为主& 金
融服务业和本地制造业弱相关的情形相差甚远% 这是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发展的现实基础#

图 (""金融服务业发展业绩与环境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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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 广州市需要进行整体功能构架的转型! 能够充分
发挥地方化集聚经济效应的高端金融服务集群化应是提升金融服务功能和金融服务业竞
争力的战略选择" 第二! 新区开发和产业扩散既促进金融服务业扩散# 引致金融服务市
场拓展! 又有益于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产品的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 促进商务
活动的集中! 所以! 规划建设广州珠江新城 $$" 世纪城市 %&’% 不仅要依靠现代化城市
办公活动空间的建设和相关产业的集中! 而且要依靠某些产业或产业环节的扩散"

()*+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发展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 面临金融全球化# 金融自由化
和金融电子化的挑战! 也处于国家# 大珠江三角洲空间层面的竞争与合作环境之中" 限
于篇幅! 将另文论述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外部空间动力以及金融机构微观
集聚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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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67634839-:3;7<35+)467,=->48?4@A6),8 64738 71+8B)6C64;83982AD7A)(D821(4C+/8BE93)5=8FD(GHI+DDJ"KL!LM
#NO&-’()*+,-.M-01+-P)Q(4-?ER+)6+4G+M-BE93)5=-FD(GHI+DDJ-KL!LM
#NS&- TDD+)6;-UM-01+-U+)*6G+-?G343<,M-216G1+;7+)=-V314-W6D+,-X-U34;J-KLLSM
#NY&-Z+,;134->J-01)697-[M-\34+,]UR(G+-^+3C)(R16+;8398\34+7(),80)(4;93)<(7634M8Z345348_-[+I-‘3)H=-a3A7D+5C+J-KLLYM
#N!&- Z+,;134- >- +7- (DM- 03I()5;- (4- +G3D3C,- 39- )+7(6D- 964(4G6(D- ;+)*6G+;=- A45+);7(4564C- 71+- R+);6;7+4G+- 39- 533)b73b533)- G)+567-

(45- 64;A)(4G+-R)3*65+);M-?4*6)34<+47-(45-:D(4464C->J-Ncc%J-dS=-SNObS%OM
#NL&-:())-V-FJ-FA55-ZM-e64(4G6(D-;+)*6G+;-(45- 71+-A)Q(4-;,;7+<=-(4-+ERD3)(7634M-P)Q(4-U7A56+;J-NcccJ-dYfdg=-OLdbSKcM
#dc&- U1+()<A)- aJ- >D*+)C4+- 2M- T47)(<+7)3R3D67(4- R(77+)4;- 39- 16C1b3)5+)- QA;64+;;- ;+)*6G+- D3G(7634=- (- G3<R()(76*+- ;7A5,- 39-

;+*+47++4-;+G73);- 64- TD+b5+be)(4G+M-P)Q(4-U7A56+;J-NccNJ-dLfYg=-KK%dbKKSdM
#dK&- W+)4+)1+6<- 2- \J- U1()R+- 2- >M- h’6C1- 3)5+)h- R)35AG+)- ;+)*6G+;- 64- <+7)3R3D67(4- 2(4(5(=- 13I- 9337D33;+- ()+- 71+,i-

a+C634(D-U7A56+;J-NccdJ-dY=-%SLb%LcM
#dN&- 2399+,- W- VJ- U1+()<A)- a- ^M- >CCD3<+)(7634- (45- 56;R+);634- 39- 16C1b3)5+)- ;+)*6G+- +<RD3,<+47- 64- 71+- \347)+(D-

<+7)3R3D67(4-)+C634J-KL!KbLSM-P)Q(4-U7A56+;J-NccNJ-dLfdg=-dOLbdY!M
#dd&- 0(,D3)- :- +7- (DM- e64(4G6(D- ;+)*6G+;- GDA;7+)64C- (45- 67;- ;6C4696G(4G+- 93)- Z34534M- 177R=]]DA7M(GMAH]5+R()7<+47;]C,]C(IG]-

RAQD6G(7KM17<DM-NccdM
#d%&- 01)697- [M- >- R1(473<- ;7(7+i- T4=- Z+,;134- >J- 01)697- [- f+5;MgJ- \34+,]UR(G+=- ^+3C)(R16+;- 39- \34+7(),- 0)(4;93)<(7634M-

Z34534-X-[+I-‘3)H=-a3A7D+5C+J-KLLYM
#dO&- j1(4C-W+4k134CM- >- ;7A5,- 39-<+7)3R3D67(4- ;+)*6G+- 645A;7),- D3G(7634- 71+3),- (45- ;AQ;7(476(7634M- ^+3C)(R16G(D- a+;+()G1J-

KLLLJ-K!fdg=-NYdbN!KM- #张文忠M-大城市服务业区位理论及其实证研究M-地理研究J-KLLLJ-K!fdg=-NYdbN!KM&
#dS&- [64C- ‘A+<64M- 01+- ;7A5,- 34- D3G(7634- 39- 71+- 645A;7)6(D- ;+)*6G+- (45- 71+- 3996G+- QA6D564C- 64- U1(4C1(6M- 267,- :D(4464C-

a+*6+IJ-NcccJ-N%f!g=-LbNcM- #宁越敏M-上海市区生产服务业及办公楼区位研究M-城市规划J-NcccJ-N%f!g=-LbNcM&
#dY&- ‘(4- l6(3R+6J- j134C- ‘A4M- 21()(G7+)6;76G;- 39- +E7+)4(D- 9A4G7634- 39- R)35AG+)- ;+)*6G+;- 39- )+C634(D- G+47+);=- G(;+- 39-

^A(4Ck13AJ-2164(M-UG6+476(-^+3C)(R16G(-U646G(J-NccOJ-NOfOg=-OdYbO%dM- #闫小培J-钟韵M-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

外向功能特征研究M-地理科学J-NccOJ-NOfOg=-OdYbO%dM&
#d!&-WA-W+6J- Z6A-W+6534CJ- Z6A-‘6M- :)3C)+;;- 64- 964(4G6(D- C+3C)(R1,- 64-W+;7+)4- 23A47)6+;- (45- 67;- 6<RD6G(7634;- 93)- 2164+;+-

C+3C)(R1+);M-:)3C)+;;- 64-^+3C)(R1,J- NccOJ- N%f%g=- KLbNYM- #武巍 J-刘卫东J-刘毅 M-西 方 金 融 地 理 学 研 究 进 展 及 其 启 示 M-
地理科学进展J-NccOJ-N%f%g=-KLbNYM&

#dL&- V64-lA+mA4J-06(4-Z64M-e64(4G6(D- C+3C)(R1,=- 4+I-5+*+D3R<+47;- 39- C+3C)(R1,- 64- 93)+6C4- G3A47)6+;M- ?G343<6G-^+3C)(R1,J-
Ncc%J-N%fSg=-YNKbYNOM- #金雪军J-田霖M-金融地理学=国外地理学科研究新动向M-经济地理J-Ncc%J-N%fSg=-YNKbYNOM&

#%c&- 06(4- Z64J- V64-lA+mA4M- 01+- (4(D,;6;- 39- ;+GA)67,-<()H+7- R37+476(D- 9)3<- (4- (4CD+- 39- 964(4G6(D- C+3C)(R1,M-W3)D5- a+C634(D-
U7A56+;J- Ncc%J- KdfKg=- KcNbKc!M- #田霖 J-金雪军 M-金融地理学视角下的证券市场投资潜力分析 M-世 界 地 理 研 究 J- Ncc%J-
KdfKg=-KcNbKc!M&

#%K&- 21+4- :641;6+4M- :)3C)+;;- 64- )+;+()G1- 34- 964(4G6(D- C+3C)(R1,- (45- 964(4G6(D- G+47+)=- 71+- )3D+- 39- 964(4G6(D- G3<<A4676+;M-
W3)D5-a+C634(D-U7A56+;J-Ncc%J-Kdf%g=-Kb!M- #陈品先M-金融地理与金融中心的研究进展=-从专业社群运作来看M-世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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