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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区域金融安全的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平顶山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0）分析了
影响区域金融安全的原因：社会公众对金融风险的承受能力
脆弱，滥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性业务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国
有企业境况不佳加大了金融安全运行的困难，中小金融机构
经营困难存在支付风险，金融资产单一，中央银行金融监管
体系不完善。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05）指出温州地区金
融不稳定的五大源头：银行经营中的不稳定因素，证券和保
险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外汇领域所含有的不稳定因素，信用
环境的不稳定因素，民间融资的不稳定因素。

李嘉晓、秦宏、罗剑朝（2006）剖析了区域金融风险的成
因：（1）金融业自身的原因，包括金融机构重规模、轻效益的
粗放经营发展模式，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金融
监管存在缺陷。（2）金融业之外的原因，包括：政府的不正当
干预，社会信用问题。

胡国、宋建江（2005）认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会影响区域
金融稳定，理由是：房产价格波动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异
化，扭曲经济主体的消费投资行为。

李升高（2006）探讨了广东省全面退出煤炭行业可能引
发区域金融稳定：煤炭行业及关联企业贷款风险全面暴露，
银行不良贷款骤增；煤炭企业失信导致信用环境恶化，资
金外流影响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农信社改革目
标的实现。

实际中影响区域金融安全的因素比已有研究成果中提
到的要多，因为金融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存在于经
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而这些方面或环节一旦出现不稳定因素
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区域金融稳定。

二、金融生态

研究区域金融安全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生
态问题。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保证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前提。

徐诺金（2005）定义金融生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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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
琼（2006）把金融生态总结为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
及其对外部环境冲击的自我调控的制度安排。曾康霖（2007）
认为，金融生态的内涵是指金融企业的生命力状态和生存环
境，外延应当有金融生态平衡、金融生态周期、金融生态环
境。周小川（2009）指出金融生态的概念可以进一步延伸到标
准执行、执法公正性以及对欺诈案件的处理等问题上。

林永军（2005）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生态作为一
个良性循环系统应具备以下特点：金融市场各个子系统之间
良性互动，高效运作；金融主体产权清晰；生态圈内游戏规则
科学完善；与系统外进行良性的资源、能量的输出输入。李扬
等（2005）认为，城市法制环境、地区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
展、金融部门独立性和诚信文化等是影响城市金融生态环境
的主要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建立了金融
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个子体系，
共计 127 项指标。其中，定量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
源水平及社会信用和法制环境 3 个目标层次、14 个准则层次，
共 90 项指标；定性评价包括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和执行
情况等四项标准，共 37 项指标。并建议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评价结果。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2006）以金融市场
有效性假说为理论基础，采用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
计量方法评估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了金融生态评估指标体系。

杨宏斌（2005）运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从金融生态的基
本特征入手，分析了银行危机传导机制，认为流动性短缺是
危机传导的基本条件。张志元、雷良海、杨艺（2006）通过理论
分析得出城市金融生态系统达到最优稳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受贴现率效应、开发成本效应和增长效应三方面的影响，然
而在现实中，与这些理论因素相关联的实际影响因素出现的
问题比较多。许红莲、邓超（2007）指出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
速度明显滞后，出现了所谓的“中部塌陷”现象：资金吸纳能
力低下、金融机构结构欠合理、金融市场发展缓慢，金融宽度
不够、融资渠道狭窄、不能满足融资需求，整体金融效率低

等。并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和信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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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五个角度分析了中部塌陷在一定程度上是中部地区金融
生态环境不良的必然结果。高万东、王洋（2007）研究发现东
北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与沿海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别，突出表
现为信用基础脆弱、缺乏良好的金融自动调节机制等。谢德
仁、陈运森（2009）利用 2001—2004 年上市公司是否进行了
债务重组的数据研究了金融生态环境和企业最终控制人性
质对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

朱静（2009）指出农村金融生态的特征是系统性，平衡性
和动态性。并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有：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机构功能不完备，农
村金融生态环境失衡。

三、区域金融预警

研究发现金融危机预防成本大大小于危机事后处理成
本，所以学者们都在积极探索区域金融预警。

仲彬、刘念、毕顺荣（2002）讨论了指标的选取，模型的应
用和模型准确性检验。最终选取微观审慎指标和宏观先行指
标，利用自回归模型并结合事前检验建立了区域银行体系风
险预警系统。

易传和、安庆卫（2005）阐述了建立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指
标体系的必要性及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选取核心指标和相
关指标两大类，其中核心指标又包括五大类 19 项指标，相关
指标包括六大类 12 项指标。给出了区域金融稳定状况的等
级划分，并结合湖南某市的具体现状给出其金融稳定的状态。

汪祖杰、吴江（2006）指出区域金融安全指标主要分为内
在关键性指标和外在影响因素指标。内在安全关键性指标包
括区域安全微观、宏观和金融生态环境检测指标；外在影响
性指标包括全国经济状况指标、货币指标、股票价格指数指
标和汇率指标。构建了区域金融安全计量模型，给出区域金

融安全判断值，并结合苏州实际情况给出金融安全分析。
邹小凡、林竹、汪娟（2008）利用支持向量回归采用线性

核函数构建了杭州担保业的预警模型。姚星垣、郭福春
（2008） 结合浙江省的地方经济特色给出了浙江区域金融风
险预警特殊指标体系。崔艳娟、张凤海、徐晓飞（2008）选取宏
观先行指标、微观审慎指标和金融环境指标，运用信号模型
对大连市的金融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

由于地区的经济金融特点不同，预警指标选取也应该因
地而异。上述研究成果中指标权重的选择上有相对的主观因
素，阀值的选择也没有真正结合实际，因为国际惯例不一定
适用于当今经济转型中的中国。ARIMA 模型只考虑了变量
自身的变化趋势，不能反映其他变量对它的影响，所以由突
发事件造成的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是用此模型预测不出的。
而信号法在以往的实证检验中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四、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治理

大部分文献给出的维护区域金融安全的对策都集中在：
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区域金融稳定工作协调机
制，完善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强化区域内行业自律，
建立多种金融稳定指标检测（或区域金融风险预警）体系，改
善区域金融的外部环境等。

五、总结

综上所述，一套完整的区域金融安全理论应该包括：（1）
结合地方经济特色与金融生态特征，找准影响区域金融稳定
的因素，包括直接影响因素的和间接影响因素。（2）根据影响
因素建立预警系统，包括完善的预警指标体系及科学的预警
模型。（3）不稳定因素的治理，发挥地方经济特长，逐步改善
金融生态，限制或消除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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