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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金融是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发展的一
种客观现象。
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地域差异，经济地域运动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和
区域性特点。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要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很大程
度上要借助于金融的区域化运行得以实现。
因此，对于区域金融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区域金融作为独立的研究课题，其研究价值近几年刚刚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对区域金融理论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相当滞后，一些学者在研究区域经济
发展时对区域金融有所论及，但只限于个别分析，理论是零散的，远没有形成独立的分析框架和相对
完整的理论体系。
作者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进行区域金融的系统分析和深层研究，包括区域金融成长、
区域金融结构、区域金融市场、区域金融主体、区域金融产业、区域金融流动、区域金融中心、区域
金融政策以及区域金融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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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二 区域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视角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
不平衡的发展大中国，也是世界上自然地理、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地
区发展不平衡性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从绝对意义上讲，我国各个经济区域都有很大的进步，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地区间收入
的绝对差距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
　　区域经济的这种差异与区域金融成长有着直接关系。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信用化和信用证券化是不同步的，由此决定了发达的东部沿海地
区实物资本的金融化进程较快，而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程较慢，从而引起金融资源向东部地区的
倾斜流动。
在经济信用化的进程中，金融增长具有超前效应，在信用化起步较早和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金融增
长也相对较快，从而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和积累效率。
这样，不仅加剧了地区之间资金供求关系的失衡，同时也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区域金融成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大致平行和制约的关系，两者紧密相连。
区域金融成长会加速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如果区域金融本身被压抑就会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
东部地区由于金融效率较高而加速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由于金融效率相对较低，则经
济发展相对滞后。
显而易见，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显著特征。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决定了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区域金融成长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着日益重大
的影响。
本书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为基本的地域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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