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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源芳博士的首部学术专著《中国区域金融中心体系研究》就要出版了。
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高度货币化的当代社会，几乎所有的资源配置和经济交易都离不开货币媒介，金融深化水平已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经济、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
我国是一个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其以中心城市为支点的区域经济发
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
可以认为：金融要素活跃区域的经济发展较快，而金融要素不活跃区域的经济发展较慢。
同时，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保护主义限制了区域之问的资金融通，这不仅妨碍了我国统一、高效
的金融体系建设，而且还加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为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其中关键之一，就是加快和协调区域金融深化的步伐。
曹源芳博士在借鉴大量理论文献和深入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以金融地理学为理论视角，对构建我国区
域金融中心体系的主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做了专门研究，并且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他所做的研究是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金融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目前国内对该学科的研究比较薄弱。
金融地理学强调信息的作用，其理论核心是：金融信息的产生与应用对形成区域金融中心体系至关重
要。
信息的外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信息的腹地是决定区域金融中心选择与建设的重要因素。
与主流金融学的许多理论相比，金融地理学的主要理论是从一个全新角度解释区域金融中心的兴衰和
区域金融中心体系建设的规律，而且因其更加贴近现实而具有应用价值。
    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在国外已有漫长历史，但在我国还只是起步不久。
目前，国内对区域金融中心的理论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相关实践还处于摸索阶段，甚至是无序状态。
因此，加强对区域金融中心及其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改进区域金融中心及其体系建设的具体实践，
是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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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　　金融机构泛指从事金融业务、协调金融关系、维护金融体系正常
运行的机构。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金融机构体系一般包括货币金融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机构、金融业务的经营机构以
及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机构三类机构构成的完整机构体系。
　　大量金融机构在区域金融中心体系内集聚有以下作用：第一，作为资金融通的中介，促进了经济
发展中资金的顺利流动和转化。
金融机构体系可以创造金融工具、创造货币、充当信用中介、充当支付中介的功能提高资金融通的效
率。
第二，降低了融资交易中的融资成本。
大量的金融交易集中于金融机构，可以使其凭借自身在金融资产处理上拥有的信息优势、规模经济优
势和专家理财优势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而出现规模经济效应。
第三，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很多金融工具降低了金融交易中的风险，从而为社会提供金融风险转移和管
理服务。
第四，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可以通过众多金融机构之间频繁的业务往来实现信息的溢出，使信息可以
在区域金融中心体系的腹地范围内进行高效、低成本地传递，从而改善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第五，高度集聚的金融机构可以扩大区域金融中心体系的“极化”效应，增强区域金融中心体系内各
节点对腹地内的资源、技术、人才和信息的吸纳能力，使腹地内的资源、技术、人才和信息不断通过
金融中心的网络向金融中心节点集聚，从而扩大金融中心节点的规模。
　　因此，在区域金融中心体系中，金融工具的发行以及金融业务的开展均离不开金融机构体系来推
动。
一般而言，区域金融中心体系应聚集有数量众多、功能综合的金融机构，并形成包括银行（中央银行
、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保险、证券、基金等非银行的多业务种类、多功能交叉的
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既实现金融机构功能上的互补，又扩大地区金融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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