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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是我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以区域资金流动问题为切入点，无疑抓住
了问题的主要矛盾，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水平、区域金融的发达程度、财政货币政策的运用效果以及对外开放程度
是影响中国区域资金流动的主要因素。
从区域资金流动的效应分析，区域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资金在各地区的变
化必引起地区经济发展的变化。
分析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特征与中国区域资金流动的差异特征基本上相符，资金流动的区
域化差异能够较好地解释区域经济的差异。
中国资金流动的区域差异更主要的表现在各区域内部的差异上。

　　完善区域资金流动机制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引导货币资金的重新配置，引
导资金流动的效率；二是依靠政府，的“有形之手”，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区域金融政策等引导
资金流动的公平，从而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尤其是在政
策优惠终结以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是决定区域资金流动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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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 区域资金流动的渠道　　资金有自身的流通通道，即资金渠道。
从资金流向的对象来看，即资金需求方获得资金的方式或途径。
一国或一区域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资金渠道问题。
在现代经济下，大多数资金是通过现代资金渠道流动的。
伴随着我国金融深化的逐步推进，区域资金流动的渠道更加复杂，主要有银行信贷渠道、资本市场渠
道、政府资金渠道以及利用外资渠道等。
　　3.1.1 银行信贷渠道　　银行信贷渠道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完成向资金需求者融出资金的过程，它
主要通过吸收存款从资金盈余方融人资金，再通过发放贷款向资金稀缺方提供资金。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储蓄是资本形成的前提，投资就是将储蓄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而金融机构则是
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的中介。
从银行系统角度看，区域资金吸纳能力可以通过区域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变动情况来分析，区域资金运
用能力则可以通过区域金融机构贷款变动情况加以衡量。
金融业越发达，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速度和效率越高，而且，金融业的发展和完善将极大地促进储蓄水
平的提高。
一般而言，储蓄的收入边际倾向是递增的，因此，地区经济越发达，储蓄水平就越高，货币资金也就
越多。
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其资金的流动就越大，而每增加一个金融机构都会带来资金，
并加速资金流动，间接地为本地资金的流人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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