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9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807456001

10位ISBN编号：7807456000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周易，王惠初　著

页数：2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

内容概要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以科学发展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追踪长三角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分析、预测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存在问题作出理性思考，为苏、浙、沪三
省市各级行政、市场管理、行业组织等部门和企业、民营企业提供理性观照、信息参考，为后人提供
翔实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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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国外有不少学者转而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来分析金融集聚的动因。
如格利和爱德华·肖曾指出：“如果离开实际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金融发展难以理解。
”戈德史密斯通过对35个国家在几十年问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得出了“经济与金融发
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粗略的平行关系”的结论。
国内不少学者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往往也把经济发展、产业集聚视为金融发展、金融集聚的动因。
区域金融成长内含于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之中，为区域金融成长提供成长条件和空间
。
　　世界上没有天然产生的金融业集聚，也没有永远兴盛的金融业集聚。
由于受到区域内核心产业、区域环境、市场竞争、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金融业集聚必然有一
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金融集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形成阶段、快速集聚阶段、稳定发展阶段和扩散阶段。
在形成阶段，集聚效益尚不明显，但是区域核心金融业开始启动，成为活跃的产业。
金融业集聚越过最小规模的限制以后，在集聚效益的作用下，进入一个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快速集聚
阶段，集聚规模迅速扩大。
经过一段时期的快速发展，区域核心金融业的规模、市场占有率、就业人数会基本稳定下来或者与核
心金融业的平均增长速度相近，金融业集聚逐渐进入稳定阶段，也是成熟阶段。
当金融环境和地区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集聚区内各金融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区域公共资源、能源、
水源、公共交通、邮电和其他社会服务设施条件时，金融业就必须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实施空间扩散
，以达到降低投资、缩短流通距离，获取扩散经济效益的目的。
这种扩散往往会带来新的金融业集聚。
　　根据城市金融产业成长阶段与金融职能特征两方面的差异，将城市金融级别大致分为金融支点、
金融增长极和金融中心三种类型。
金融产业处于相同成长阶段、金融职能特征具有相似性的城市属于同种金融级别类型。
一般认为，当一城市金融产业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初露端倪，并成为产业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门，但
又由于受到成长能力的限制，金融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小，仅属于发挥基础保障作用的基础
产业时，可以将此类城市称为金融支点。
当金融产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在产业结构中占据较大份额，成为支柱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起支撑作
用，可以将此类城市定义为金融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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