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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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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我国 1978 - 2005年我国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进行测算 ,深入剖析其影响

因素 ,研究表明 :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受财政因素、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财政因素与金融

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相互影响 ,并且在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贷款配置趋势有愈加不公平之势。

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 :我国金融贷款的区域配置应当同财政政策、政府金融干预等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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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1978年到 2006年间 ,我国的 GDP增长了 13. 4倍 ,

但 2006年我国人均 GDP最高的上海市与人均

GDP最低的贵州省的差距从 1978年的 13倍拉大

到 2006年的 22. 2倍①。这说明伴随着经济的整体

增长 ,省际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拉大 ,部分地区没有

很好的分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有学者从金融

发展的角度出发 ,指出其能延缓我国地区经济收敛

速度 [ 1 ] ;也有学者归结于我国高度垄断的金融机

构、政府对金融的不当管制和干预 ,以及“一元货

币政策 ”和“二元金融制度 ”并存引起的地区金融

发展水平失衡 [ 2 ]。在前人以金融为出发点的研究

中 ,通常采用衡量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 ,忽视了金

融发展的质量指标 ,而金融贷款的区域配置是反映

金融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金融贷款作为经

济发展动力源泉 ,是重要的社会资源 ,在学术上有

深入研究的必要。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和谐发展 ,

对金融贷款区域配置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本文

发展了一种衡量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的评价

方法 ,通过实证分析 ,深入研究我国金融贷款区域

配置公平性的影响因素。本文第二部分是相关文

献的回顾和评价 ;第三部分是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

平性的衡量方法、测算和统计性描述 ;第四部分是

影响金融贷款区域配置的因素分析 ;第五部分是我

国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的计量分析 ;最后是结

论及相关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及评价
在笔者目前的检索文献中 ,没有发现国外有单

独针对金融资源配置的研究 ,而是包括在金融发展

这个研究框架之内。Raymond W. Goldsm ith (1969)

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了决定一国金

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

因素 ,并阐明这些因素形成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 ,

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Shaw. McKinnon ( 1973)深

入研究了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的相互

关系 ,研究表明健全的金融制度能促进国民经济持

续发展 ,经济的发展能刺激金融业的扩展 ,反之亦

然。随着金融的作用日趋显著 ,研究又有进一步的

发展 ,Merton (1995)和 Levine (1997)等人指出金融

系统的基本功能 ,分析金融系统作用的新途径。在

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西方学者还结合实证进行检

验。Levine (1997)采样 80个国家 1960 - 1989年

43

3

①

[收稿日期 ]2009 - 05 - 21

[作者简介 ]朱秋蓉 (1985 - )女 ,汉族 ,广西贺州人 ,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 ,主要从事产

业经济学研究。

资料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及 2000 -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真实人均 GDP经各省市的 GDP

平减指数调整后而得 ,以 1978年为基期。



数据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

上的显著正相关。

从国内研究看 ,白钦先 ( 1998) 最早提出金融

资源的概念 ,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和以金融资源论

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在笔者现有的检

索条件下 ,尚未发现有关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

的相关研究内容。国内学者的研究通常采用金融

相关率 ( F IR)指标、国有银行存贷款占 GDP的比例

等指标来考察中国区域金融资源的差异。唐旭和

贝多广 (1995)较早研究中国区域间的资金配置和

流动 ,但样本区间短、统计数据零散 ,没有形成统一

的衡量指标。张军洲 ( 1995 )和殷德生、肖顺喜

(2000)都分别探讨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

略 ,但前者缺乏对中国各地区金融数据的计算与分

析 ,后者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和可信的衡量方法 ,

但都揭示了中国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在数量方面不

均衡的特征。此外 ,学者还立足我国城乡二元经济

结构的事实 ,分析金融资源在城乡间的配置不均

衡。魏后凯等 (1997)指出中国金融系统在金融资

源的分配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在计划

经济时期 ,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内生决定了金融资源配置上

的城市偏向行为 (林毅夫等 , 1994) ,农村金融机构

只是动员农村储蓄以提供城市工业化资金的一个

渠道 (林毅夫 , 2000)。尽管后来政府试图通过强

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在农村领域建立一个完善的金

融体系 ,以协调农村金融资源配置 ,但是我国农业

金融资源目前仍处于一定程度上的无效率供给

状态。

综上所述 ,西方学者的理论和研究忽略了发展

中国家金融业的扭曲发展和不成熟的现状 ,而我国

的学者尽管指出了我国在城乡、东、中、西部地区和

城乡之间配置的不均衡问题 ,但是缺少长期、完整

的的研究 ,这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三、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的衡量方

法、测算与经验观察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指的公平性 ,并非是各个地区间地理意

义上的绝对公平 ,而是一个区域金融资源的占用与

其经济产出水平的度量 ,是一种相对公平。本文研

究的目的是考察我国 1978 - 2005年各省 (区 )市

的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的变动情况和影响因

素分析。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利用各年度各地

区的贷款数据这一基础性金融核心资源作为金融

资源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 ,主要选取 1978 - 2005

年的各地区 (其中西藏、云南、重庆等地的部分年

度数据缺失 ,将其从该年份中剔除 ,不影响计算 )

所有金融机构本外币的贷款余额这一资本存量来

反映地区间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本文的数据由

《新中国 55年汇编 》、《新中国统计资料 50年汇

编 》和各年度《中国金融年鉴 》中“各地金融篇 ”的

经济金融数据进行计算而得。

(二 )衡量与计算方法

(1)衡量方法

为了考察金融贷款在各区域的配置情况 ,衡量

贷款区域配置的公平性 ,将各年各省 (区 )市的

GDP进行累积升序排列 ,将各省 (区 )市的 GDP的

累积百分比和占用贷款的累积百分比的对应关系

描绘在图形中 ,得到各年度的曲线图 ,如下图所示。

然后计算该曲线与 X轴 ( GDP累积比例 )围成的面

积 M。面积的大小体现了贷款区配置公平性的高

低 , M值越大 ,贷款区域间配置越公平。将各年的

面积 M值描绘在一张图上就可以判断我国贷款区

域间配置公平性的变化情况。按上述方法 ,我们可

以得到一条体现地区生产总值与金融贷款关系的

曲线 , 其函数形式为 : Fi = φi (LGD Pi ) , 式中

φi (LGD Pi ) 为各年所得曲线函数 , i表示年份 , LG2
DP表示累积 GDP比例 ,根据微积分原理可以计算

出曲线与 X轴所围面积 ,计算公式如下 :

M i = ∫
100

0
φi (LGD Pi ) dLGD Pi

( i = 1978, 1979, ⋯, 2005) (1)

图 3. 1 2005年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图

数据来源 :中国金融年鉴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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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方法

由于各个年度的金融贷款区域配置状况不一 ,

所得曲线不一 ,函数也各有差异 ,为了计算的简便 ,

采用与微积分计算面积的原理 ,将上图分成一个直

角三角形和 j - 1个梯形 , M值为 j个图像面积的

加总之和。计算公式为 :

S =
1
2

3 LGD P1 3 L FR1 + 6
31

j =2
S j (2)

其中 : 6
31

j =2
S j =

1
2

3 (LGD Pj - LGD Pj- 1 ) 3 (L FR j- 1

+ L FR j ) 为各个梯形的面积总和 ;上式中 j表示地

区的 GDP比例顺序排名 ; LFR表示贷款累积比例 ;

LGDP1、LFR1 分别为 GDP比例最低的地区的 GDP

比例和贷款比例 ; LGDPj 和 LFR j 为 GDP比例排名

第 j的地区的 GDP累积比例和贷款累积比例。

(三 )我国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公平性变化状况

根据以上计算方法 ,得出 1978 - 2006各年 M

值 ,将其描绘在一个图中 ,体现我国金融贷款区域

配置公平性的变化情况①。如图 3. 2所示 ,我国

1978 - 2005年的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大致可

以分为先升后降的两段曲线形态。在 1978 - 1996

年期间 ,我国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呈现波动上

升趋势 ,即从 1978 - 1996年各个地区获得的贷款

与其自身的经济水平的匹配程度是逐渐增强的 ,期

间的公平性曲线表现为一段虽有波动起伏 ,以

1983年的波动幅度最大。但总体而言 ,在此期间

金融贷款区域配置的公平性是一条整体上升的曲

线 ,这一时期的贷款配置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 [ 3 ]。

1978 - 1996年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

济转型时期 ,我国贷款的配置方式是计划与市场并

存 ,曲线的波动正体现了二者在贷款配置领域的合

作与斗争。1994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

立 ,金融差异只有 1. 05911,为学者测算期间的最

小值 [ 4 ]。而笔者测算得出 , 1996年金融资源区域

配置公平程度最高。由于贷款资源区域配置的公

平性较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金融发展有一定的滞后

性 ,二者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相呼应。1996年后

金融贷款区域配置的公平性开始缓慢下降 ,虽然在

1999 - 2003年期间震荡上升 ,但是 2003年后又开

始下降。在 1997 - 2005年期间大体上是在波动下

降 ,金融贷款区域配置的公平性在慢慢降低。

图 3. 2　我国 1978 - 2005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变动情况表

数据来源 :中国金融年鉴 2006、新中国 55年汇编、新中国 50年汇编

　　四、金融贷款区域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理论框架的构建

贷款资源区域配置公平性的引入是为了更好

地研究我国金融发展的质量水平 ,也是衡量金融发

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本

文设定贷款的区域配置公平性受开放程度 ,投资水

平、财政支出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开放拉动了投

资 ,继而促进经济发展 ,而财政分权让地方政府获

得财政上的自主权 ,更关注辖区的经济发展 ,进而

对稀缺生产要素资本的竞争日趋激烈 ,资本的高流

动性对投资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环境得以

改善 ,增强了市场化程度。与此同时 ,这些因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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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比较的方便 ,图 3. 2所示面积为实际计算面积扩大 10000而得。



不同程度的对贷款区域配置的公平性产生影响 ,特

别是政府作为金融资源配置主体的特殊身份 ,两者

间的影响是相互的。

(二 )各因素影响分析

1.开放的政策倾斜和投资的逐利性 ,二者性质

的不同 ,影响方向也不同

凭借国家政策的倾斜 [ 5 ]
,大量的国内外的资

金流入率先开放地区 ,开放本身与金融贷款的区域

公平配置就是相悖的 ,开放地区占用的贷款比例远

远高于其相应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 ,率先开放地

区的金融发展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 ,东部地区

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多元化金融格局 ,而西部地

区多处在封闭的垄断状态 ,资金运营效率不高 ,投

资收益低。在全国统一的利率政策下 ,发达地区无

形中享有“优惠 ”利率。投资引导资本流向 ,资本

在追逐利润的本性下 ,资金自然会流向发达地区 ,

弱化了欠发达地区的贷款可得性。

2. 贷款配置仍受政府控制 ,金融沦为政府的

“第二财政 ”,经济愈发达地区贷款摄取能力愈强

在我国 ,金融资源依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中 ,

以银行业最为明显。作为一级主体的政府配置主

体在其配置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改革进

程中 ,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下降 [ 6 ] [ 7 ]
,为弥补财政

能力加强了金融控制 ,同时地方政府为了各自区域

内的经济发展 ,逐渐介入当地金融机构的运营 ,两

级政府共同作用使得金融沦为“第二财政 ”[ 8 ] ,造

成金融资源的条块分割 [ 9 ]
,使贷款的发放不是作

为一种商业信用行为 ,而是一种政府分配的行为。

金融制度仍然呈现计划金融与市场金融共存的

“二元金融制度 ”,贷款资源配置行政色彩浓重 ,越

是发达的地区 ,地方政府的贷款摄取能力越强。

表 4. 1　2005年中国银行体系的结构

数量
总资产

(十亿人民币 )

市场份额

( % )

贷款余额

(十亿人民币 )

市场份额

( % )

存款余额

(十亿人民币 )

市场份额

( % )

国有商业银行 4 19658 56. 1 10788 51. 8 17525 62. 6

政策性银行 3 2953 8. 4 2830 13. 6 174 0. 6

股份制商业银行 13 5813 16. 6 3485 16. 7 4920 17. 6

城市信用社

(城市商业银行 )

599

(115)
2223 6. 3 1193 5. 7 1889 6. 7

农村信用社

(农村商业银行 )

27106

(12)
3721 10. 6 2201 10. 6 3263 11. 7

外资银行 254 703 2 322 1. 6 218 0. 8

总 　计 28106 35071 100 2819 100 27989 100

　　纵向上 ,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导致金融资

源的纵向分割 ,中央政府控制了经济中绝大部分的

金融资产 ,贷款的区域配置更大程度上受中央政府

的意志支配 ,忽略了配置的经济效应。在动员金融

资源过程中 ,金融替代了一部分税收的功能 ,而在

随后的配置中 ,又进一步替代了财政的功能。中央

政府的专项拨款、在欠发达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

设等行为更多的是从地域上的配置均衡出发 ,而忽

视了是否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此外 ,我国的转移

支付体系不健全 [ 10 ] ,预算外收支数额庞大 ,以各种

形式挤占预算内资金的现象屡禁不止 ,有数据表

明 ,仅在西部大开放战略实施的第一年 ,拨往西部

的专项资金有 40%回流东部发达地区 [ 11 ]
,中央政

府在分税制改革后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形式

的转移支付来调剂金融资源区域配置的期冀落空。

横向上 ,分税制改革减少了税收中地方政府所

占的比重 ,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地方

政府唯一的理性选择就是从本地区利益出发 ,通过

各种策略和方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地方政府借助

国有银行机构行政化设置实现对银行地方分支机

构的实际控制 ,形成了银行分支机构对地方政府的

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关系 ,从而为地方政府增加

了一条“讨价还价 ”、瓜分金融资源的途径 ,造成了

贷款的区域封锁 ,形成他们对“地方经济管理当局

的一定程度的实际隶属 ”。地方政府与国有地方

分支机构之间的合谋倾向表现得愈来愈强烈 ,控制

金融的力量愈加强大 ,成为“贷款倒逼机制 ”的决

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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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隐性金融支持削弱了金融贷款配置的市

场性

我国现阶段金融资源配置模式既不同于计划

经济模式 ,也不同于市场经济模式。尽管我国的市

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 ,但是政府的金融支持的

存在。使得一方面投资者或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

益最大化考虑 ,会采取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方式 ;另

一方面 ,在按常规运行的金融市场之外 ,又出现了

一个隐性的“支持型 ”金融市场 [ 12 ]。二者的定价方

式、决策模式不同 ,最终导致的制度后果就不同。

目前隐性财政行为 [ 13 ]依然贯穿于我国市场操作的

主要过程 ,使贷款流向与市场机制相悖。

五、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公平性影响因素

的实证检验
(一 )模型变量的选取和确定

本文设定影响我国金融贷款配置公平性的方

程如下 :

gi = α0 + β1 L nf inancei + β2 L nm a rketi +

β3 L nopennessi +β4 L n investi +εi (3)

g:表示第 i年我国金融贷款区域配置的公平

性 , gini越大 ,表示该年度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与

其获得的贷款与其经济水平相当。

Lnfinance:表示政府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值 ,

表明政府的财政力度对金融贷款配置的影响程度 ,

政府的财政政策影响了区域间金融资源的流动和

获取。

Lnopenness:表示一国的开放程度 ,用进出口

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研究表明 ,开放地区的经

济发展更多的是依赖政府资金上的扶持和政策上

的优惠。

Lninvest:表示一国的投资水平 ,取一国各个年

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值。

Lnmarket:表示国家的市场化水平 ,由于衡量

一国市场化水平的指标繁多且复杂 ,基于数据的可

得性 ,取历年非国有固定资产的自然对数值。

(二 )数据的检验

1. 平稳性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 ,在建立回归方程时

易出现“伪回归 ”现象 ,因此在建立方程之前需要

对时间序列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利用

Eiews5. 0软件采用 ADF检验法 ,对相关变量及其

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 5. 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值 5%的临界值 结论

g 0. 033174 - 2. 976263 不平稳

△g - 8. 623782 - 1. 954414 平稳

Finance 5. 053084 - 1. 95502 不平稳

△Finance - 4. 477278 - 2. 986225 平稳

Invest - 0. 272286 - 2. 981038 不平稳

△ Invest - 2. 887586 - 2. 981038 平稳

Market - 2. 587942 - 3. 595026 不平稳

△Market - 7. 547593 - 3. 595026 平稳

Openness - 1. 733986 - 3. 587527 不平稳

△Openness - 4. 058326 - 3. 595026 平稳

从表 5. 1所示的检验结果来看 ,所有变量的原

序列是非平稳的 ;在 5%的置信水平下 ,除变量 In2
vest外 ,其他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的 ,

且 Invest的一阶差分序列虽然在 5%的置信水平下

没有通过检验 ,但是在 10%的置信水平下其临界

值为 - 2. 639906,大于 ADF值。因此 ,可以认为它

们都是一阶单整的。

2. 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统

计表述。因为 ADF检验显示所有变量是一阶单整

的 ,所以适合协整检验。本文通过建立基于最大特

征值的似然比统计量来判断 g与各个解释变量之

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5. 2所示。
表 5. 2　Johansen协整检验

特征值 似然比统计量 5%的临界值 零假设

0. 7801 39. 37915 34. 80587 None 3

0. 681949 29. 78411 28. 58808 A t most 1 3

0. 527321 19. 48283 22. 29962 A t most 2

0. 268586 8. 132169 15. 8921 A t most 3

0. 156078 4. 412076 9. 164546 A t most 4

　注 : 3 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检验表明 ,只有前两个原假设被拒绝 ,即有且

仅有两个协整关系。由此得到我国金融资源区域

配置公平性的协整方程 :

gi = 0. 057L nf inancei - 0. 18L nm a rketi - 0. 696L nopennessi + 0. 161L n investi - 0. 703 (4)

(0. 0142) (0. 02343) (0. 02723) (0. 0538 ) (0. 0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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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然比 : 307. 8988

　　括号内为标准差 ,根据协整方程得到残差序列

e,对此残差序列进行 ADF检验 ,发现残差序列是

平稳的。因此 ,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与财政支

出、投资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开放程度之间存在

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并且

财政支出、投资对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的影响是正

向的 ,而市场化程度与开放程度的影响则是反

向的。

3. 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协整检验的结果 ,贷款区域配置的公平性

与文中选取的各个变量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但是

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检

验。对被解释变量 g和各个解释变量两量之间进

行 Granger因果检验 ,结果见表 5. 3。

表 5. 3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零假设 滞后期 F统计量 P值 结论

Finance不是 g的 Granger原因

g不是 Finance的 Granger原因
1

3. 62884 0. 06884 拒绝

4. 20577 0. 05136 拒绝

Invest不是 g的 Granger原因

g不是 Invest的 Granger原因
1

5. 29056 0. 03044 拒绝

0. 10919 0. 74394 接受

Market不是 g的 Granger原因

g不是 Market的 Granger原因
1

4. 27109 0. 04972 拒绝

2. 56815 0. 12212 接受

Openness不是 g的 Granger原因

g不是 Openness的 Granger原因
1

5. 17523 0. 03213 拒绝

0. 00561 0. 94094 接受

Invest不是 Finance的 Granger原因

Finance不是 Invest的 Granger原因
1

8. 6172 0. 00723 拒绝

0. 15213 0. 69994 接受

Market不是 Finance的 Granger原因

Finance不是 Market的 Granger原因
1

1. 65742 0. 21023 接受

63. 4385 3. 40E - 08 拒绝

Openness不是 Finance的 Granger原因

Finance不是 Openness的 Granger原因
1

3. 78783 0. 06343 拒绝

0. 38493 0. 54082 接受

Market不是 Invest的 Granger原因

Invest不是 Market的 Granger原因
1

1. 74411 0. 19907 接受

93. 6963 9. 20E - 10 拒绝

Openness不是 Invest的 Granger原因

Invest不是 Open的 Granger原因
1

5. 70701 0. 02511 拒绝

0. 71718 0. 40544 接受

Openness不是 Market的 Granger原因

Market不是 Openness的 Granger原因
1

68. 3464 1. 80E - 08 拒绝

0. 12922 0. 72239 接受

　　由上表结果显示 , g与 Finance存在双向的因

果关系 ,互为因果 ,即财政支出的增加将会促进我

国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的提高 ,贷款的区域配

置公平性的提高又会增加财政支出 ,二者相互促

进 ,而 Invest、Market、Openness都是 g的 Granger原

因 ,对贷款的区域配置公平性的提高有着明显的正

向促进作用。此外 ,在滞后期数一样的情况下 ,解

释变量之间的 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清楚的表

明各个变量之间是如何作用 ,共同促进金融贷款区

域配置公平性的提高。检验结果表明开放带动了

部分地区的投资 ,并通过财政投入的增加带动经济

发展 ,市场化程度得以提高 ,最终使得金融贷款区

域配置公平性增强。

六、结论及相关政策含义
本文研究了我国金融贷款区域配置公平性的

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认为 :我国金融贷款区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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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 ,改革开放带动了东南沿

海地区的投资 ,当地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水平得

到了提高 ,市场化程度高 ,贷款获取能力增强 ;分税

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控制 ,贷

款配置受到行政影响 ,最终通过财政支出作用在贷

款的区域配置上 ,且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的。

笔者认为 ,我国应当加快推进我国金融系统市

场化改革 ,减少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垄断和干预 ,特

别是加快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市场化改革 ,真正实现

金融贷款配置的市场化。合理运用财政政策 ,提高

财政工具的实施效率 ,调整贷款在地区的配置以改

变我国金融贷款区域配置不公的现状 ,有利于实现

各地区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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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lysis of the fa irness of reg iona l a lloca tion of f inanc ia l loan s and its influenc ing factors

ZHU Q iu2rong
( College of Trade and Public A dm inistra tion, Chongqing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developed a method to evaluate the fairness of the regional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loans, analyzed its

affective factors, and emp irically tested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loans from1978 to 2005 in China .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airness of the regional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loans is affected by the financial factors, the open factor and so on. The fi2
nancial factor and the fairness are influenced by each other. Besides, the fairness has become more unfair after the Tax Sharing

Reform. The policy imp 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financial distributi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governmental financial intervention.

Keywords: financial resources; regional allocation; fairness; Tax Shar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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