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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视角的金融地理学研究评述与展望
!

孙C玲#陶士贵

"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院#南京 !#""O$$

摘C要!近年来#学术界对空间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关注#特别是对区域经济发展$实

体经济贸易研究越来越多#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的金融学#其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对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影响非常大#但是融入)空

间*概念的研究相对少很多% 目前#包含)空间*概念的金融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地

理学领域#研究尚处于理论发展的初期阶段% 金融地理学中所体现的)中心-边缘*模型特征

和金融活动空间集聚的特征与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基本相同#而研究方法也有类似之处%

笔者提出可以从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出发深化金融地理学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金融地理学&空间集聚&空间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K* %̂&" 文献标志码!M文章编号!#$I! N"KF%"!"##$"& N""#K N"K

CC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假定没有(空间差

异+因素存在"以E*:,46) 为代表的学者持有(地

理已死+的观点! 而以地理学为研究起点的区域

经济理论"虽然引入地理#区位的概念"不过其研

究大多着眼于对实体经济的区域化运行与配置规

律的研究上! 主流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区域经济理

论不够正统"体系较为分散"很少用区域经济理论

做研究! 作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金融学中"金融

活动的区域化问题同样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 近 !" 年来"随着克鲁

格曼将区域问题视作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并发

表了%516?V->4-.@7+)+X8&论文之后"学术界开始

真正意识到(空间问题在经济理论中是如此地重

要+"于是新一轮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热潮到来"相

应也带动金融学的(空间+问题研究! 在强调金

融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提

下"研究金融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的动力

机制以及货币和金融如何作用于区域经济的区域

金融理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

金融地理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它结合了地

理学#金融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在理论发展和

方法论上相互借鉴"互取所长! 金融地理理论一

方面给金融学提供了一个地理学上的表述"探讨

金融发展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2另一方面则借

用地理学的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金融

的辅助工具和手段"如金融地图的运用! 这是传

统的金融地理理论研究的成果! 近几年来学者们

对金融地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暗含着对空间经

济学理论的交叉应用"只是结合点较分散"理论构

架还很粗糙! 总之"学术界对金融地理理论的界

定还未成熟"但不可否认的是空间经济学对金融

地理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下面"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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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金融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和文献回顾来具体

分析空间经济学理论对金融地理理论发展的渗透

影响以及今后发展前景展望!

一%金融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直到 !" 世纪 %" 年代"金融地理学家才真正

开始关注地理金融! 虽然国外致力于研究金融地

理学的学者很多"但是对这一学科的概念和研究

范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国内仅有翻译过

来的瑞斯托3劳拉詹南,#-的%金融地理学&一书"

其是对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所做的地理学表述"

主要从地理学研究角度.空间差异#空间过程和

空间相互作用/来研究金融活动! 金融地理学家

_68;1+)和瑞斯托3劳拉詹南均认为金融地理理

论是区域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分支! 区域经济学主

要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和配置#世界资源的

使用以及世界经济的扩张和分布状况! !" 世纪

F" 年代以来"学术界欲将区域经济学带入经济学

主流殿堂中! 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推崇主

流经济学的分支(新经济地理学+.也有学者直接

称之为(空间经济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特

征包括'对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XZ69)6;;/

的理解"对社会主体变动性身份的描绘"探讨耗散

背景在塑造经济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P6()2

,!-

"

!""&/! 国外很多学者认为金融地理学源于新经

济地理学"因此金融地理学者更强调金融行为的

(根植性+或者说(嵌入性+"如 e+.-)84

,&-

.#FOO/

和T,-)+=6>>6,.#F%K/

,O-

! 所谓根植性是指被分析

的经济行为和机构受现存社会关系的约束"认为

单独分析阐释它们的活动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误解

.T,)-+=6>>6,"#F%K/"经济主体的活动是受制于特

殊的民族#文化#历史和地理等因素的!

二%国外的研究现状

最早的一部金融地理理论著作是 #FIO 年法

国人'6-) _-Z-;;6发表的涵盖大部分货币与金融

地理领域的综合性著作! 这本书将区域经济学与

经济地理学的早期研究成果进行融合"内容包括

银行网络的扩张#城市金融形态#国家和国际的金

融中心体系#地区收支平衡体系#中心城市的金融

环境以及欧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和离岸中心的流通

等! 然而"这个成果一直未受到重视"直到瑞斯托

对这方面的论文进行整理时才被发现! 瑞斯托的

%金融地理学&一书按照功能划分地理学家对金

融学问题的研究"采用了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内容

包括国内零售银行的银行网络的扩张和收缩"到

银行的控制中心即银行总部"再延伸到国外的银

行系统"最后到国家的特殊区位分布所形成的国

际金融中心! 行文对于地理学和金融学的知识构

架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不过只是简单的表述和

图表的介绍"缺少深层内在的原理构建"没有象区

域金融学和空间经济学一样拥有自己的理论

模型!

!" 世纪 F" 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进行金融

地理内在机理的研究! 0.-,\.!""&/

,K-讨论了全

世界时空范围内金融的流动"构建了 !O 小时交易

圈.东京#纽约#伦敦市场/"认为时间和空间#流

动和贸易#跨越时空的金融机构的交叉和核算都

是理解金融流动的重要要素! T61,42.#FF%/对金

融中心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金融中心的作用

维系于其是否能够成功地产生地方外部性"金融

中心吸引信息敏感性债券的能力影响到其未来的

地位2就信息的本地化程度以及代价高昂的市场

准入而言"金融中心在聚集本地信息方面将发挥

重要作用!

,$-

R1-+.!""!/认为信息外部性以及不

对称信息不仅是塑造信息腹地和决定金融中心的

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地区等级和全球层次的重要

因素"它们导致(路径依赖+优势的改变或削弱!

e+,>6;"f68.!"""/则探讨了股权资本跨界流动的

决定因素"

,I-两人的研究成果表明"交易流动的

最主要决定因素为市场规模#交易效率和距离"距

离与交易呈负相关关系2另外"他们将原有主要强

调资源禀赋#相对优势和自足价格的货物模型"转

型为差异化资产#交易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模型"

因此由于多样化的需要"距离反而对资产的交易

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51,4/>.#FFO"#FF$/

,%-主

要致力于金融网络的研究"认为货币是理性的设

计"而且货币也是具体化的#蕴含了大量信息的社

会和文化变形"而有关货币地理学的很多研究都

有着浓重的哲学味道和人文色彩"因此对实际金

融政策作用不大! 部分学者将空间经济学的一般

均衡理论.即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均衡/应用

于货币与金融地理学的研究"地理经济学家在金

融体系的地理结构和空间演变的理论化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就! 其中"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金融

中心的成长及其之间的竞争"还有一些学者则开

始关注银行和信用分配的地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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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的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金融地理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

内容'学科理论的发展与区域金融学的异同和两

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如李小建.!""$/2金融中心

的形成和构建"如高印朝和姚洪心.!""I/2对区

域金融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应用"如田霖.!""$/#

卢佳和金雪军.!""I/!

李小建.!""$/认为金融地理学的主要理论

问题包括地理存在论#金融变化的区域经济影响

观点#区域金融系统演化模式#金融地理的路径依

赖#金融全球化与地方关系等2在此基础上"从环

境对金融地理影响#全球化与区域金融系统#行政

格局与金融体系#金融系统与区域发展#金融企业

地理 K 方面提出中国金融地理研究的切入点!

,F-

高印朝和姚洪心.!""I/通过对金融中心形成理

论中的(金融地理+观点进行经济学评述后"指出

金融地理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于金融中心的理解"

但无助于金融中心的建设"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

的实践意义不大"对于金融中心的建设最终还是

要回到金融学问题上来!

,#"-

田霖.!""$/开创性地运用金融地理学这门

新兴的边缘学科理论"将金融地理学的理念贯穿

始终"剖析了我国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各个方面"

并采用模糊曲线法#聚类分析和空间自组织理念

进行金融演化比较和原因分析! 其著作%区域金

融成长差异000金融地理学视角&指出金融地理

学使用的空间和地理的视角不同于区域金融学"

区域金融考虑的是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的空间分

布状况"而金融地理学的(地理+是广义概念"不

仅仅包括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社会人文环境!

金融地理学强调事物发展的大环境"综合考虑各

种因素对金融的影响! (简单的数学模型很难将

影响金融成长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全部囊括"因

此应从金融地理学的系统思维出发"分析影响金

融发展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各个要素之间的

内在关系"考察各个要素的非线性关系和对金融

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另外"他认为金融地理

学(强调用复杂系统的观点来看待问题"重视系

统自组织的作用!+该书还有个更为深刻的意义"

即构建金融地理理论模型对区域金融领域的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这似乎暗示着区域金融理论与金

融地理理论有更为深层次的联系!

,##-卢佳和金雪

军.!""I/从金融地理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研究中

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实证

结论表明'经济地理因素中地理位置对区域非国

有金融发展有显著影响2新经济地理因素中区域

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历史经济基础等都对

金融发展有显著正影响"而科技水平和交通运输条

件影响不显著2经济政策对金融发展有差异化的区

域效应!

,#!-张凤超.!""I/则更详细地从金融流和

根植性探讨了区域金融系统空间结构的形成机理

及其演进"并提出区域金融系统是以金融产业为核

心物质内容的复合系统"其空间结构表现了金融核

心#金融腹地与金融网络体系三个要素的空间排列

与组合"并具有(核心0边缘+式特征!

,#&-

四%述评和展望

"一$以空间经济学理论架构构建金融地理

理论是一大创新

区域金融学强调均衡"研究金融活动的区域

分布#协调及其与区域经济间的关系"虽然向我们

展示了不同区域之间的金融差异"但是却缺乏解

释这种差异存在的内在机制理论! 这可能与其构

建在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之上有关! 近几年"一些

学者致力于采用某些新理论#新视角进行金融活

动的空间分析"试图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而研究内

容主要向金融地理理论倾斜! 虽然金融地理学源

于地理学科"但是只是在区域金融发展到一定阶

段才被学者所关注! 金融地理学更侧重研究金融

空间活动的内在形成机制"其中不仅包含了宏观

金融的研究"还包含了微观金融的分析! 金融地

理学本身也分为两派"金融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观

点各不相同! 因此"从研究对象#理论内涵#学科

发展进度来看"区域金融理论和金融地理理论之

间的差异更像是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差

异!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区域金融理论是构建在区

域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金融地理理论则构

建在空间经济学理论之上! 因此"从空间经济学

的理框架出发的深入探讨金融地理理论"或许是

个很不错的思路!

"二$金融地理理论中的空间经济学内涵

#*核心0边缘模型

核心0边缘模型是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核心!

而在金融地理理论中所提到的空间(自组织+"其

自我演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核心辐射边缘#边缘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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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核心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区位#地缘上的中心

和周边之间的关系如同空间经济理论一样"只是

空间经济学中的物质资源变成了金融资源! 金融

机构争相进入经济发达地区"一方面可以获取有

利的市场"另一方面可以节省交易成本2而经济欠

发达地区由于缺少吸引金融机构的优势"金融机

构在成本收益计算之下"往往放缓进入经济欠发

达地区的脚步"这就形成了核心0边缘模型的雏

形! 随着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

会快速调整市场战略"在欠发达地区逐步设立分

机构"另外为了扩张市场也会争取进入经济发达

地区! 核心区位在一定的条件下"或许是金融网

络#结构发生了改变"导致核心区的形成或者瓦

解"它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不过金融区位的改变

与经济区位的改变也有不同之处! 一方面"金融

区位的变动是受经济发展情况影响的! 受内在经

济发展影响"金融资源的流动非常迅速"产生的经

济效应很快得到反映"不过其效应可能会持续很

长一段时间"有时甚至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

应"这对于其边缘区位的影响也很重大! 另一方

面"经济发展也会受到金融资源波动影响! 这种

影响是一种外在经济影响"产生的经济效应也很

迅速"若影响到内在经济环境变动"其效应会持续

很长时间2若对内在经济环境影响不大"其效应是

很短暂的!

!*金融的空间集聚效应

金融地理学强调的根植性和嵌入性"本身就

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构建了本地化网络"经济#

金融#社会都处在这个自组织演化过程中! 金融

集聚的变化是按照(空间差异000空间过程000

空间相互作用+的模式运行的! 一定的地域空间

在吸纳#传输#配置#开放金融资源上具有不同的

初始条件"在适宜的地域或空间内"金融资源通过

与地域情况相结合参与地域运动凝结成金融产

业"进而形成金融集聚"这一过程归根到底是一种

金融空间地域运动规律的实质反映! 从以上两点

可以得出结论'.#/金融资源的变动与经济发展

紧密相关"其产生的金融区位变动与实体经济的

发展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由于金融资源的

流动性大"所以金融活动的空间集聚效应更为强

烈"其分散效应主要体现在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2

金融资源的流动由于不受地域时空限制"只有在

受到国家政策#政治#军事#民族等因素影响时"其

分散效应才会比较明显!

"三$空间计量经济学在发展新兴金融理论

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从金融地理理论已有相关文献可以看出"计

量经济学的数量模型的构建为金融地理理论的发

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学科的建立之初"

提供数字和图表分析以及模型的建立非常重要"

也许短期看不出来"正如沙子里会洗出黄金一样"

这是我们学术界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另外"空

间计量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国内外的应用领

域越来越广泛! 有学者运用空间经济计量学方法

对土地使用#房屋价值#环境政策#区域领先发展

指标#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等问题开展研究! 空

间计量经济学应用于金融现象的研究也强调了地

理空间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 0MeQ模型检验时"

除去实证研究中苛刻的假定前提时"发现截面数

据计算误差项之间具有空间依赖性"而一般研究

所采用的数据都是平均值"因此有必要在基于一

般的0MeQ模型之上加入空间依赖性变量! 王君

芬.!""%/

,#O-将空间计量方法应用在区域金融研

究上"以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方法为基础"用

Q+,-)*;U值揭示空间相关性大小"分析我国区域

金融发展的空间集聚及其演变模式"并将空间因

素纳入到传统的区域金融和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中! 可以预见"空间计量经济学对新兴金融理论

的发展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四$金融地理学研究不足之处

由于研究的内容分散且切入点窄"现有的国

内外对金融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论文形式

呈现"学者们更关注对某一个角度深入的研究而

缺乏全面的概括性的理论总结2而早期的金融地

理学研究主要从文字描述和地理图形上进行分

析"缺乏夯实的理论模型基础! 另外"金融地理学

将(空间+概念引入进来"对货币和金融地理的研

究展开了多维的研究"开始注重货币与金融的社

会#文化#科技等因素的研究"不过在研究方法和

理论构建上还有很多缺陷"特别是理论的严谨性!

在货币和金融活动日益频繁的时代"货币和金融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越来越明显! 在分析货币与金

融活动的特征和趋势时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同

时这些因素也具有更明显的复杂性! 比如分析金

融与经济的关系时"既要考虑经济基础对金融活

动的影响"也要考虑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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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向作用的内在性在(空间+层面上的经济

效应是如何体现的"等等! 这些问题都值得学者

们更深入地探讨!

"五$理论发展前景和展望

近年来"国内对金融地理理论的研究越来越

热烈! 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势头迅猛"区域间金融

经济共同发展#缩小地区差异"构建金融中心"甚

至是与东亚国家和欧美强国的经济金融合作"都

是史无前例的挑战"正确的战略导向#政策指导会

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前进"而错误的战略导向会对

中国这个高速前进的(火车+造成难以估计的危

险"这就对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我国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国内区域之间金融服务的

差异以及城市内金融机构区域差异问题"虽然国

际甚至全球金融系统的研究也引起不少学者的关

注"但关于国家之内的区域金融空间系统研究不

多! 而目前越来越紧密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金融

合作#货币互换#金融一体化等对金融地理学的研

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深化金融地理的理论

研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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