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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发展阶段!积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成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并导致中心城市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日益增强" 运用拓展的新经济地理学,中
心地-模型分析表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会形成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而城市
间距离的增加和多中心布局可以弱化这种虹吸效应" 选取1"个单中心省域和3个双&多'中心省
域!以"$$3#"$12年为样本期间的分析发现$在单中心省域!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对外围
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随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
大而减弱%在双&多'中心省域!中心城市之间的交互作用&相互竞争'弱化了单个中心城市金融集聚
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负向影响%上述影响在地级市层面和县级市层面(对于不同类
型的中小银行均存在!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 目前!多数省域的金融中心建设采取单中心模式!少
数采取多中心模式" 有条件的省域应适时采取多中心模式或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中心体系!同时也
要重视和激励外围城市的金融发展及其从业人员效用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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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各种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中心城市的布局与发展将对

资源和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并具有资源配置功能#是引导要素
流通的关键性因素#因而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尤为突出& 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践
中#历来重视金融工作#积极营造金融发展区位优势#发展本地金融乃至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一直是地方
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洪正等#"$19"

*1+

& 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无疑会加速本地区金融资源的
自然集聚过程!孙国茂等#"$1!"

*"+

#避免金融产业整体的低水平均齐化发展!俞颖等#"$19"

*!+

#降低本
地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的耗散!谢漾等#"$"""

*:+

#进而增强区域的整体金融竞争力& 然而#金融资源向
金融中心的集聚可能对非中心城市的金融发展产生抑制作用#金融资源的过度集聚也会阻碍金融效率
的进一步提升& 因而#有必要从整体发展的角度探讨怎样的区域金融中心布局是最有效率的&

虽然#随着区域金融中心规模和层级的不断提升#其资金配置效率提高对中心及其外围地区的实体
经济效率提升是有利的!江艇等#"$1<"

*F+

#但区域金融中心输出的金融服务更多的是有利于提升国有
企业(大型企业以及达到一定年龄的企业的生产效率!['+BBIIS+'#"$$F$陶锋等#"$19"

*3;9+

#而依赖于
'软信息)!7&VS68V&,>+S6&8"的中小企业则更亲近与其规模相对应且地理邻近的中小金融机构! dSI68#

"$$"$.IB,?7IIS+'#"$$F$林毅夫等#"$$F$ +̀i6IS+'#"$1F"

*<;11+

& "$"1年#银保监会在,关于"$"1年进一
步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中强调#地方性法人银行应'把握5地缘(亲缘(人缘3的软
信息优势#完善网点布局)#可见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的合理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从中小银行分支机
构布局的角度来探究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认识区域金融
中心发展的积极功效与负面影响#进而为更好发挥区域金融中心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业高
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行稳致远等作用提供政策启示&

国外关于金融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基于产业空间经济学和城市网络理论& 一方面#克鲁格曼的'中
心/外围)两区域模型![,HB>+8#1221"以及KH56S+等!1222"(h+YHEA6和hA677I!"$11"的'中心地)模
型*1";1:+

#采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刻画了在集聚与分散两种力量作用下产业空间结构演变的动态均衡过
程& 另一方面#*+,S68!1222"和d+77I8!"$$F"等对城市体系中要素流空间网络关系的研究*1F;13+

#突出了
信息化时代金融中心城市作为资本运动门户和关键节点的作用#也引发了['+BBI等!"$$F"([+,I8等
!"$"$"对通过地方金融市场解决非中心地区'融资缺口) !V68+8E6+'B+i"问题的关注*3+*19+

& Pq5E6W和
*+ET&8+'T;[&,SA!"$1F"的研究发现#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原本中心化的英美金融体系更加向中心区
域集中#而地方金融市场支撑下的德国金融体系结构稳定*1<+

$d&W&'和̀+S+EE686!"$"$"的研究则显示#在
新冠肺炎流行时期地理尺度上的金融发展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加深*12+

&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金
融空间集聚的探讨#包括金融集聚的成因!车欣薇等#"$1"$王如玉等#"$12$徐悦等#"$"1"

*"$;""+

(金融
中心的评价!倪鹏飞#"$$:$胡迪苏#"$1<"

*"!;":+

(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等!李林等#"$11$陶锋等#

"$19"

*"F+*9+

& 而关于我国银行分支机构空间布局的研究相对较少#NIH8B等!"$1""(贺灿飞和刘浩
!"$1!"研究了国有大型银行机构改革后的网点分布趋势*"3;"9+

#ZI等!"$$<#"$$2#"$11"研究了中国加入
Ph/后外资银行的选址变化*"<;!$+

#王擎等!"$1""(李广子!"$1!"(李梦雨和魏熙晔!"$13"对中小银行的
跨区域经营进行了探讨*!1;!!+

#庄希勤和蔡卫星!"$"1"研究了银行'离乡进城)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改
变*!:+

&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金融中心建设对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尤其缺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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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经验证据$此外#也需要关注和加强对于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空间布局的研究& 从我国的省域经济发
展来看#作为一个地理范围较大的行政区划空间#设立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是有必要的#事实上各地也
在积极推进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而且有的省域还形成了多个区域金融中心& 有鉴于此#本文从
中小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角度探究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金融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 具体来讲%首
先#借助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地)模型!L)IG=E&8&>6EXI&B,+iA?*&TI'&VRI8S,+'̀'+EI7"#分单中心和
双中心两种情形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然后#构建单中心和双中心计量模型#利用"$$3/"$12年1"个单中
心省域和3个双!多"中心省域的数据#实证检验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
的影响&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将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地)模型应用于区域金融中
心建设背景下的金融从业者效用分析#并探讨单中心与双中心布局对金融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差异化
影响$二是采用地!县"级市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
的影响#为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金融资源配置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发现%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会形成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而多中心布局可以弱化这种虹吸效应& 该结论有助
于科学认识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并为各地区在积极推进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避免金融发
展的空间结构出现'外围塌陷)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对'中心地(模型的拓展

1-,中心地-模型
保罗0克鲁格曼最早通过将市场间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纳入.;d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在交易成

本较低的情况下产业分布存在'中心/外围)两区域稳定均衡状态的可能![,HB>+8#1221"

*1"+

& h+YHEA6

和hA677I!"$11"在克鲁格曼的两区域模型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产业的交易成本差异提出了产业多层
次集聚的'中心地)模型*1:+

#王如玉等!"$12"将'中心地)模型进一步用于金融集聚下的金融空间结构研
究*"1+

& 该模型假设%城市体系分布在长度为1的环型轨道上#一个城市为环形轨道上的一个点!W

L

"#有
A!大于等于""个城市$经济体系中包含生产差异化产品(具有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的金融部门和制造
业部门以及生产同质化商品(具有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农业部门$金融部门有5个行业#为制造业部门提
供资金#也为居民提供差异化金融产品$制造业部门有X个行业#生产过程中除使用劳动力外还需使用
资本$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人力资源在城市和行业间可自由流动#并通过集聚形成产业劳动力和城
市人口$农业部门与其他两部门的人力资本存在较大差异#不可自由流动并均匀分布在W

'

!$#1+的环形
体系中& 该模型假设与中国城乡经济结构和银行业市场结构情况基本相符&

由于非农行业间和城市间的从业者可自由流动#因而从业者会尽可能地寻找效用最大化的行业和
工作地点#并通过竞争达到行业和地理集中度的均衡& 为考察不同区位条件下劳动者的效用差异#'中
心地)模型采用间接效用函数来表示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并通过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均
衡适当简化模型常数项#将劳动者间接效用函数N!W"表示为随区位W

'

!$#1+变化的函数& 借鉴
h+YHEA6和hA677I!"$11"(王如玉等!"$12"的研究*1:+*"1+

#在'中心地)模型的基础上分离出金融业#则城
市L金融行业"的从业者间接效用函数如式!1"所示%

N

"

!W

L

"

%

"

5

"

%

1

!

"

!

"

+

1

'8

"

A

4

%

1

+

"

4

,

"

!W

L

#W

4

"[ ] &

"

X

T

%

1

!

T

!

T

+

1

'8

"

A

4

%

1

+

T

4

,

T

!W

L

#W

4

"[ ] &

G!W

"

L

" !1"

1<

徐#悦!张桥云"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与金融资源空间格局优化



其中#参数的上标表示行业#下标表示城市!位置"& 以等式右边的第一项为例!第二项为制造业"%

参数
!

"表示消费者对金融行业"的产品偏好#

+

"

4

表示城市4金融行业"的从业人数#

,

"

!W

L

#W

4

"表示城市
L(4间金融行业"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可得性或生产者服务能力!

& 式中第一项和第二项由间接效应函数
的价格指数简化而来#其结果反映了居住在城市L的金融行业"的劳动者通过获得城市体系中的所有金
融部门和所有制造业部门的各类商品和服务所能实现的效用& 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有理由相信#

随着某地消费者服务和产品可得性的提升#劳动者效用N

"

!W

L

"将提升#进而促进城市L行业"的集聚和
发展& 式!1"第三项为城市L金融行业"从业者的工资收入"

#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均衡结果如式!""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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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括号内第一(二(三项分别表示城市L金融行业"从业者为城市体系中金融业人口(制造业
人口(农业人口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 可以看到#从业者收入受到人口规模的影响#若某一行业从业者
有具体的产业偏好#则其收入也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业者收入也取决于其相对服务能力#若
,

"

!W

L

#W

(

"大于
,

"

!W

4

#W

(

"#城市L金融行业"从业者对城市(的服务能力强于城市4#则城市L金融行业"

从业者的收入和效用更高& 式!""也体现了'中心地)模型对空间中产业集聚与分散两种力量的刻画#以
式!""第一项为例%从分子部分看#如果城市集聚的人口越多#意味着市场越大#从业者收入和效用越高#

产业空间集聚力越强$从分母部分看#如果同行业从业者在某一城市集聚越多#则该地的同行竞争越激
烈#劳动者收入降低#效用越小#产业空间分散力越强$产业空间结构在集聚与分散两种力量作用下形成
空间均衡#由于非农人力资源能够在城市和非农部门间自由流动#均衡状态时各部门的劳动者效用差异
为零&

"-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与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发展
如果没有政策干预#地区产业结构均衡将通过自然状态下的技术进步打破& 例如#城市L金融行业"

生产者服务能力
,

"

L

上升#则其从业者收入水平和效用水平更高#从而引起其他城市和其他行业的从业
者向城市L金融行业"集聚& 劳动者区位选择的变化引起产业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改变#低效率行业从业
者向高效率行业转移则形成产业结构升级& 而政府引导模式下的金融中心建设#则会通过政府推动和
金融制度改善加快金融产业空间结构的自然变化过程!孙国茂等#"$1!"

*"+

& 地方政府在降低金融机构
置业成本(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生活质量(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改善监管环境(提供政策优惠等方面具
有很大的能动性!潘英丽#"$$!"

*!F+

#这些措施一方面可以提升从业者消费可得性#另一方面则通过降低
行业成本(增加收入等提升从业者效用水平& 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金融业具有调动储蓄(评估项目(管
理风险(监控管理人员和促进交易等中介功能![68BIS+'#122!"

*!3+

#能够进一步提升其他产业的效率
!陶锋等#"$19"

*9+

#进而提升中心城市劳动者的整体效用水平& 因此#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会借助政策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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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达式意味着随着城市距离的缩短和成本的下降#消费可得性上升#从
业者效用提高&

由于制造业部门从业者工资G!W

T

L

"非本文考察重点#此处仅列示金融行业从业者工资表达式#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相关研究的模型&



导(改革先行带来的初始优势#最终在循环累积作用下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张杰#122:$孙国茂等#

"$1!""

*!9+*"+

& 本文重点考察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空间结构的影响& 由于从业者效
用取决于其相对服务能力#这里近似认为外围城市的金融服务能力相当#中心城市的金融服务能力相
当$同时考虑到在一个较大的区域中可能存在多个金融中心#分别采用简化的单中心模型!只有一个中
心城市和一个外围城市"和双中心模型!有两个中心城市和一个外围城市"进行分析&

!1"单中心情形
假设城市,为区域金融中心#城市A为外围城市#均衡状态下#从业者原效用水平相当#城市,金融

行业"从业者的效用函数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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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

E

6

表示式!1"的第一项和第二项!金融业5和制造业X简化表示为E"#中括号里第一项表示
城市,金融行业"从业者为城市,劳动者服务获得的效用#第二项表示其为城市A劳动者服务获得的
效用& 同理有#城市A金融行业"从业者的效用函数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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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均衡状态时#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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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后#金融功能(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
集聚将产生多方面的正外部性#例如#金融中心有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与交易便利(信息网络与知识共
享(专业人才池效应及声誉优势等& 城市,的金融资源集聚将为其金融从业者带来*

"倍于其单位工资
的利润#则城市,金融行业"从业者的效用函数如式!F"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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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其中#Q

"为生产单位产品或服务需要的劳动力& 由于 1

!1

\

*

"

1Q

"

"

倍收入系数的增加#区域金融中心城
市,的金融产业"较外围城市A和其他产业变得更有吸引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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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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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导致外围城市A的金
融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而有金融资源和人才的流失不利于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在外围城市A的布局&

由此提出假说E1%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会使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金融资源产生虹吸效应#中心城
市的金融集聚则对中小银行在外围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具有负向影响&

模型中外围城市只有一个#但现实中必定有多个外围城市#而不同的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距
离不同#距离不同导致的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程度等的不同则会形成不同强度的虹吸效应& 外围城市
A的从业者迁移工作地点!到中心城市,工作"后的效用函数如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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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用变化如式!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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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项表示从业者从中心城市,市场中获得的效用增量#取决于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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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第二项表示从业者从外围城市A市场中获得的效用增量#取决于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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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由于金融服务#尤其是小微金融服务依赖于'软信息)的处理#本地社会网
络更利于小微金融服务的发生!姚铮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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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远距离传输会产生信息的失真失效#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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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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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大于1却取决于城市间距离3与系数*

"的相对

关系& 城市间距离近#则3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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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正#但逐渐变小#直至为$!或负"& 因此#随着外围城市A与中心城市,的
距离增大#外围城市A的金融从业者迁移带来的效用增量减小&

由此提出假说E"%区域金融中心对外围城市的虹吸效应随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弱#即中心城市金
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负向影响随着两者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双中心情形
在简化后的双中心城市体系中#除城市,是区域金融中心外#城市=为该区域另一个金融!副"中

心#城市A为外围城市#这里#主要分析另一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是否对中心城市,对外围城
市A的虹吸效应产生影响& 首先#由于,(=两城都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优势#两者之间不会产生显著
的虹吸效应& 以城市=的金融从业者迁移到城市,为例#其效用变化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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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金融从业者脱离了原城市=的社会网络#交易成本上升#服务能力下降#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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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迁移意味着收入和效用水平降低& 因而#对于城市=的金融从业者来讲#没有足够的动机迁
移至城市,& 而对于外围城市A的金融从业者来讲#迁移到中心城市,工作的效用变化会在式!F"的基
础上减少对=城市服务的收入所得#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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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顾此失彼损失的存在#

$

N

"

!W

6#L

"减小#进而降低城市A金融从业者迁移至城市,的意愿&

因此#另一区域金融!副"中心的建设将削弱原有区域金融中心对外围城市的虹吸效应& 可见#相对于单
中心布局来讲#多中心布局可以弱化'中心/外围)的金融资源空间配置格局#进而有利于区域整体的金
融发展均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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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提出假说E!%在多中心区域中#一个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会弱化其他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
虹吸效应#进而弱化其他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负向影响&

三"实证研究设计

1-模型构建与变量测度
基于我国的空间经济结构#本文以省域边界作为区域金融中心辐射影响的地理空间边界#建立控制

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效应的单中心模型和双中心模型#分别对只有一个金融中心和有两个及以上金融中
心的省域进行分析& 单中心模型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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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代表外围城市#T代表城市"所在省域的金融中心城市#$代表年份#

(

"

代表个体!城市"

固定效应#

"

$

代表时间!年度"固定效应#

#

"#$

表示随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量!=#@"为'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加)!个"#反映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的增设情况&

采用地级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年新增数量来衡量#具体为样本城市辖区内当年新批准成立(持有金融经
营许可证(具有开展金融业务一般资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分行(支行(社区支行(小微
支行的数量!

& "$$3年放开中小银行异地分支机构市场准入后#各地的中小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均有增
加#但不同地区的增长速度差异较大&

核心解释变量!?#1"为'省会中心金融集聚)#反映区域金融中心!省会或首府"的金融发展和集聚
水平& 借鉴陶锋等!"$19"的方法*9+

#采用金融活动的地理密度来衡量#具体测度方法为%?#1

T#$

]

?":1

T#$

1

F

T#$

& 其中#?":1为中心城市的金融活动规模#采用全市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来衡量$F为中心城
市的地理面积#采用城市建成区面积来衡量&

根据理论分析和既有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L;<6>#"%一是'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来衡量$二是'人口规模)#采用年末户籍人口总数!万人"来衡量$三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千个"#来源于相应的统计年鉴$四是'第三产业占比)#采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来衡量$四是'经济开放度)#采用经平均汇率调整后的进出口总额与D!/的比值来衡量$五是'城市道
路密度)$采用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万平方米"与行政区域面积!平方公里"的比值来衡量&

为检验研究假说Z"#在单中心模型中加入城市间距离的调节变量#建立如式!11"所示的调节效应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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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调节变量!!"#$6:L("为'城市距离)#采用"$1F年样本城市与本省域金融中心城市之间的距
!百公里"离来衡量&

双中心模型在单中心模型中加入变量!?#""'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以及'省会中心金融集聚)与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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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银保监会的相关管理规定#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其所在城市只按照分行和支行两个层次设立分支机构#城市商业
银行实行总(分(支三级管理体制#中小银行设立的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属于支行的一种特殊类型#'自助银行^人)的咨询
型网点界定为社区支行(小微支行!实行持牌经营"&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测算方法与'省会中心金融集聚)一样$由于在多中心省份中#江苏和浙江除省会中心外#

各有苏州(无锡和宁波(温州两个非省会中心#选取金融规模较大的苏州和宁波作为非省会中心#金融规模较小的无锡和温
州则视为外围城市&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交乘项!?#1

e

?#""#用以检验假说Z!#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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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1

T#$

^

!

"

?#"

T#$

^

!

!

?#1

T#$

e

?#"

T#$

^

'

L;<6>#

"#$

^

(

"

^

"

$

^

#

"#$

!1""

"-样本选择和数据处理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以"$$9年X.̀ 在1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基

础#追踪报告了!1个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情况#我国几乎所有重大的金融改革创新都发生在这!1个金
融中心& 由于统计口径差异或统计数据缺失#本文未将四个直辖市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市纳入研究样本#

其余"3个金融中心的省域布局如表1所示#其中1"个省份为单中心省域#3个省份为多中心省域& 与
之相对应#外围城市样本为该1<个省份的地级市&

表1#区域金融中心样本及其分类
类#别 分类明细

单中心省域

四川省%成都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湖北省%武汉市 云南省%昆明市
河南省%郑州市 江西省%南昌市
陕西省%西安市 河北省%石家庄市
湖南省%长沙市 吉林省%长春市
安徽省%合肥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多中心省域
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 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
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 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
江苏省%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 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

自银保监会颁布实施,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银监发1"$$!2"号#银监发1"$$92<号修订"以来#为
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经营#我国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管理#金融许可证实行机构编码终身制&

金融许可证详细记载了各家银行分支机构获得牌照的时间和详细通信地址& 本文将金融机构与其经营
所在地进行匹配#并清理金融机构更名(营业地址变更和金融许可证失控的机构数据#整理出银行类金
融机构的开办信息& 由于银保监会于"$$3年放开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选取的
样本期间为"$$3/"$12年& 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万得!Y":4"数据库(,中国金融中
心指数报告-等& 表"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省域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加
单中心 "(99! :(<1F $ F!

双中心 3(3!$ 1$(:1: $ <"

解释变量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单中心 ""(!3" 11(3:: !(3<F F!(":<

双中心 "!(92: 1!(:$$ F(111 9!(<!$

调节变量
城市距离 单中心 "(:1" 1(2FF $("<: ""(3<$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双中心 ":(":< 13(!22 "(<9! 9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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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省域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规模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第三产业占比

经济开放度

城市道路密度

单中心1 FF9(19! 1 91:(9F2 F1(2"< 9 "11

双中心" F22(9F2 " :29(92: 1F<(3!2 "$ 19$

单中心 :""(3<< ":$(2$< 32($$$ 1 "F2($$$

双中心 ::"(F<" "!$(F92 2"(3!$ 1 "9F($$$

单中心 $(39: $(::2 $($F3 "(:92

双中心 "("2$ "($2" $(13: 1!(9"$

单中心 !3("F$ <(12$ 11(""$ 9"(9$$

双中心 :$(931 9(1!$ 1F(3F$ 31(:$$

单中心 <(3:< 13(3<< $($:1 ":2(1!$

双中心 !9(1"9 :!(2$< 1(23< !:2(<<3

单中心 $(1$" $(11F $($$" 1("":

双中心 $(!:" $(F3: $($$9 F(92$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单中心模型估计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单中心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单中心省域#中

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会抑制外围地级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的增长#即区域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
会对外围城市的金融资源产生虹吸效应#研究假说Z1得到验证&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e城市距离)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外围地级市距离金融中心城市越近#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提高对其中小银行分
支机构增长的抑制效应越强#即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对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研究假说Z"得到验证&

表!#单中心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 !!"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

$(11:

!!

!

\

"(13"

\

$(1F<

!!!

!

\

"(23"

\

$(122

!!!

!

\

!(!:"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e城市距离
$($"$

!!!

!"(<3"

经济发展水平
$($$!

!!!

!!(9<" $($$!

!!!

!!(<<"

人口规模
$($$"

!!

!"(F3" $($$"

!!

!"(:F"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1($91!$(2F" 1("F3!1(1<"

第三产业占比 $($"!!$(91" $($"2!$(2$"

经济开放度
$($13

!!

!"(1:" $($12

!!

!"(:F"

城市道路密度 \

"(129!

\

1(FF"

\

1(F3:!

\

1("1"

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2!9 1 <2$ 1 <2$

LT5-b

"

$(19! $("13 $(""$

##注%括号内数值为S值#

!

(

!!

(

!!!分别表示1$a#Fa和1a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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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上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1"扩大样本量& 上文基于,中国金融中心指
数报告-中列出的金融中心进行样本选择#这些金融中心除乌鲁木齐市外均在'十一五)或'十一五)前
就提出了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目标#而在'十二五)及之后其他省份也陆续提出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目
标& 鉴于此#本文根据手动查找的其他省份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时间#将其建设后的样本也纳入单中心模
型中重新进行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上文核心解释变量'省会中心金融集聚)采用'全市各项贷
款余额1建成区面积)来衡量#考虑到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明显#银行类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表
内业务表外化(金融脱媒等现象!李扬#"$19"

*!2+

#改用'全市存款余额1建成区面积)来衡量'省会中心金
融集聚)#重新进行模型估计& 此外#还采用,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提供的'R.0中国金融中心指数)

!R.0RKR0"来替代'全市存款余额1建成区面积)进行稳健性分析& 上述检验结果见表:#'省会中心金
融集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省会中心金融集聚e城市距离)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分
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单中心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扩大样本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存款密度 金融中心指数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

$(1F<

!!!

!

\

"(2!"

\

$(1F3

!!!

!

\

!($<"

\

$(1"2

!!!

!

\

!(92"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e城市距离
$($13

!!!

!!(!$" $($!$

!!!

!!($$" $($19

!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2"2 1 <2$ 1 32"

LT5-b

"

$(1<2 $("1! $(1<F

"-双中心模型估计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双中心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F&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和'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为负#表明无论是否为省会!首府"#区域金融中心建设都对外围城市的金融资源具有虹吸效应$'省会中
心金融集聚e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个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会弱
化另一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虹吸效应#研究假说Z!得到验证& 为保证上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
如下稳健性检验%!1"删除特殊样本& 在上文的分析中#对于有!个金融中心的省域!浙江和江苏"#以其
中规模较大的金融中心为中心城市#而另一金融中心归为外围城市& 对此#采用删除特殊样本!无锡和
温州"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与单中心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类似#采用同样的
方法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3#主要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基本保
持一致#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法
区域金融中心建设通过政策干预引导中心城市的金融资源集聚#其发生和发展对外围城市而言是

外生事件#但模型检验仍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内生性问题%一是遗漏重要影响因素#二是存在逆向因果关
系& 对此#本文借助过度识别检验方法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以减弱因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
性问题#同时采取工具变量法来缓解逆向因果关系的影响& 借鉴RA&8B等!"$1!"和张杰等!"$19"的研
究方法*:$;:1+

#采用与样本中心城市R.0RKR0最为接近的!个外省域的区域中心城市的平均金融集聚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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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作为工具变量& 选取该工具变量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R.0RKR0具有较好的客观性(知名度
和公信力#指数接近的金融中心之间有激烈的竞争关系#在发展政策和市场关注度上互为参照系#金融
集聚水平有较高的相关性& 第二#由于不同地区间的存款和贷款等业务活动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割特性
!陈松威#"$1F"

*:"+

#其他省域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的选址布局影响不大&

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见表9!限于篇幅#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略#备索"&

单中心模型中#['I6YI,BI8;̀++i P+'T检验的K值大于dS&EW;N&B&1$a的临界值水平#且通过弱工具变量
Lb和P+'T检验#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由于双中心模型存在多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有效性指其
联合显著程度#故仅进行弱工具变量Lb和P+'T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省会中心金
融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省会中心金融集聚e城市距离)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省会中心金融集
聚e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表明模型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内
生性问题&

表F#双中心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

$("!:

!!!

!

\

"(33"

\

$(12$

!

!

\

1(<9"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

$("!!

!!!

!

\

!($9"

\

$("1:

!!

!

\

"(!<"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e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2

!!!

!!(!"" $($$<

!!

!"(F!"

经济发展水平
$($$1

!

!1(9<"

人口规模
$($$!

!!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

1(F2<

!!

!

\

"(F""

第三产业占比 $(1$$!1(!9"

经济开放度 \

$($$9!

\

$(:!"

城市道路密度 $(F!"!$(!3"

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2 2:<

LT5-b

"

$(!19 $(!:1

表3#双中心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删除特殊样本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存款密度 R.0RKR0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

$("$9

!!

!

\

"($$"

\

$(!11

!!

!

\

"(1!"

$(11!!$(<:"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

$(":1

!!!

!

\

"(32"

\

$(F1<

!!!

!

\

!(11"

\

$(:"2

!!

!

\

"(:!"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e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

!!!

!"(33" $($1"

!!!

!!($3" $($$!

!!

!"("1"

观测值 2"$ 2:< <<3

LT5-b

"

$(!!" $(!31 $(!"3

:-进一步的研究
!1"县级市层面的分析
上述采用地级市层面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县级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城市的经济社会特征#又与农村地区联系紧密#也是逐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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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的重要空间单元& 然而#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在县域地区的服务功能不足#县域企
业融资成本高企的现象尤为突出!马九杰等#"$1""

*:!+

#因而#需要加快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在县级市的合
理布局& 对此#本文借助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地理位置信息#采用县级市层面的数据进一步分析中心
城市金融集聚对县级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增长的影响&

表9#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单中心模型 单中心调节效应模型 双中心模型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

$(1<<

!!

!

\

"($9"

\

$(!"$

!!!

!

\

"(F9"

\

1("9!

!

!

\

"($""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e城市距离
$($:9

!!!

!"(93"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

$("2!!

\

1(!""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e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13

!!!

!"(3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I6YI,BI8;̀++i ,W P+'T检验K值 1"2(1:3 F!(39:

dS&EW;N&B&1$a临界值 13(!< 9($!

Lb检验
:("3

!!

9(2<

!!

"$(9"

!!!

P+'T检验
:(!$

!!

<($3

!!

12(F2

!!!

观测值 1 $99 1 $99 F93

在前述模型的基础上#以县级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年新增分支机构数量为被解释
变量& 由于县级市的经济规模和多样性小于地级市#在考虑年度和城市固定效应同时#控制变量删除了
'城市道路密度)#仅保留'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第三产业占比)& 相关
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和银行类经营机构开办数据& 模型估计
结果见表<& 可以发现#与地级市层面的分析结果一致#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会对外围县级市的金融资
源产生虹吸效应#不利于中小银行在外围县级市增设分支机构#而区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则会
弱化这种虹吸效应和负向影响&

表<#县级市层面的估计结果
变量 单中心模型 双中心模型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

$($11

!

!

\

1(<!"

\

$($12

!!!

!

\

"(2F"

\

$($:2

!!!

!

\

!(3<"

\

$($!F

!!

!

\

"(1<"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

$($:2

!!!

!

\

:($!"

\

$($:1

!!!

!

\

"(<3"

省会中心金融集聚e

非省会中心金融集聚 $($$1

!!!

!!(3<" $($$1

!!

!"(:F"

经济发展水平
$($$"

!!!

!:(:1" $($$1

!!

!"("""

人口规模 \

$($$$!

\

$(F9"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

$($$1

!!

!

\

"($""

\

$($$1!

\

1(1!"

第三产业占比
$(9F9

!

!1(9<" "(191

!!

!"(11"

城市和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 9$9 " 3$< " $1! 1 <F"

LT5-b

"

$($9! $($<9 $(12F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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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类型中小银行的分析
由于股东性质和服务对象的区别#中小银行存在不同的类型#不同类的中小银行对地方经济信息的

处理也有不同优势& 因此#进一步分别对不同类型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设立进行分析& 具体来讲#在单
中心模型中进行如下分类%一是将中小银行划分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两类#分别进行
模型检验$二是按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行法人注册地和地方财政所属股权#对其进行'本省域城商行和外
省域城商行)'中心城市城商行和非中心城市城商行)两种划分#选取其中的'本省域城商行)和'非中心
城市城商行)两类分别进行模型检验& 在多中心模型中#主要针对城市商业银行#选取'城市商业银行)

'本省域城商行)'本省域中心城市城商行)'本省域非中心城市城商行):类分别进行模型分析&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样本期间#农村商业银行等涉农中小银行并未获得跨区域经营权#但考虑农村商
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中小银行机构#因而在单中心模型中将这一类涉
农中小银行作为单独的样本予以考察& 上述分类的模型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1$& 结果显示#对于所有
类型中小银行#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都对其在外围城市增设分支机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另一中心
城市的金融集聚会弱化这种负向影响& 可见#金融中心建设带来的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对外围城市金融
资源的虹吸效应广泛存在#进而会促成'中心/外围)的金融非均衡发展空间格局$但是#若在区域内建
设多个金融中心#可以弱化单中心的虹吸效应#进而有利于实现金融发展的空间均衡&

表2#对不同类型中小银行的单中心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股份制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本省域城商行非中心城市城商行涉农中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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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对不同类城商行的双中心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城市商业银行 本省域城商行 本省域中心城市城商行本省域非中心城市城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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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也发生着深刻变

化#其中#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对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日益增强& 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
重要地位和功能#通过设立和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增强金融发展的区位优势成为各地政府促进经济发展
的重要战略举措& 本文运用拓展的'中心地)模型分析表明#政府推动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会产生虹吸

12

徐#悦!张桥云"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与金融资源空间格局优化



效应#促进外围城市的金融资源!人才"向中心城市集聚#但这种虹吸效应会随着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距
离的增加而减弱$当区域中存在多个金融中心时#一个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会弱化其他中心城市对外围
城市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 可见#从理论上讲#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将加速地区金融资源流向中心城市的
自然集聚过程#有利于区域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但金融发展'中心/外围)的空间格局也可能加剧发展
的非均衡性& 对于外围城市来讲#往往更亲近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且地理邻近的中小金融机构#那么#

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实践中#对外围城市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金融
中心指数报告-选取1"个单中心省域和3个双!多"中心省域#利用银保监会的新设银行分支机构地理
位置信息数据#以"$$3/"$12年为样本期间#分析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对中小银行在外围城市增设分
支机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单中心省域#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
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随外围城市与中心距离增大而减弱$在双!多"中心省域#中心
城市之间的交互作用!相互竞争"弱化了单个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提高对外围城市中小银行分支机构
增长的负向影响$上述影响在地级市层面和县级市层面(对于不同类型的中小银行均存在#具有广泛性
和普遍性&

本文对省域金融单中心和多中心的比较分析表明#单中心布局使中心城市对金融资源产生明显的
虹吸效应#会形成'中心/外围)的金融资源二元结构空间格局#不利于区域金融经济的均衡发展#而多
中心布局能够弱化单中心的虹吸效应#有助于金融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优化& 基于上述结论有可以得
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作为空间范围较大的地理单元#省级区域在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时#应基于空间范
围的大小(金融经济发展的水平等#适时考虑采取多中心模式& 目前#多数省份的金融中心建设采取单
中心模式#少数采取多中心模式& 有条件的省域可建设多个区域金融中心#条件不成熟的省域可建设若
干'次区域金融中心)!省域内某片区的金融中心"#或建设几个金融发达城市#形成多层次的金融中心体
系#以弱化中心城市对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在提升区域整体金融效率的同时增进金融发展的空间均衡
性& 第二#在推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外围城市的金融发展#尤其应加强与外围城市经
济发展相匹配的金融资源配置& 近年来#随着中心城市对金融资源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金融业的快
速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同时对周边城市也辅以一定的政策支持#取得了积极成效&

比如#在鼓励金融机构入驻区域金融中心同时#推动地方法人银行实现省域行政区内的市(县全覆盖&

以,广西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年"-为例#该计划中不仅引导地方法
人金融机构以及各类金融中介机构进驻'中国/东盟金融城)聚集发展外#也支持广西北部湾银行(柳州
银行(桂林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与各地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力争实现县域服务全覆盖& 第三#重视
市场力量的作用#通过改善外围城市金融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弱化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 虽然政策调
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虹吸效应带来的金融空间结构落差扩大#但不能改变因从业者效用变化导致
的金融资源流向!如涉农中小银行的'离乡进城)倾向"& 因此#应积极改善外围城市的发展环境#提高从
业者的收入和效用水平#减小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从业者的效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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