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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中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简介 

 

该书是彭建刚教授主持的 200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并获

得第六届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涉及中国在建设小康社

会进程中，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这一重大问题。主要

创新在于：（1）研究角度新颖，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改

变紧密联系起来。（2）为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新的经济学理论基点。（3）

归纳出各国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共有规律。（4）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地方中小金

融机构发展走向。 

全书的基本论点如下： 

一、发展极与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 

为了改变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需实行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非均衡是

快速发展经济的手段，但非均衡有临界点，不能无限拉大；“协”是指较发达的

地区和较发达的产业要带动落后地区和落后产业的发展，“同”是指落后地区和

落后产业要设法加快发展。这一发展战略的关键点是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就已经把

重点发展与全面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建立经济发展极是典型的非均衡手段。发展极既可以是一个空间概念，也可

以是一个产业概念，这两层内涵是紧密相关联的，后者指主导产业在空间的集中

布局。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改变现有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在

此过程中，需要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不同层次的发展极。发展极可以是大中

城市，也可以是星星点点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小城市和县域内的新兴产业中心。通

过发展极的集聚效应，能够使发展极成为当地发展的“火车头”。发展极壮大后，

又能够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进而达到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协调发展的目

的。金融具有很强的资源配置功能，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作

为国家金融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发展极的形成与发展

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中小金融机构是地方发展极的金融支撑 

发展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的强弱，在于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这一核心竞争

力实质上是把当地和周边地区各类资源组织起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整合能

力，也是难以被模仿的保持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能力。金融是形成这一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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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活剂和粘合剂。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将发展极及其周围的各种生产要

素激活并有机地整合起来，产生十分明显的范围经济效应，使发展极得以形成并

产生强烈的辐射作用。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能专心致志地为当地发展极提供具有可持续性的金融支

撑。一般来说，大型金融机构规模庞大，分支机构多，跨区经营，资金按市场化

原则追逐利润，多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对而言，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规模小，

资金有限，但其经营方式灵活，具有较强的地方适应能力，在交易成本和信息不

对称等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为此，应主张绝大多数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当地经

营，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这有利于孕育和壮大地方的发展极，有利于促进落后

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弱化和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当地经营

并不是排斥市场行为，从长远看，恰恰是遵循市场规律的行为。中小金融机构能

够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地方开展业务，并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展壮大。

因此，为地方发展极提供金融支撑是历史赋予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战略使命。特

别是对欠发达地区中低层次的发展极而言，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难以重点光顾这些

区域，全力提供金融支撑的机遇和责任就落在了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肩上。 

三、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重点是发展极的主导产业 

在社会资金既定的条件下，对所有产业部门平均投放资金以期实现均衡增长

是不经济的，只有具有区位优势的产品才有市场竞争力。选择区域内优先发展的

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链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可以更好地发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

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功能。在发展极建设初期，需根据各地资源禀赋优势选定

主导产业。在发展极形成和壮大过程中，与主导产业相联系，需要形成一个产业

链，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主导产业及与其联系紧密的

产业，对发展极的形成和壮大是最有效率的。长期看，有利于当地发展极形成的

产业，有利于开发本地资源的产业，大多是区域内能够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一

般具有较为理想的投入——产出比，应是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在当地发展极的重点

服务领域。 

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例，一种典型的发展模式是工业化和高效农业相结

合，促进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实现产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规模集中，

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村一品”是这一发展模式的微观体现，使经济优势不明显

的村加快培育出主导产业，使拥有主导产业的村将产业规模做大，产业链条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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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更具竞争力。这是县域基层发展极的一种形成方式，其发展过程需要地方金

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中小金融机

构应该且能够提供必要的支持，并在为乡村发展极提供金融支撑的同时促使自身

获得较快的发展。 

四、绝大多数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应跨区经营 

当前，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跨区域经营的内在驱动力。一些城市商业

银行希望打破在单一城市经营的模式，在异地甚至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分支行；一

些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希望在大中城市的城区开设或者增

设营业网点。应当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战略使命来考虑这一问题。地方中小金

融机构的战略定位应是为当地发展极提供金融支撑，并随当地发展极的发展而发

展。由于发展极的层次性和成长的阶段性，处于区域极化阶段的城市商业银行，

其经营区域应为所在城市；处于区域扩散阶段的城市商业银行，其经营区域可以

扩展到周边县域和邻市；只有处在国内经济辐射力很强的发展极的城市商业银行

才有必要跨省经营。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中小金融

机构不适宜于跨区经营，应立足于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