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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经济增长圈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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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揭示了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采用比较分析法，通过

分析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区域战略模式，指出不同经济增长圈中的

城市商业银行发展如地处长株潭经济圈核心中的长沙市商业银行要根据不同经济增长圈的优势采用不同的模式，

采用引进战略投资者、区域化扩张等模式来实现与经济增长圈协调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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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十一五规划出台后，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新

动向，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经济圈，

包括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

武汉经济圈、长株潭经济圈以及成渝经济圈等，这些

都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代表。它们的发展程度各异，

对处于其区域内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商业银

行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入挖掘区域金融与区域

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不同经济增长圈的城市商业

银行的战略发展模式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 
 

所谓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

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一样，是现

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客

观现象。分析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关系，要从金融

结构与经济的关系谈起。 

（一）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结构的概念是 Goldsmith 在《金融结构与金

融发展》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各种金融工具和金

融机构的形成、性质及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

结构的特征，这包括各种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

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中

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

学术界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讨

论，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与增长起

着关键的作用（Goldsmith， 1969；Mckinnon, 1973; 

Stiglitz, 1985）。金融结构主要通过以下三个层次的作

用来促进经济增长。 

1.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 

金融结构中的金融制度、市场主体、金融工具、

金融市场是金融要素的客观存在，因而构成金融发展

的物质基础。金融发展是金融结构变化的现实存在，

依赖于金融结构，但是在较长时期内，金融发展反过

来会改变金融结构。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发展

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这意味着金融结构的变化引致

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必然意味着金融结构的升级，

所以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

是一种互动关系[1]。 

2.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很多的经济学家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这一领域研究取得长足的进展，总体认为良性的

金融结构会促进经济的发展。H·帕特里克在考察金融

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假定资本存量与实际产出

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对资

本存量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高既定数量

的有形财富或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二，提高新资本的

配置效率；第三，加快资本积累速度。国内王广谦博

士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为三部分：一是对要素

投入量的提高；二是对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三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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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经济总量部分[2,3]。 
3. 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以图 1 的形式表示金融结构、金

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三者之间是一种互动

关系，它们之中存在相互作用共同推进金融与经济的

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发展与金融结构的相互影

响可以以经济增长为媒介进行，即金融发展→经济增

长→金融结构升级（优化），以及金融结构升级（优化）

→经济增长→金融发展[4]。 
 

 
 

图 1 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关系 

 

（二）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区域经济是世界经济和大国经济中特有的概念。

一般而言，金融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适用于区域的

金融与经济发展趋势。但是，也可能出现不同于一般

的特殊趋势，因为在区域内，金融资源更可能从外部

引入，从而出现非均衡的增长前景。本文的研究对象

——城市商业银行是位于不同区域经济下的主要的金

融结构之一，因此在制定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战略时，

必须考虑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制

订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在此在不考虑特殊情况

的前提下，我们借鉴 Marco Pagano( 1993) 的思路，选

取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AK 模型为基础，推导区

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 
假设生产函数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tt AKY =                (1) 
 

这个模型有如下几个假定条件：①假定人口规模不变；

②区域经济中生产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被用于投

资或消费。如果用于投资，每期以 δ的比率进行折旧。

那么总投资等于： 
( ) ttt KδKI −−= + 11              (2) 

③区域经济体是一个封闭经济，这意味着资本市场的

均衡条件是总储蓄 St等于总投资 It；④假设金融中介

成本的存在使(1−Φ)比例的储蓄在金融中介过程中流

失掉，那么 
                    ΦSt=It                            (3) 

 
根据式(1)，(t+1)期的经济增长率为： 

( ) δΦδ −=−−+
==−= +++

KSKKI
KKYYg

tttt

ttttt

/1/1
/1/ 111        (4) 

最后根据式(2)，并且去掉时间下标，稳定状态的增长

率可以表示为： 
 

g=AI/Y−δ=AΦs−δ          (5) 
 
由上式不难看出，区域金融可以通过影响 Φ（储

蓄被转化为投资的比例）、A（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或

s（私人的储蓄率）三个方面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6−9]。 
     
二、经济增长圈的商业银行战略模式

比较分析 
 
（一）三大经济增长圈指标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逐渐形成了长三角

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京津冀经济圈，对全国经济

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以这三大经济圈为研

究对象，比较它们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经济金

融上的差异。 
1. 综合竞争力水平指标 

采用综合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一个地区的综合

竞争力由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辅助竞争力三个

部分组成。从 2002 年对三大经济圈综合竞争力的测度

情况看，综合竞争力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是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见表 1)。三大经济圈中，长三角综合竞

争力增长路经表现为：各竞争力的增长不均衡，基础

竞争力对核心竞争力支撑力度不足，辅助竞争力相对

滞后于核心竞争力的增长。珠三角综合竞争力增长路

径稍好于长三角，但是也存在基础竞争力对核心竞争

力支撑度不足，辅助竞争力将有可能阻碍核心竞争力

增长的问题。京津冀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但相对于

核心竞争力增长，基础设施存在闲置和浪费，基础竞

争力对核心竞争力的增长仍有巨大潜力。 
 

表１ 2002 年三大经济圈竞争力指标得分比较 

经济圈 核心竞争力 基础竞争力 辅助竞争力 综合竞争力

长三角 48.34 31.83 7.05 58.46 

珠三角 25.78 16.52 6.89 31.45 

京津冀 18.56 17.44 5.92 28.04 

资料来源：《广州经济研究简报》2002 年第 5 期. 

 
2. 经济增长态势指标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经济增长继

续保持稳步发展。从 2005 年三大经济圈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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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三大经济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见表 2)。长三

角经济增长速度在 2003 年首次超过珠三角后，继续保

持领先地位。从三次产业结构看，长三角第二产业所

占比重最高，其次为珠三角，京津冀最低，第三产业

比重则呈相反态势。投资与消费方面，长三角优势突

出，高于其它两经济圈。而在利用外资方面，珠三角

则具有明显优势，将近其它两经济圈的 2.5 倍。 
 

表 2  2005 年三大经济圈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经济圈 

地区生产

总值 

（亿元） 

三次产业

结构比 

固定资产

投资额 

（亿元） 

消费品零售

总额 

(亿元) 

利用外

资总额

(亿美元）

长三角 33 858.55 
4.1:55.3: 

40.6 
13 747.33 10 738.82 263.33

珠三角 18 116.74 
3.3:50.6: 

46.2 
5 131.47 5 684.51 1 824.29

京津冀 18 336.58 
7.0:45.3: 

47.6 
7 685.92 6 392.14 487.92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得出. 

     
3. 金融发展状况指标 

三大经济圈的区域金融特征各有特色，以区域内

的中心城市为对象进行比较。长三角依托上海的金融

中心地位，拥有明显的金融优势。金融创新和资本市

场融资构成上海金融发展的重要特征。2004 年，8 家

企业通过股市募集资金 74.1 亿元，3 家公司在香港股

市筹资 145 亿元，外汇市场全年成交额 2 090.41 亿美

元。目前，上海已成为货币、证券、外汇、黄金、期

货等五大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的积聚中心，金融辐

射能力强大。珠三角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金融行为

异常活跃，直接融资和银行信贷构成珠三角地区金融

结构的重要特征。2004 年，广东省拥有 3 家总行设在

广东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6 家城市商业银行，  
1 433 家农村信用社，27 家总部设在广东省境内的证

券公司，18 家基金公司，26 家期货公司，各类保险经

营主体 35 家，9 家总部设在广东省的保险公司。相对

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吸纳了大量的资

金，有力地支持了珠三角地区最初的经济发展与对外

开放。京津冀的金融区位优势十分特殊。北京是全国

的宏观金融的调控中心和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心，

是我国名副其实的金融中枢城市，具有其他区域无法

比拟的独到优势。近年来，天津市金融对外开放力度

明显提速。2005 年，渤海银行在天津设立，发行总额

为 200 亿元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已获国务院批准。随

着渤海银行在天津的挂牌，以金融为引领的现代服务

业势不可挡。截至 2004 年末，天津共有中外资银行机

构 36 家，银行类金融分支机构共有 3 101 个，资产总

规模达到 6 938.6 亿元。 
4. 金融生态环境指标 

近年来，虽然地方政府正积极推动金融生态环境

建设，但比较而言，三大经济圈中珠三角的金融生态

环境不仅显著低于长三角，而且低于京津冀。究其原

因有三：其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广东受泡沫经济、

信用环境欠佳等因素影响，金融风险问题比较严重，

严重地影响了金融业的稳定。其二，信用环境的建设

相对滞后。资料显示，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政府对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相当重视，近年来在社会征信系

统建设、打击逃废银行债务以及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建

设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到 2002 年末，江苏

省有各类信用担保机构 119家,其中财政全额出资和财

政资金控股的担保机构有 104 家。而广东省仅有 14
家贷款担保公司，只占全国 1.7%。其三,区域法治环

境欠佳，金融债权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法律保护，

破坏了金融资本的正常循环。从历史原因分析，这种

状况与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珠三角是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比较早的地区，当地的金融风险大

多与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混乱有着直接的联系。资料

显示，在 2002～2003 年，珠三角的金融机构抵债资产

平均回收率只有 50%[10]。 
5. 三大经济增长圈优势分析 

(1) 长三角：继续巩固领先地位 
长三角下一步的发展将面临着聚集效应和扩散效

应的同时进行，并将仍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

三角聚集更高级的经济发展要素，发展更高端的产业，

经济增长的知识含量进一步提高，同时转移不再具备

发展优势的产业，一些发展要素向其他区域外溢，其

资本等经济要素已开始向安徽等地扩散。在市场和政

府的双重作用下，长三角将会进入新的更高水平的发

展阶段。 
(2) 珠三角：经济最活跃地区 
珠三角依托创新的制度发展起了较发达的外向型

经济，经济发展中充满了活跃的分子，这一活跃的基

因将传承下去。珠三角在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等由小

到大、由内向外的区域圈层中将继续逐步发挥十分重

要的作用。珠三角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 
(3) 京津冀：凸显较强后发优势 
京津冀经济圈正处于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尤其

是我国向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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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京津冀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京津冀凸显

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

业区作为京津冀区域新的重要发展引擎，充分利用北

京、天津的科技创新能力，并与一、二、三产业以及

其他经济活动相融合，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道路将是持

续而富有成效的[11]。 
（二）城市商业银行战略发展模式比较 
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目前区域金融体

系中的主体是商业银行，而城市商业银行由于特有的

区域性，使得其成为区域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

三大经济圈的不同优势状态，处于其经济区域内的城

市商业银行都选择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区域战略模式。

我们以长三角经济圈的上海银行、珠三角经济圈的深

圳市商业银行、京津冀经济圈的天津市商业银行来进

行案例研究(见图 2)。 
1. 上海银行：设立宁波分行，开创“上海模式” 

长三角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位于我国东海岸线

的中段，扼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江濒海，海陆兼

备，集“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于一体，这决定了长

三角将成为我国在对外开放和加入 WT0 的背景下率

先实现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枢纽和前沿阵地。国际

化大都市上海是长三角经济圈的增长极，上海银行凭

借自身优势在长三角经济圈中发挥着“极化”与“扩散”
作用，同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不断得到扩大。

不难想像，经过十年的发展与努力，上海银行会成为

全国城市商业银行中的龙头老大。成立之初只有总资

产不到 300 亿元、存款余额 200 多亿元、贷款余额仅

100 亿元的上海城市合作银行，到 2005 年末，上海银

行总资产达 2 394 亿元，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分别为   
1 939 亿元和 1 219 亿元(见表 3)。 

依托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优势条件，上海银行

在实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开始谋求跨区域经营的发

展战略。2005 年 11 月，在获得中国银监会和宁波银

监局的批准后，上海银行宁波分行已正式获准筹建。 
 

 
 

图 2 三家城市商业银行区域发展战略对照 
 

表 3  2005 年三家城市商业银行主要会计数据与财务指标比较 

城市商业银行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存款余额 贷款余额 股东权益 

上海银行 89.45 12.66 2 394.19 1 939.23 1 219.14 97.13 

深圳市商业银行 26.00 2.69 699.37 628.59 437.24 24.03 

天津市商业银行 25.10 3.81 691.19 574.73 302.51 38.00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银行、深圳市商业银行、天津市商业银行 2005 年年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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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是城市商业银行的第一家异地分行，同时这也

为其它城市商业银行实现跨区域发展提供一个可以参

考的“上海银行模式”。宁波分行是上海银行在长三角

经济圈布下的一颗重要棋子，将有利于上海银行充分

利用上海作为国内金融中心在信息、技术、人才、市

场、资金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实现银行资源的最佳配

置，促进上海的金融市场辐射功能向长三角地区和全

国各地拓展，支持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同

时，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也必将助推上

海银行的国际化进程[12]。 
2. 深圳市商业银行：携手平安保险，企盼突破地

域限制 

珠三角的综合竞争力、经济金融状况都不及长三

角，但是珠三角依托制度优势，使其成为全国经济最

为活跃地区。珠三角经济圈是连接港澳的窗口和桥梁，

是率先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广东作为珠三角经

济圈的增长极，率先实施改革开放，设特区市，撤县

设市，均走在全国前列。1997 年香港回归，“一国两

制”的制度投入，也为珠三角经济圈的发展增添了制度

优势。 
虽然深圳市商业银行经济实力远不如上海银行雄

厚（见表 3），但作为我国成立的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

深圳市商业银行拥有其它区域城市商业银行难以比拟

的制度优势。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2006 年 7 月，

深圳市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协议签署仪式在深圳

举行，根据协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将投资49亿元人民币，获得深圳市商业银行89.24%
的股份。此举标志着深圳市金融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将进一步提高深圳区域金融中心的战略地位和影响

力。深圳市商业银行以此为契机，引进平安保险良好

的公司治理、先进的管理机制、强大的销售网络等优

势，全面提升规模、质量、效益和业务品质。更为重

要的是，深圳市商业银行可以依托平安保险集团的全

国性经营性质，突破地域限制，展开新一轮的地区外

拓业发展[13]。 
3. 天津市商业银行：引进澳新银行，提升综合竞

争力 

京津冀聚集了中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

和科技精英，被誉为未来最为重要的战略经济带，它

的优势在于基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知识产权向产

业的投入，这对应了这一地区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与

长三角、珠三角不同，京津冀经济圈得益于现有体制

下全国资源向都城的集中，因此聚集竞争力相对较高。

天津是京津冀核心城市之一，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

城市，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已经纳入国家发展

战略，为天津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

遇。 
天津市商业银行与深圳市商业银行的实力相当

(见表 3)，但鉴于所处经济区域不同，天津市商业银行

在区域战略发展方面选择了与深圳市商业银行完全不

同的模式。2006 年 7 月，天津市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

略投资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简称“澳新

银行”），让澳新银行认购 20%的股权，投资总额近 9
亿元人民币，同时澳新银行还为其建立 500 万美元的

培训基金。地处天津东部临海地区的滨海新区为天津

市商业银行与澳新银行的战略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契

机。2006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

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得滨海新区成为继深圳经

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

济增长极。澳新银行入股天津商行适逢其时，双方的

战略合作势必不断增强天津市商业银行在本地市场乃

至环渤海地区和全国的综合竞争力，提升天津市商业

银行现代化经营管理能力和业务产品创新能力，为该

行走出天津，服务和辐射京津冀经济圈奠定坚实的基

础[14]。 
 

三、结语 

 
通过对三大经济增长圈中上海银行、深圳市商业

银行、天津市商业银行的战略发展模式的案例比较分

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同经济增长圈经济金

融特征以及发展趋势的差异，给城市商业银行的区域

发展战略带来一定影响。也就是说，城市商业银行在

制定区域战略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本行的综合实力和

经营状况，还必须与所在经济区域的经济金融发展相

协调。 
以地处长株潭经济圈的长沙市商业银行为例，其

区域发展战略必须根据长株潭经济圈的经济金融实情

来制定，同时还应将区域发展战略纳入到全行长远战

略管理体系中来，以确保区域发展战略的系统性与长

效性。长沙市商业银行处于长株潭经济圈的增长极，

在长株潭经济圈的极化与扩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金融资源配置作用。随着长株潭经济圈的发展，长沙

市商业银行应该动态性、前瞻性的制定自身的区域发

展战略，与长株潭经济圈的经济格局走向保持协调一

致。 
借鉴三大经济增长圈的成功经验，长沙市商业银



第 2 期                                  张智勇: 不同经济增长圈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 203

行可选择的战略一是引进战略投资者，通过财务重组

补充资本，借此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市场声誉，

提高经营效率，创新金融产品，从而进一步提升核心

竞争力；二是采用异地设行或合并重组战略模式进行

跨区域发展，这既有利于区域经济金融的持续发展，

又有利于城市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获得规

模经济效应，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培育出新的利润

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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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theory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ndependent theory with 
research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al financial polic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a long-term.  This paper 
adopts a cross-city comparison of banks and development by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new trend of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ree regional key cities. It indicates that the choice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city 
commercial bank is determined by its dominance. In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ity commercial bank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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