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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洞庭湖区域金融发展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突出表现在金融机构聚集度较低，金融市场体系不 

健全，金融效率水平不高三个方面。经济状态、回程效应和金融生态对区域的资金吸引力形成三重挑战，使区域 

呈现出 “资金高地”的现象。 “环湖”区域面对未来发展前景，需要金融状态实现从“资金高地”到“金融腹地” 

到“金融洼地”的演进。基于此，文章以强化区域金融凝聚力为主线，结合环湖区域的特征与潜质，设计“环湖” 

金融发展的“洼地战略” ，并以“三步走”的方式对战略做任务分解，描绘出战略实现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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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洞庭湖区域金融发展相对 

“弱势”的现实考察 

洞庭湖区域（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在湖南 

省占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2010 年三市的 GDP 总 

量为 3  743.23亿元，占到全省 GDP的 23.54%。但金 

融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态势而言，水平却不尽人意。整 

体而言，洞庭湖区域的经济金融化程度不高。2010年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GDP比重为 32.9%， 远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信贷规模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 

要求。 而且洞庭湖区域金融业的增加值占 GDP比重过 

低，金融对经济的贡献率较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的协调性差。总之，区域的金融相对于经济体的集中 

程度、丰富程度和效率程度远不够，具体体现为： 

（一）金融机构聚集度较低 

洞庭湖区域金融机构聚集度不高，区域内机构数 

量偏少，金融资源密度不高。洞庭湖区域银行业金融 

机构岳阳为 11 家，常德为 10 家，益阳为 8家，股份 

制银行进入少。新型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区域内设立 

村镇银行 3 家，小额贷款公司 8 家。区域内其他类型 

的金融机构很少，高层次的金融服务更是缺乏，注册 

在洞庭湖区域内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融资租赁公 

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还没有一家。金融 

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尚不完善，担保体系的建设尚不完 

善，目前洞庭湖区域共有各类信用担保机构 25家， 数 

量较少，担保实力不强，面向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业 

还难以提升广大中小企业信用能力。 

（二）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 
(1)  货币市场结构单一。洞庭湖区域缺乏多元化 

的金融组织，银行类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 

图 1  洞庭湖区域与长沙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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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绝对优势，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发展缓慢。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和期货公司的规模小，其它诸如融资租赁公 

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或准金融机构极少或者根本 

没有。

(2)  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结构不协调，直接 

融资规模比重小，间接融资比重大，经济增长呈现明 

显信贷推动特征。截止到 2010 年,洞庭湖区域共有上 

市公司 13 家, 其中境内上市公司 11 家，通过资本市 

场仅筹集资本 43.7亿元，证券融资渠道不够通畅。区 

域证券化率仅为 9.1%， 远低于湖南省证券化平均水平 

（详见图 3）。而且上市公司资源储备不足，上市公司 

质量和直接融资量有待提高。风险投资规模小，专业 

性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缓慢，尚未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 

场。 

图 2  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对比 

(3) 保险市场规模小。2010 年，洞庭湖区域实现 

保费收入  98.65 亿元，保险密度  2.64%，落后于全国 

平均水平  3.85%。从风险管理的功能看，当前保险企 

业仍局限于保险产品销售，风险管理功能仅仅体现在 

经济补偿上，还没有广泛参与到整个社会系统的风险 

管理中去。 

（三）金融效率水平不高 
(1)  区域金融体系动员储蓄的效率不充分。2010 

年区域内存款余额为 2 354.34亿元，仅占到全省的 

图 3  洞庭湖区域证券化率水平 

14.15% （详见表 1）， 每百元 GDP提供的存款仅有 5.25 
元，大大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只相当于全省平 

均水平 16.44元的 32%、全国 30.51元的 17.2%，这充 

分说明本地区在整体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资金动员 

和积累能力弱、金融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 
(2)  从区域储蓄转化投资的效率不充分。根据近 

三年的数据，洞庭湖区的存贷比为：51.3%，52.0%， 
52.3%，这说明有部分存款无法转化为贷款，使金融 

资源出现了浪费；其转化效率不及全省平均水平（详 

见表 2），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 
(3)  区域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充分。金融资源 

的配置与区域内企业结构不匹配。洞庭湖区域内以中 

小企业为主， 但金融资源的投向与分布与此并不一致， 

区域内的中小企业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桎梏。如 2009 
年对岳阳市 150 多家规模企业调查，70%以上企业受 

资金紧张困扰 
① 
。 尤其在当前紧缩政策的大环境下， 中 

小企业更是首当其冲。 

由此可见， 洞庭湖区域金融的发展仍处于相对 “弱 

势”的状态，金融未能充分发挥出对经济的“牵引力” 

作用，致使潜在的资源优势受资金约束，弱化了财富 

创造能力。地区谋求金融发展的后发赶超，则金融发 

展思路需要有转变和突破，当改变亦步亦趋式的发展 

模式。为此，构筑区域的金融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表 1  洞庭湖近三年区域存款余额  (单位：亿元) 

地区 
年份 

岳阳市 常德市 益阳市 洞庭湖区域 湖南省 

洞庭湖区域占 

湖南省的比重 

2008年  556.6  614.19  425.02  1 595.81  10 895.49  14.65% 

2009年  682.84  792.1  514.48  1 989.42  14 025.54  14.18% 

2010年  784.97  963.1  606.27  2 354.34  16 643.27  14.15% 

数据来源：湖南省及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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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洞庭湖区域与湖南省平均金融发展效率比较 

年份 
存贷比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洞庭湖区域  51.3%  52.0%  52.3% 

湖南省  64.1%  68.0%  69.2% 

数据来源：经湖南省及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所 

得。

二、  “资金高地”：洞庭湖区域金融 

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 

（一） “资金高地”的提出 

“资金高地”的概念是借用自然地理中的“高地” 

概念，在自然地理中“高地”指的是一种中间高四周 

高的地形，由于中高周低，高处的水自然就会往周边 

流。将这一自然现象引申到经济金融领域，就形成了 

“资金高地”的概念：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金融生态 

环境欠佳、制度不健全等导致地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 

乏力，使当地陷入资金往外流的困境状态。 

就目前而言，洞庭湖区域仍陷于“资金高地”的 

尴尬地位。资金的配置更多的是一种单向流动，致使 

金融资源难以向洞庭湖区域聚集。可以使用资金吸引 

力系数反映某地区资金流入量在全省中所占比重，以 

此纵向比较各地区资金聚集力的大小。 通过计算， 2010 
年长沙的资金吸引力系数为  0.0917，大于分界点 
0.0714，根据表 3注释中有关资金“高地”“平地”“洼 

地”的区间划分，长沙属于“资金洼地” 。而洞庭湖区 

域平均资金吸引力系数只有 0.0656， 属于 “资金高地” ， 

说明洞庭湖区域尚缺乏吸引外来资金流入的强大动力 

（见表 3）。 

（二） 挑战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其金融 

聚集力

洞庭湖区域的经济水平在省内虽处前列，但和省 

会长沙及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省会城市相比，其经济 

水平和质量则并不能显示出优势。如表 4 所示：即便 

岳阳市、常德市、 益阳市三个城市加起来其 GDP也比 

长沙市少，并且其差距逐年显现增大趋势，与国内发 

表 3  资金吸引力系数比较(2010年) 

地区 
指标 

长沙 洞庭湖区域 

资金吸引力系数  0.091  0.065 

注：资金吸引力系数=某地区资金流入量/全省各市资金流入量总和，其 

中，资金流入量包括金融机构存贷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证券市场筹 

资、外商直接投资[3]。全省 14 个市的资金吸引力系数和为 1，平均值 

为 0.0714，根据纵向比较的原理，将资金吸引力系数划分为三个区间： 

“资金高地” ，取值为[0~0.0714)； “资金平地” ，取值为  0.0714； “资金 

洼地” ，取值为(0.0714~1]。 

达城市深圳、重庆相比就差得更远。在经济差距背后， 

所隐含实质是资本收益之差，而资本逐利是金融发展 

的动力，金融“亲资本”的属性使得金融资源不倾向 

于流向获益薄弱的中部的洞庭湖区域。当然，经济差 

距也影响到该地区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人才等金 

融资源的吸引力。总之，洞庭湖区域的经济基础制约 

其金融聚集力，上文分析的金融机构聚集度较低一定 

程度上例证了这个情况。 

（三）挑战二：资金的回程效应在洞庭湖区域尤 

为明显

资金的回程效应是指随着极点的高度发展和竞争 

力的加强，投资收益和劳动收入的明显提高，使周围 

地区资金进一步向极点集中，形成要素的回流，从而 

会抑制低梯度地区的发展。瑞典经济学缪尔达尔认为 

在回程效应作用下，很容易形成“地理上的二元经济 

结构” 。洞庭湖区域地处武汉和长沙之间，而武汉和长 

沙两地作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依托优势政策，更 

多的资源会向长株潭和武汉城市群倾斜。同时，两地 

区均在进行区域金融中心的构建， 金融集聚效应明显。 

因此，在极化效应的牵引下，洞庭湖区域的金融要素 

会向武汉和长株潭地区回流，对该区域的发展融资造 

成边缘化的负面影响。 

（四）挑战三：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削弱对机构的 

吸引力

一个地区的信用状况对这个地区金融资源的吸引 

力至关重要。 根据湖南大学信用研究中心 2010年发布 

的湖南各市州信用环境评价结果显示： 在 14个市州的 

表 4  其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GDP)比较 （单位：亿元） 

地区 
年份 

洞庭湖区域总和 长沙市 武汉市 重庆市 深圳市 

2009年  3 103.00  3 300.00  4 500.00  6 527.00  8 201.24 

2010年  3 743.23  4 547.06  5 515.76  7 894.24  9 510.91 

数据来源：经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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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排名中，岳阳市、益阳市和常德市分别为  9、11 
和 12位 [1] 。由此看出，洞庭湖区域的信用环境不容乐 

观：区域的诚信体系并不健全，信用信息被分割、封 

闭，社会征信数据采集困难，信息发布欠通畅。因此， 

地区的信用条件和诚信文化现状让金融机构望而却 

步。 

而且，地方政府的干预压抑了区域金融的发展， 

对洞庭湖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其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阻 

碍了区域联动。地方政府在谋求发展上多从自身利益 

出发，各自只关注本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对资本跨区 

域流动实行管制，设置行政壁垒，以实现金融资源的 

地区封锁，使资源固化在本行政区域内，这造成行政 

区内发展具有较强的封闭性， 形成所谓的“诸侯经济” 

或“行政区经济” [2] ，割裂了市场边界。其二，即便 

是在本行政区内， 政府也会干预金融机构资金的配置。 

政府在资金配置中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而是从社会稳 

定和公平的角度考虑资金的流向，在银行贷款、企业 

上市等方面行政色彩较浓，以致于大量资金流向一些 

效率不佳的国有企业或资金回报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 

建设，造成了当地银行系统的隐形风险，由此抑制了 

金融机构进入和发展的积极性。 

三、“金融腹地”：洞庭湖区域金融 

发展面临的机遇分析 

“金融腹地”是指能够接收和吸纳金融中心辐射 

力并能促进其金融发展的地域范围。在“十二五”及 

“两型社会”大背景下，长沙金融中心在如火如荼的 

进行中，这势必会带动中心周边地区金融发展布局的 

变动，而在拓展为长沙金融中心的腹地地区方面，洞 

庭湖区域具有独特优势。洞庭湖区域只有抓住金融腹 

地开发这个机遇，才能在支持金融中心的发展同时， 

充分的吸收长沙金融中心对其的辐射，为洞庭湖区域 

金融发展迈进更高层次奠定扎实的基础。 

（一）洞庭湖区域金融腹地开发之优势 

洞庭湖区域是最具条件和潜力拓展为长沙的金融 

腹地的区域。其一，洞庭湖区域具有良好的交通区位 

优势。在地缘上，岳阳、常德、益阳三市构成的“小 

三角”联结了长株潭、武汉、重庆所构成的“大三角” ， 

是中部的经济对接与战略缓冲之地。在交通上，洞庭 

湖区域拥有便捷的交通条件， 有较好的交通区位优势。 

铁路方面：东有武广高铁、京广铁路，西南有洛湛铁 

路，石长铁路， “3+5”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网建设也 

已于 2010年开工， 能提高环长株潭城市群之间直达运 

输的畅通能力，构建起区域大交通网络。公路方面有 

京珠高速、 随岳高速、 长张高速、 长常高速、 107、 319、 
207国道。水路方面有长江、湘江、洞庭湖水系贯通。 

其二，洞庭湖区域是省内第二大经济增长极，GDP规 

模占全省的 23.54%(2010年)， 岳阳、 常德为湖南第二、 

第三大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潜能。长沙虽然在省内 

经济成就突出，但要抢占中部崛起的战略制高点，应 

该有更为宽广的胸怀，使得洞庭湖区域的发展向南融 

合，与洞庭湖区域合力发展，共同营造经济发展的增 

长极。

（二）长沙金融中心对腹地辐射之契机 

真正的区域金融中心必须具有体制上的市场化、 

区域上的辐射性和产品上的适用性等特征，不以金融 

资源集中为特点，反以金融资源扩散为基本职能，不 

断发现本城市以外的金融需求，打破条块分割，实现 

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陆磊，2009） [4] 。洞庭湖区域 

能有效发挥了其对金融核心的支持功能，但长沙金融 

中心对洞庭湖区域的“反哺”却并不明显。从存贷比 

数据上看，2010年洞庭湖区域存贷比为 52.3%，可观 

的闲置资金等金融资源可向长沙转移与集中，促成长 

沙金融中心的极化发展。长沙金融中心的建设并不是 

将自己发展成一个“金融飞地” ，当长沙金融取得经济 

规模、发展梯度向顶端攀升之后，能对腹地区域形成 

较强的“涓流效应” ，使长沙金融中心的金融要素和金 

融活动趋向于向洞庭湖腹地的传导和扩散。经济发展 

事实证明，这种以金融“先富”地区带动金融“后富” 

地区发展的效率远胜于“遍地开花”式的发展。因此， 

腹地的开发能使洞庭湖区域“近水楼台先得月” ，充分 

利用长沙先进金融区的金融工具、技术、管理、创新 

的溢出效应，借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创新能力 

和风险防范能力，使得地区金融“能级”提升。因此， 

金融腹地的开拓是洞庭湖区域金融发展的良机。 

四、“金融洼地”：洞庭湖区域金融 

发展战略选择 

（一） “金融洼地”战略内涵 

“金融洼地”是把“水往低处流”的自然现象引 

申到经济金融发展领域所形成的一个新概念，其指塑 

造地区的独特优势和优越的金融生态环境，借此形成 

对各类金融资源强大的吸引力，引导资金流、 人才流、 

信息流、技术流等各类金融要素向洞庭湖区域汇聚的 

态势，并依此锻造出洞庭湖区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实 

现地区金融在“量”和“质”上的积累和提升。 

将洞庭湖区域打造成“金融洼地”是提升其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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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力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条件。

首先，金融洼地的打造是扭转地区“资金高地” 

状况，维护地区经济发展的良性节奏的必需。 “资金高 

地”的现状客观上排斥了外部金融资源的聚集，没有 

充足的金融资源则好比是“无米之炊” ，地区金融核心 

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也将无从谈起。 所以， “资金瓶颈” 

限制了地区对经济的吸引作用和催化作用，使产业成 

长和企业发展“心有余而力不足” 。 

其次，金融腹地的开拓为洞庭湖区域向“金融洼 

地”的转变奠定了良好的条件。腹地的开拓能初步打 

通了资金自由流动通道。由此，富余的资金要素才会 

向具有自然资源的基本优势及具有成本、交通和市场 

比较优势的洞庭湖区域聚集 [6] 。 

第三，区域开放与合作的大趋势为洞庭湖区域金 

融洼地的打造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单打独斗的方式已 

经不适应时代高效率的要求了，通过全面开展区域合 

作来参与竞争是落后地区取得“洼地效应”的有效途 

径 [7,8] 。通过对内开放，开展区域间的合作能够形成一 

个新的系统结构，这样的方式下区域的独特优势和核 

心专长才能显现和培养起来。湖南“十二·五”已将 

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努力促 

推大区域内实现金融一体化，这给予了洞庭湖区域打 

造“金融洼地”良好契机。 

（二）洞庭湖区域“金融洼地”目标定位 

从三个角度对洞庭湖区域金融发展目标设定为： 

其一，在发展水平上实现区域金融的“联动齐飞” 。金 

融发展能够扭转相对落后和被动的态势，发挥出金融 

核心对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其二， 

在发展重点上强化金融凝聚力的形成。金融发展能够 

改变地区“资金高地”的困境，增强地区对资金的吸 

引。 其三， 在发展方向上着力打造区域金融核心竞争 

力。金融发展能够突出“环湖”金融品牌的优势构筑， 

满足洞庭湖区域经济的特有需求，并能借此塑造金融 

核心专长。 

根据目前洞庭湖区域的基础条件，着眼于未来金 

融发展目标， 建议洞庭湖区域金融发展的战略定位为： 

洞庭湖区域金融战略之路理应是着眼长远金融成长的 

一种“环湖”发展范式。战略选择基于地区金融起点 

状态，以强化区域金融凝聚力为基础，并结合环湖区 

域的特征与潜质，塑造环湖区域“特色金融”和“普 

惠金融” 
② 
品牌， 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金融发展典范， 

实现洞庭湖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 

（三）洞庭湖区域“金融洼地”战略任务 

洞庭湖区域的“洼地”战略可以分解为以下三项 

战略任务： 

首先，促进先进地区金融组织系统向洞庭湖区域 

拓业，打造金融平台。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所 

带来的融资便利是提升资金聚集力的基本途径。 

其次，形成区域强有力的吸引力，使高质量的资 

金流、人才流、信息流、技术流能主动向洞庭湖区域 

汇聚。按照前面资金吸引力指标来衡量，金融洼地的 

资金吸引力系数要达到(0.071 4，1)。 

第三，基于集聚的金融资源优势，锻造洞庭湖区 

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其一，岳阳、常德和益阳均为港 

口城市，岳阳城陵矶港是湖南省唯一对外开放设立海 

关的口岸，是湖南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平台。根 

据《湖南省内河航运发展规划》，湖南省将投资  230 
亿元， 到 2020年建成以洞庭湖为中心的通江达海的现 

代化内河航道体系。因此，洞庭湖区域十分适合发展 

航运金融，可以在航运融资、航运保险与再保险、航 

运资金汇兑与结算、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多点开花， 

为全省乃至中部地区提供全面的航运金融服务，形成 

实力较强、辐射较广的航运金融服务中心，主打“航 

运金融”牌。其二，结合区域企业形态特点分析，中 

小企业始终会作为洞庭湖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由 

此，区域可以更多探索新兴、微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在为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融资方式上探索出特色之路， 

突出发展普惠型金融。 

五、从“资金高地”到“金融洼地” 

的实现路径 

由洞庭湖区域金融的战略定位与选择可见，其金 

融发展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洞庭湖区域谋求可持 

续的金融发展，首先需要“独善其身” ，优化自身的基 

础条件。 其次需要 “另开生面” ， 创新发展模式与思维。 

最后需要 “独树一帜” ， 打造出区域金融的核心竞争力。 

第一步：推动建设金融生态区。金融生态区是指 

企业、公民社会信用优良，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健全， 

金融监管高效完备，金融基础设施完善，对金融人才 

的吸引力强，有利于金融业发展的金融环境。对于处 

在金融弱势状态的洞庭湖区域，尤其需要发挥政府的 

推动作用，突出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借此营造更为 

优越的“软环境”作为吸金的筹码。 

显然地方政府在建设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方面的主 

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强信用信息的发布与共 

享，能使信用信息得到有效的归集和准确的评估，宣 

扬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第二，强化金融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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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司法执行效率，有效保护债权人、投资人的合法 

权益，打击金融违法行为，从而打造洞庭湖区域“信 

用高地” ；第三，确保金融监管有力、调控得当，完善 

融资风险管理和化解机制，及时发现并处置本行政区 

域内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隐患，并能使监管方法技术 

适应金融业的发展和协调；第四，加快政府职能的转 

变，力求公共服务功能的落实，保证金融部门的独立 

性。在此基础上，能加强政银企合作。组织开展多种 

形式的银企对接洽谈和交流推介，使政、银、企三方 

增进了解，全面推进对接、交流和合作。总之，使金 

融的发展建立在安全、公平、有效的环境之上。 

第二步：搭建金融合作框架。推进洞庭湖区域与 

长株潭城市群的金融一体化，将“金融腹地”机遇变 

成现实优势条件。通过与长株潭地区开展合作来参与 

竞争，积聚“洼地效应” ，在金融一体化格局下实现长 

株潭与洞庭湖区域之间分工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搭建洞庭湖区域与长株潭金融合作框架关键在 

于：首先，探索形成各地政府或金融机构间的联席会 

议机制，发挥各市的联动效应，形成对话机制，加强 

区域间金融政策、制度和发展规划的研究，协调地区 

与地区间、机构与机构间的配合，加快长株潭与洞庭 

湖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对接。其次，尽快建立跨地区的 

同业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在区域内搭建更为有效的一 

体化信息平台，解决跨区域的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 

问题，以提高信息在市场上的沟通与传播，降低甄别 

成本和逆向选择风险，从而提高区域内金融活动的效 

率。第三，丰富区域间金融机构的合作形式：① 加强 

两区域间银行业股权合作，可以相互引进合适的金融 

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辖内的城商行，或吸引机 

构参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制，战略入股农村中小银 

行机构；② 考虑两区域间共同创立产业投资基金， 开 

辟融资新渠道； ③ 组建跨区域的金融控股集团，整合 

两个区域的优势资源，形成集团化发展，可以改变洞 

庭湖区域地方性金融机构分散、弱小、风险防御力差 

的局面，有利于增强金融规模经济效应，把本土金融 

资源做大做强。第四，完善金融人才流动机制。加强 

区域间金融人才互动和交流，可以通过技术咨询、顾 

问、专家租赁、短期服务等方式实现智力共享，实现 

金融机构业务和创新需求；同时，建立专业化的金融 

人才流动服务机构，有机地整合人才挖掘、培养、使 

用等各个环节，促进人才的优化配置。 

第三步：推动形成“金融洼地” 。前两个阶段金融 

生态区的建设和金融合作框架的搭建基本上能让洞庭 

湖区域发挥金融聚集的 “洼地效应” 。 但要实现一个区 

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要依靠区域金融核心竞争 

力。所以在此，本文将洞庭湖区域“金融洼地”的内 

涵和外延都扩大化，不仅是金融聚集力的提升，更是 

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依托洞庭湖区域地缘战略优势和 

金融资源优势，构建了以“航运金融”和“普惠金融” 

为品牌的金融核心竞争力体系，从而实现洞庭湖区域 

金融可持续发展。 

洞庭湖区域有内河航道优势，但航运金融服务业 

没有形成系统化、专业化的产品线。此外，很多金融 

机构还缺乏专门从事航运金融的部门和胜任的专业人 

才。所以洞庭湖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打造“航 

运金融”品牌。① 地方政府要制定整体发展规划，统 

筹洞庭湖区域的航运、船舶业、物流、商贸、金融等 

产业发展， 形成以航运为核心的产业链。② 完善洞庭 

湖航运大道建设，将洞庭湖区域的港口打造成集多项 

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物流平台。尤其是城陵矶港，其 

作为湖南对外开放的唯一国家一类口岸，湖南省的航 

运中心，其对洞庭湖区域的经济金融的重要作用不言 

而喻。高起点建设城陵矶现代物流园，将其打造成年 

吞吐集装箱 80万标箱、散货 1 600万吨的运输能力， 

集港口、物流、保税、出口加工贸易、现代工业为一 

体的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从而为其航运金融的发展 

奠定强有力的经济基础。③ 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业务。 

前期需要地方政府主导，用政策激励和支持一批优秀 

金融机构在洞庭湖区域开展船舶融资，航运保险，资 

金结算，航运价格衍生品等业务。等航运金融运作在 

洞庭湖区域成熟后，其可观的利润空间自然会吸引其 

他金融机构开展航运金融服务。 ④ 航运金融是一个涉 

及航运、金融及海上保险等多方面的产业，对从业人 

员的要求较高，从事航运金融的人员既要懂保险，又 

要精通外语、贸易、航运、海商海事、国际法律公约 

和惯例等。所以在航运金融方面的人才极度匮乏的洞 

庭湖区域应建立航运金融人才吸引和培养机制。 

“金融洼地”虽然解决了洞庭湖区域金融集聚力 

低的问题，但金融资源丰富不代表金融配置效率就会 

相应的高。中国金融发展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三农”融资难，在该区域表现尤 

为突出。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在“金融洼地”的 

基础上发展“普惠金融” 。首先，洞庭湖区域应推动商 

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逐步提高小企业长期 

贷款的规模和比重。在洞庭湖区域，商业银行始终是 

提供中小企业融资的主力军，实际上，通过对洞庭湖 

区域的存贷差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部分存款无法 

转化为贷款，使金融资源出现了浪费，应将这些贷款 

充分利用起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同时，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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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洞庭湖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实现路径图 

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对微型企业 

与农户的小额贷款。2009年，省金融办将岳阳作为小 

额贷款公司发展试点，应趁热打铁将小额信贷等微型 

金融机构向整个洞庭湖区域推广。最后，制定特殊公 

益性或准公益性的金融安排，对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微 

型金融机构都难以提供服务的贫困人群提供特殊的金 

融服务。从这三个层面来建设普惠型金融，让洞庭湖 

区域实现金融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岳阳市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初探(2010第 6期)决策参考。 

② 普惠型金融：普惠型金融,指的是一个能有效地为社会所有阶层 

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尤其侧重对中小企业与“三农” 

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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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Dongting Lake  area stays  in  a  relatively “vulnerable” stat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lowlevel  aggreg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mperfect  financial  market  system,  and 
lowlevel  financial  efficiency.  Economic  status,  return  effect  and  financial  ecology  in  form  triple  challenge  for  the 
regional  capital  attraction,  causing  the  region  to  present  a  “capital  highlands”  phenomenon.  Fac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al prospects, the “Lake” area needs to shift financial state from “highland capital” to “financial hinterland” 
to “financial depres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e strength of regional financial cohesive force as 
the  main  line,  integratively  considering  lake  areas’  features  and  potential,  and  designs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develop in a “threestep” way. 
Key Words: Dongting Lake Area;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pital height; financial hinterland; financial depression; the 
threestep strategy  [编辑: 汪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