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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认为货币资金区域配置失衡是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文章从金肚层面

考察，分析了区域货币资金失衡的具体原因。 西部大开发需要金祜政策的支持，调整区域货币失衡的金融政

策有：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促进西部资本市场发展；发展区域

投资基金：政策性金祜：利用外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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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东、中、

西部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新年伊始．我国政府将西部大开发纳入我国的战略计划．加快发展

西部地区将成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 －

一、货币资金区域配置失衡是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 一 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或地区如何解

决好资金来源问题，取决于资金积累能力和引入外部资金的能力。 我国经济呈现的由东到西

阶梯走弱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全社会资金配置不平衡的反映。

表1根据《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报告》中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给出了不同地区 1996-

1997年货币资金分布情况。 资料显示，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从统计资料来

看，占全国面积 14%、全国人口40.82％的东部地区，1996年拥有金融机构存款的62. 4%、贷

款的54.7 %.1997年该两项数据为65. 1％和57. 1%；占全国面积42. 5%、全国人口35.42% 

的中部地区．1996年拥有全国金融机构23％的存款和27. n％的贷款．1997年存、贷款占全国

比各为2 1. 5％和27.3%；而西部地区拥有全国42. 5％的土地面积和22. 96％人口，1996年只

占有 14.6％的存款和 17.7％的贷款，1997年分别为 13. 4%、15.6%，明显呈现东部沿海、东北

部高，而西南、西北部低的特征。 在东、中、西部各省区的存、贷款比较中还可发现东部地区存

款大于贷款．而中、西部地区则出现超贷现象 这说明．中、西部地区的资金需求非常旺盛．资

金供给满足不了资金的需求，往往以过度放贷来缓解
“

资金饥渴
＂

。 但从另 一方面看，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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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区域货币资金失衡分析(1996-1997年）

； 东部地区
I 占全国 中部地区1 占全国

比重 比重 西部地区
: 占全国1

I 1 比重
全国

金融机构存款 1996 38585 62. 4 %
余款（亿元） 1997 51978 65. 1%

金融机构贷款 1996 29824 54. 7%
余款（亿元） 1997 40146 57. 1 %

上市公司数
1996 348 65. 7%
1997 473 6 3. 5 %

上市公司筹集 1996 1599 73. 2%
资金（亿元） 1997 2025 68. 4%

固定资产投资 1996 10149 6�. 6%
（亿元） 1997 10962. 5 62. 5%

利用外资 1996 406.4 84. 4%
（亿美元） 1997 474. 53 82. 7%

14202 23% 
17130 21. 5%
15075 27. 6%
19201 27. 3%

98 18. 5%
139 18. 7%
343 15. 7%
549 I 18. 5% 

3682. 1 I 23. 1 % 
4043.3 22. 9%
55. 9 11. 6%
70. 57 12. 3%

9008 I 1/4. 6% I 61795 
10742 ! 13. 4 % 79850 

9659. 8
6
厂6 I 17飞. 7 % 54559

1095 % I 70303
84 
133 
242 
389 

2113.2 
2555. 6 
19. 7
28. 7

1 15.8% I 530 
1 17. il'� I 745 

11. 1
％ 
%. 

I 
2184

13. 1 2936 
13. 3% 15944. 2 
14.6%

l
. 17522.—4 

4% 482.2 
5¾ 573. 8 

资料来源：1.《中国金融年鉴(1998)》：2.《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报告(1998)》：3.《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
(1998)》。

地区存在着金融风险隐患，金融机构超贷表明其受行政力量的影响较大·金融机构经营的市场

化程度低。东部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高．金融机构按市场规律办事，其行为相对理性
从上市公司及其筹集资金情况来看．东部地区也占绝对优势。1996年、1997年分别有

348家和473家上市公司，而中、西部地区1996年、1997年只有 182家和272家上市公司，筹

集资金仅占全国上市公司筹集资金量的33. 3％和36.5%，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总数和面积
极不相称。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利用外资的东西部之间的差异同样巨大。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1996年、1q97年均超过1万亿元．接近中、西部地区的2倍。在利用外资方面，东部地区
的优势更加明显，1996年、1997年分别占全国利用外资总数的84.4％和82. 7 % " 

二、从金融视角对货币资金区域配置失衡的考察

我国货币资金区域配置呈现的巨大不平衡状态和资金所具有的向东流动的特征，应引起

金融管理者的重视。但是，我国的许多金融政策还是
“

一刀切 ” 式的，这种表面上平等却由于

东、屯西部不同的要素环境而具有了不平等性．加剧了东、中、西部地区资金配置的不平衡。
1．全社会统一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采取了一个非弹性方式，其比率

长期不动，且各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同一。也就是说，它充分体现了集中资金的功能，而不重视

调节货币总蜇的功能。中央银行扩大（缩小）准备金率·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使商业银行的可

贷资金减少（增加），货币乘数＝1 （法定准备金率＋现金溜损率），由于法定准备金率是全国统

一的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信用化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其现金涌损率较高．再加上西部

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资金回流（资金涌出）．这使西部地区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从而使西部地

区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少于东部地区．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2．利率管制使得东部享受“ 优惠

“

利率 在一个完全由市场决定利率的条件下·利率高低

首先受当地资金运用所能带来的利润率的影响 如果我们用资金边际利润率来表述·则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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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越高，对资金的吸引力越大．由此造成资金的供给需求应该使利率处于高点均衡状态。

我国中、西部地区资金的边际利润率低千东部，但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执行统一的存贷利率．

客观上造成了东部在享受
“

优惠
“

利率，其政策后果就使得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向东部。

3．商业银行布局的区域差异。 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全国性的大银行，均采用

总分行制，其分支机构布局仍体现行政区域的特点。 总行出千资金效益最大化的考虑，必然

会统一调度其各分支机构的资金，经济发达的东部贷款收益比中、西部高，因而中、西部资金会

从国有银行渠道流向东部。 深发展、浦发、福建兴业等新业商业银行是区域性金融机构．集中

在东部地区，其吸收存款和贷款基本上在本区域内；同时．我国外资银行也主要集中在东部。

这样，中、西部地区没有自己的区域型商业银行．其存款的一部分通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放贷

到东部地区，剩下不多的业务量受到国有商业银行的
“

过度
”

竞争．在丧失规模经济的同时．也

丧失了区域经济效益。

4．金融监管的差异。 我国中央银行的监管以合规性检查为主，由千新设金融机构大多集

中在东部地区．所以对东部地区金融监管的重点在市场准入层面，而对金融机构业务运营的监

管有所忽视，这为东部金融机构的违章拆借、乱回购、广揽资金提供了契机。 相反，西部地区金

融监管则侧重于经营的合法性和风险性等方面，监管手段侧重行政性，这与西部地区对宽松金

融监管的需求相悖。 其次，东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多、种类全，实施监管的范围有限，导致部分

金融机构涌检，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数量有限，且以国有银行为主，监管力度相对较大。 再次．

东部地区
”

大社会、小政府
”

的体制格局使政府对央行的金融监管干预较弱，而西部地区
”

小社

会、大政府
”

的格局使政府对央行的行政干预较强。 这种监管的差异使东部在我国金融秩序尚

未走向正规的过程中通过种种违规行为聚敛了一大批资金，加速了其资本的积累和形成。

5．上市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分布差异。 我国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地区，而广

大的西部地区所占比例甚微。 到2000年1月底．西北地区共有61家公司在沪深两个交易所

挂牌上市，其数量仅为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数量的 6. 62%。 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即使拥有

雄厚的实物资本也缺少向金融资本转化的机会，难以达到生产要素和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同时，全部集中于东部地区的证券市场以其高风险带来高收益吸引了大量西部资金。 沪深两

个证交所都设在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对我国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加速了东部

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多数发达国家一般都有3个以上的证交所，其中一

个起主导作用，并与其它交易所一起构成该国证券市场体系，比如英国共设6家证交所。

三、货币资金区域配置失衡的金融调整战略

从长远来讲，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支持战略目标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体

现西部大开发的金融助推特点，遵循金融资本价值运行的一般原理，运用金融资源的有效组合

来带动和推进西部特有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体制资源的有机结合，全面提高西部地区的经

济金融发展水平，最终与东部地区的金融业协调均衡成长并参与国际金融大循环。 金融支持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金融业的总体发展速度应达到或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尽快改变西部金融经济运行的
“

金融贫血现象
”

;（2)尽快建立健全金融业务的市场

利益分割机制和政策性业务的利益补偿机制，使不同性质的金融资本营运实现效率、合理、公

平与有序的统一；（3）创设并形成有利于西部大开发的聚融资传导机制，引导多渠道资金流入

西部地区，增加西部地区的资金供给；（4）西部金融存蜇中的沉淀金融资本得到有效启动，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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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资金和沉淀信贷资金得到有效激活；（5）西部地区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与监管基本适合西

部大开发的客观要求．能够及时调节和预警辖区的金融运行总体走势；（6）西部地区金融从业

人员素质明显得到提高，在2— 3年内基本达到中部金融从业人员水平．5年达到全国金融从

业人员水平·具有较强的金融创新意识。

为达到以上目标，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调整我国的金融运行与布局的原有体制，促进货币资

金配置的均衡发展，就西部大开发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应特别关注

1．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 随着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存贷差额的缩小．若最终使其

存入款项大于向中央银行贷款，则准备金就可以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但要使存款准备金起到

洞节资金不平衡的作用．可以考虑按大区实行差别准备金的政策。 东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

可以高一些，而中、西部可以低一些 因现行存款准备金并不作为安全性的保证之一 ｀而是作

为资金调节的工具，这样就可通过这种方法．使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的调节流入中、

西部地区。 中国人民银行的分行已经改变为按经济区划设置．因此，我们可考虑给每个区域的

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让他们根据本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来确定一

个比较适当的准备金率和发放一定数最的再贷款．从而起到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2．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 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政策手段的实施要从制度上保证各地区有平

等参与权和表达权骨作为国务院货币决策机构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选应该按地区公平分配．

以反映各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呼声， 在利率还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

的贷款利率应有别千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对西

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以弥补贷款利率所带来利润的减少。

3．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 从资金的流动看，每增加一 个金融机构，都会带来资金，增加

存款，并加速资金的流动，间接地为本地资金流入作出贡献。 根据目前情况，应实行有差别的

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本金、

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提高金融效率 同时积极引

导外资金融机构的西进
”

。 对国有商业银行．要改变以行政区划设置机构的做法．应根据不同

地区业务童的多少、地区的大小来确定机构网点设置 C

4．促进西部资本市场的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欲对经济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发挥作用，就

必须树立新思维。 股票发行和上市政策要实行区域或产业优先．减少计划分配偏重沿海的倾

向．扶持和培育一批具有增长潜力和带动力强的公司上市。 西部开发股有重大意义．应把一般

意义上的以股票市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为特殊意义的促进地区开发 在将上海、深圳股

市作为全国一级市场继续发展的同时．可在武汉、西安等地建立第二层次的证交所．各省会层
、 次建立证券交易中心，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西移，为塑造资金

”

回流机制
“

创造重要条件。

5．发展区域投资基金。 区域投资基金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建立产业投资基金以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 在我国发展西部区域投资基金有着特殊的意义。 西部地区的项目多为基建

和资源开发项目，投资越大·回报越大，且收益稳定，风险较小。 居民将储蓄投于西部区域投资

基金，可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区域投资基金还可拓宽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渠道 国外养老

基金和其它福利基金偏好追求安全性高的投资．十分看好中国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建设

项且希望投资这些项目。 西部区域投资基金的发展还有利于促进西部市场化进程。 在发展

西部区域投资基金的投资区域不应过小．不能重复国有商业银行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弊端．投资

范围应该包括西部若干省市在内，促进各地方政府为吸引基金投资而竞争 区域投资某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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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限制不应过大，发展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等项目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区域投资基金

应达一定规模如10亿元以上。 我们还可以考虑发展中外合资基金。

6．充分发挥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功能。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客观

上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扶持。 但目前肩负这一任务的国家开发银行在其运作过程中尚存

在一些问题，只有不断地进行规范和解决，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 首先是形成相对稳定的资金

来源，改变目前只通过发行金融债券从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资金的做法，改变借

用期限短、利率高的资金与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期限长、利率低的特点不相称的状况。 可借鉴日

本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做法，即资金80％以上以邮政储蓄以及养老基金、医疗基金等具有一定

强制性和稳定性的资金作为其来源。 其次是提高贷款使用效率．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信贷

风险的控制，杜绝概算现象产生。 最后是加强国家开发银行与商业银行委托代理业务的信息

传递和反馈，避免信息的滞后和管理上的脱节。

7．抓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机遇，有效利用外资金融。 一是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整个

中国经济发展将迎来利用外资的大好机遇·西部开发这一重大事业显然应该倍受外资银行进

入的诸多实惠；二是中国金融业与世界金融业的众多差距，使我们可以在许多领域大胆尝试与

国际金融接轨，提前介入金融开发的新领域，创造更多的金融资源。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无疑将

使西部大开发的金融业更加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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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 on the Regional Capital's Disequilibrium 

and It's Adjustment 
Thinking on Financial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in West Area 

WANG Xing-long 
(Finance Sc·hool, Shanf{hw Uniu-rsity u_f Finance and Ecunumics, 劝anf{hui, China,200083) 

Abstract: The view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disequilibrium of regional capital is an im 

portant reason for the development difference among the eastern, middle and western econo 

my. Viewing the disequilibrium of regional capital at financial angle, we can find several rea 

sons. The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area calls for the support of financial strategy. The poli

cies to adjust the disequilibrium of regional capital include：小fferent deposit reserve ratio; mo

netary policies and interest rate polici芭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financial arrangement; de

velopment in the capital market of the west area; establishment of regional investment funds; 

full us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and foreign banks. 

Key words: west area development: regional capital; finan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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