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虽然无论从实体层面还是抽象层面而言，金融

的空间性相对于时间性要弱得多(江春, 1999)，但

是，金融机构布局的选择具有强烈的空间性。作为

一种配置货币资金使用权的组织资源，金融资源的

流动主要靠跨区域经营的金融机构在其内部进行

统一调配而实现。金融机构通过其遍布各地的分

支机构，组成了复杂的空间系统(李小建, 2006)，这

种空间系统亦即金融机构网络，为金融资源流动必

备的“通道”，保证金融资源汇聚在金融节点(中心

城市)，同时将区域中的不同节点联系起来并限定

在一个彼此依存的状态中(张凤超, 2006)。在没有

边界的理想情况下，金融机构通过市场化的选择来

设立分支机构。不论扩张的方式和路径如何，其结

果可以促进增长圈的“极化”并推动发展极的“扩

散”，有利于实现区域金融一体化(乔海曙, 2002)。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金融一体化的过程就是金融

组织跨地经营的过程(魏清, 2011)。因此，研究者多

将区域金融网络分布与扩张研究与区域一体化联

系在一起。梳理文献发现，虽然有关金融机构跨区

域扩张及其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关系的理论探究文

献浩如烟海，对利弊争议、路径选择、扩张隐忧均有

探讨(Berger et al, 1993; Jayaratne et al, 1998; 胡月晓

等, 2004; 杨晓东, 2010)，但对空间性的忽视致使中

国的金融地理研究无法体现地理学在研究金融空

间组织问题中的特色和优势(林彰平等, 2006)。此

外，从方法看，构建网络是研究资源分布格局与流

动扩张的有效方法，但已有研究多数是关于物质

流、交通流或信息流的分析(Bagler, 2008; 武文杰

等, 2011; 甄峰等, 2012)，而区域经济联系大多通过

重力模型来测度 ( 顾朝林等, 2008; 冷炳荣等,

2011)。但重力模型仅是对联系的模拟，并非真正实

体的联系，也不能体现资源流动，且已有研究多关

注网络特征描述或时空演变过程，缺乏对机理的分

析(潘少奇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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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金融机构产生了提供跨区域服务的需求。在理想

状况下，金融机构将完全按市场化需求布局，但现实中会受到边界和政策的阻碍。本文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例，借鉴

金融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应用网络分析方法剖析了金融机构在一体化区域中的分布格局及扩张机理。基于2007-

2013年长三角地区16市金融机构发展状况和城市商业银行分布数据，构建了城市商业银行布局网络，并进一步测

量了边界效应和结构洞有效规模。结果显示：①长三角地区城市商业银行分布层级明显，异地经营逐渐增多，有突

破江浙省界的趋势；除上海金融中心作用凸显之外，南京、杭州、宁波和台州也成为金融机构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

点。②除政策管制占主导因素之外，城市金融需求、历史文化以及城市商业银行自身规模、股权结构和战略定位对

其扩张路径也有重要影响。研究区域人均贷款、文化差异、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均对金融机构扩张有显著的影响，

金融业比重、人均GDP和行政边界则并无显著作用。

关 键 词：金融机构网络；分布格局；扩张机理；城市商业银行；长三角

doi: 10.11820/dlkxjz.2014.09.011 中图分类号：F902 文献标识码：A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3卷

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构成金融机构网络的基本

要素之一，在设置其分支机构的初始阶段，通常选

择具有相似经济状况或地理相邻的区域，便于快速

整合或直接复制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可以说，其与

区域一体化的关系更为密切，适宜作为研究金融机

构网络扩张机理的对象。并且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跨

区域经营的大幕首先在长三角地区揭开，2006年上

海银行宁波分行成立，标志着城市商业银行开始了

跨区域经营的实践尝试。以上海为金融中心的长三

角地区，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土地面积 103555

km2，2011 年总人口 7113 万，GDP 达 8.2 万亿元，该

区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长三角核

心区包括江苏省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泰

州、扬州和南通8市，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绍

兴、宁波、舟山和台州 7市，以及直辖市上海，共 16

市。本文以长三角作为典型地区，以城市商业银行

为例，分析金融组织资源的空间分布和扩张，通过

考察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的轨

迹，探讨了利用社会网络来解释金融资源布局和流

动的方法。与金融学中对效率的衡量，以及地理学

中对特征的分析相比，本文更加关注空间扩张过程

中对于城市选择的机理和对一体化区域所带来的

效应。研究方法不仅对国内从空间网络视角研究

金融地理有理论借鉴意义，而且研究结论还将对江

浙沪地区银行加速实现跨区域经营，以便为长三角

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资金环境提供一定

的实践价值。

2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框架

金融地理学的理论认为，金融机构的发展与扩

张，除了与其本身实力密切相关之外，其网络演化

的过程还受到市场化、全球化、地方政府企业化、信

息化和一体化等外部影响力的共同作用。

从演化角度看，金融机构网络在市场化作用下

扩张，同城或异地的金融机构之间，由于总分支机

构的组织架构、金融业务的合作与代理、金融控股

公司的股权控制等原因，彼此间保持着密切的金融

资源配置关系。在没有边界的理想情况下，具有同

质性与趋利性的资金倾向于向金融发展水平较高

的金融节点流动，通常使得大型金融机构首先设置

在高等级城市再进一步扩张(Perroux, 1955)。一些

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成为全球城市的城市，将可能

更容易集聚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并引发改革(Rob-

inson, 2002)。位于这些高等级金融节点中的大型

金融机构，不仅提供金融服务，还具有差异化承载

空间、促进金融资源跨区域转移、架构城市群金融

等级结构等功能。但边界在分割金融系统中有着

重要地位和影响(Clark, 2005)，现实中存在着行政

边界和看不见的“文化制度边界”，同时跨区域金融

资源流动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整个金融体系和货

币政策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干预能促进金融资源

在金融排斥下流动(张俊生, 2005)，政府对于金融合

作的意愿是对市场化推手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

由于金融资源流动具有微观主体对资源实施配置

的最优性质，宏观调控已经很难按照地区进行严格

限定，各个国家不同时期调节金融行为的法规给其

金融系统带来的空间影响各异，其中计划经济和转

型国家的制度影响尤为突出(李小建等, 2006)。分

权化后地方政府具有更高的自主性，可能基于企业

化的考虑，而出台有利的战略导向推动金融机构扩

张，但也可能由于法规性或政治性等地方保护因素

对扩张造成阻碍(郭灿, 2004)。而信息化带来金融

机构形态的虚拟化，造成地理邻近的影响力减弱，

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都可能产生金融资源流动。但

同时金融机构日益通过网络方式在线开展业务，一

定程度上缩减了大量有形营业场所和巨额的固定

资产投资。还有，金融一体化可以表示为一个资本

管制和其他影响一体化程度的制度性障碍逐步消

除过程，也会对金融机构扩张与合作带来影响(Des-

rochers et al, 2005)。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融机构的扩张可

能仅在区域内部产生，也可能跨域行政边界产生；

可能在市场作用推动下先选择高等级城市设置分

支机构，也可能受到某条边界的阻碍，转而突破另

一条较弱的边界，先向邻近区域扩张。

2.2 银行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长三角地区所有1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排除

目前没有在16个城市内跨区域分布的苏州银行、宁

波通商银行和宁波东海银行，选取其他 12 家银行

(包括总部在上海的上海银行，在江苏的南京银行、

江苏银行、江苏长江商业银行，在浙江的杭州银行、

宁波银行、嘉兴银行、湖州银行、绍兴银行、台州银

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作为研

究样本，分别对每家银行在长三角地区其他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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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或分支机构的时间、数量进行统计。城市商业

银行异地扩张主要有直接设立异地分行、合并重

组、股权合作等几种模式，本文主要讨论直接设立

异地分支机构的扩张方式。本文的商业银行基本数

据主要来源于上海市工商局企业注册登记信息公开

网 站 (https://www.sgs.gov.cn)，江苏省无锡 (http://

www.wxgsj.gov.cn)、扬州 (http://www.yzgsj.gov.cn)、

苏 州 (http://www.szsgsj.gov.cn)、常 州 (http://www.

czgsj.gov.cn)、南 通 (http://www.ntgsj.gov.cn)、镇 江

(http://www.zjgsj.gov.cn)、浙江省宁波 (http://www.

nbaic.gov.cn)、杭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 (http://

www.hzaic.gov.cn)，银监会网站(www.cbrc.gov.cn)，

以及各大银行官网等，经济金融发展数据则来源于

《江苏省统计年鉴》(2012)，《浙江省统计年鉴》

(2012)，《上海市统计年鉴》(2012)，等。

2.3 研究方法

为反映城市商业银行格局变动情况，选用长三

角地区 12 家城市商业银行在 2007，2009，2011 和

2013 年 4 个时间节点的数量和分布数据。以本地

城市商业银行向其他城市设置分支机构的数据作

为其联系值，在ArcGIS中绘制出 16个城市间的金

融机构分布网络图。将该网络定义为一个有向无赋

值的矩阵，如果当年两个城市间不存在任意城市商

业银行的任一分支行设置关系，就将其金融联系值

赋为0，存在某一家银行设置分支机构，赋值为1，存

在两家或两个分支机构则赋值为2，依此类推，得到

4个二值化矩阵，形成16个节点之间联系的1-mode

网络，从而构建了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分布的网络

数据，辅助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 6.237 对

数据进行分析。

首先，根据社会网络测度区域内外联系的E-I

指数(External-Internal Index)构建边界效应BE(Bor-

der Effect)的定量化指标(罗家德, 2005)，以边界效

应来考察4个年份金融机构跨区域设置的变化。由

于在本文的分析中，上海是一个完整的区域，无法

计算区域内金融机构密度数值，所以只测度江苏和

浙江之间的边界效应情况。表达式为：

BE =Dsubgroup -Dgroup /Dsubgroup × 100% (1)

式中：BE为边界效应；Dsubgroup为区域内金融机构密

度，Dgroup为长三角内金融机构密度，而金融机构密

度D的表达式为：

D =(n ×点度中心度的均值)/n(n - 1) (2)

式中：n为网络中被连接的点的数目，也即区域内被

金融机构联结的城市数目；点度中心度是社会网络

中度量一个点与其他点之间直接联系程度的指

数。以边界效应BE来考察金融机构跨区域设置的

变化，当 BE 大的时候，表明边界起到的阻碍作用

大，更倾向于在区域内设置分支机构而不是跨区域

设置，反之亦然。然后，利用Ucient对结构洞(Struc-

ture Hole)的有效规模(Effective Size)进行测度，以

考察 4 个年份哪些城市作为金融节点发挥联系作

用。结构洞是对中介中心性的测度，非冗余的联系

人被结构洞所连接，一个结构洞是两个行动者之间

的非冗余的联系(Burt, 2009)。结构洞能够为其占

据者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提供机会，从而

比网络中其他位置上的成员更具有竞争优势。网

络中节点 i的有效规模ESi可用公式表示为：

ESi =∑
j

(1 -∑
q

piqmjq), q≠ i, j (3)

式中：j代表与 i相连接的所有点；q代表除了 i或 j之

外的每个第三者；piqmjq表示 i和 j之间的冗余度，其

中piq为 i投入q的关系所占比例，mjq为 j到q关系的

边际强度。结构洞有效规模的测度关注节点在网

络中的作用，而非其自身实力的强弱，以此考察金

融节点发挥联系作用的变化。

其次，选取相关指标，构建以要素差异矩阵为

解释变量、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分布网络为被解释

变量的分析模型，使用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

signment Procedure, QAP)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探

寻长三角地区金融流动与金融一体化的作用动

力。QAP是一种以重新抽样为基础的分析方法，通

过两个1-mode的矩阵中各个格值的相似性比较，给

出两个矩阵之间的相关系数(刘军, 2007)，适用于关

系数据(网络)的分析。

3 长三角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网络分布
格局

3.1 金融节点与城市商业银行网络分布格局

用ArcGIS分别绘制出 4个时间节点上 16个城

市间的城市商业银行扩张网络图(图 1)。从图 1可

以看出，2007-2013年间，总部在长三角地区的城市

商业银行布局网络密度不断加大；在政策支持下，

城市商业银行在跨市域经营的基础上，跨省分布也

不断增多，不但地域范围有所拓展，分支机构数量

也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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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7-2013年长三角地区16市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分布图

Fig.1 Cross region distribution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in 16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2007-2013

1244



第9期 季菲菲 等：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网络分布格局与扩张机理

在计算出16个城市的结构洞数据之后，经过观

察，剔除没有或较少被设置为金融机构分布节点

(金融网络节点)的城市，选取数值较大、较有代表性

的南京、杭州、宁波、台州和上海进行分析(表1)。综

合城市商业银行总部数量的变化可以发现，金融节

点的作用非常明显。例如，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和主

要金融节点，在江苏省内占绝对优势，金融机构以

南京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结构洞有效规模明显高

于其他城市，且不断上升；而浙江省的杭州、宁波、

台州 3市与上海形成明显的菱形格局，其中宁波和

台州的联通作用日益显著，致使同样作为省会的杭

州实力并不突出，结构洞有效规模由2011年最高的

4.51下降至2013年的2.53。宁波作为副省级城市，

拥有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限，更具经济活力，并更容

易得到国家战略的青睐，近年来影响力不断扩大，

结构洞有效规模从 2007年的 1.00逐步扩大到 2013

年的 6.06，列 16个城市中第二位。此外，在结构洞

有效规模的测算中，台州异军突起，凭借丰富的金

融资源和强大的融资能力成为金融网络中的重要

节点之一。从图 1也可明显地看出，台州成为金融

网络南端重要的一角。长三角地区 16个城市现有

的1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台州银行、民泰商业银行、

泰隆商业银行的总部都在台州，数量占总数的

1/5。究其原因，在发达的民营经济背景下，众多的

中小企业产生了旺盛的融资需求，促使其金融机构

兴旺发达。浓厚的民间融资氛围也功不可没并长

期产生影响，这3家城市商业银行均是由20年前设

立的城市信用社转型而来。

一般而言，金融机构的城市分布与中国金融中

心体系有高度的关联性，表现出明显的层级性(谢

守红等, 2004)。对 16个城市 2011年本地法人商业

银行数量和外资金融机构本地分行数量进行统计，

上海分别为 26家和 71家，不仅在长三角地区独占

鳌头，在全国范围也是位列第一，但在城市商业银

行的数量和分支机构布局上，上海仅保持一个稳定

的水平(结构洞有效规模 3~4之间)，被宁波和台州

超越(6.06和5.65)。

3.2 边界效应对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扩张的影响

中国的五大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早

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利用机构扩张的方式进行

竞争(易纲等, 2001)。而城市商业银行因为脱胎于

城市信用社，政府是其控股股东或重要股东，发展

受到地域和政策限制。金融空间体系中的管制空

间边界可能影响金融空间分割和一体化程度(彭宝

玉等, 2009)。通过计算边界效应，可衡量区域边界

对城市商业银行扩张的影响。

边界效应的测度结果(表2)显示，江苏和浙江两

省之间边界效应对城市商业银行网络的扩张仍有

部分限制作用，但随着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这种扩

张逐渐减弱。江苏省的边界效应先上升后下降，由

2007年的 0.30升至 2009年的 0.44，随后，逐渐降至

2013的 0.22；而浙江省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

2007年的 0.05逐渐上升到 2013年的 0.39。究其原

因，主要与银行的成立时间和规模有关。本文所选

取的城市商业银行中，江苏省的南京银行、江苏银

行等银行成立时间相对较早，经过发展已形成规

模，有向外扩张的实力和意图，近年来逐步突破江

浙边界跨省发展。而浙江省情况则与江苏不同。

浙江的湖州银行、绍兴银行等 2010年才改制成立，

受自身实力的限制，目前仅局限于当地或邻近城市

发展，没有在外省设置分支机构；而嘉兴银行、台州

银行等，虽成立时间较早，但一直致力于服务本地，

2011年才开始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可以预见，经过

一段时间的发展壮大，随着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

机构设置的增加，未来，浙江省的边界效应也将逐

步下降。

4 长三角城市商业银行网络扩张路径
与机理

4.1 驱动力的指标选取

国外的研究认为，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倾向于选

表1 2007-2013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金融节点

结构洞有效规模

Tab.1 Effective size of structure hole in the main financial

nod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2007-2013

城市

南京

杭州

宁波

台州

上海

2007
4.00

2.00

1.00

1.00

3.00

2009
8.78

2.97

3.29

2.38

2.99

2011
9.29

4.51

4.17

3.29

3.96

2013
9.29

2.53

6.06

5.65

3.89

表2 2007-2013年江浙边界效应

Tab.2 Border effect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2007-2013

省份

江苏省

浙江省

2007
0.30

0.05

2009
0.44

0.16

2011
0.33

0.28

2013
0.22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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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人均 GDP 及经济增长率高的城市(Calcagnini et

al, 1999; Carlson et al, 2005)。而与此相反，国内的

研究则指出，最吸引异地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因素

是较高的人均贷款额，与经济增长无关(周好文等,

2010)，同时，城市商业银行也更倾向于在同一经济

增长圈内或金融文化相近的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张

智勇, 2007)，但进入地方市场的行为可能会受到当

地政府的干预。为了探求驱动力因素，分别选择指

标分析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分布的内在机理。由

于目前难以获得 2013 年的部分数据，故而选用

2011年的指标进行测算。

表3为具体的指标选取，其中，由于金融资源流

动源于区域内部金融资源的分异，针对城市在金融

资源上的差异，分别构建金融业比重、人均GDP和

人均贷款差值矩阵表征各市金融规模、城市经济增

长和金融需求。为了考察地方政府保护地方利益

程度，构造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指标，用于衡量减

去与中央共享或者上交中央的税收收入后，地方政

府对财政收入的自主支配程度。为考察边界在分

割金融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引入虚拟变量1和0，

分别表示两市同属一个省(市)或不同省(市)。同

时，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不同

的经济氛围和金融模式，无形的文化边界并不等同

于行政边界。利用江浙沪地区方言复杂的特点，引

入文化差异(0-1网络)来衡量文化对金融的影响，变

量 1 和 0 分别表示两市同属一个方言小片或不同

小片。

4.2 扩张路径与机理

QAP 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结果(表 4)显示，动

力机制模型可以解释金融机构分布网络41.4%的变

异。经验分析表明，基于同一数据的QAP回归分析

的确定性系数一般比 OLS 回归分析要低 (刘军,

2009)。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金融机构分布与人

均贷款量及地方财政自治率关系显著，而与金融、

经济发展情况缺乏相关；和行政边界相比，文化边

界对金融机构的扩张有更加显著的影响。总的来

说，长三角地区商业银行网络的扩张受金融需求、

政策管制和历史文化等多种动力所影响。

由于影响不同规模和性质城市商业银行扩张

路径的因素不尽相同，故而在QAP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12家城市商业银行在成立时间、在长三角地区

设立异地分行时间、规模、股权结构以及战略定位

(表5)，整体分析长三角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扩张的

路径和机制。

从扩张路径上看，受自身因素的限制，12家银

行并不都遵循先向高等级金融节点扩张的一般规

律。上海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和宁波银行等

规模较大、注册资本较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因有外

资参与，股权结构复杂，战略定位也通常较高，扩张

范围甚至不局限于长三角地区。而绍兴银行、嘉兴

银行和湖州银行等规模较小、由原先的城市信用社

改制而来的城市商业银行，除本地县域分支机构

外，目前仅在彼此之间设立分行。此外，这些城市

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受地方财政控制，以服务本

地和中小微企业为主，并不致力于太多的异地扩

张。相比之下，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等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

设置则较为广泛。

表3 驱动力指标及定义

Tab.3 Driving factors and definition

解释变量

金融业比重差值网

人均GDP差值网

人均贷款差值网

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差值网

行政边界0-1网络

文化差异0-1网络

定义

两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差值

两市GDP/常住人口的差值

两市年末贷款余额/常住人口的差值

两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比例的差值*

两市同属一个省(市)或不同省(市)

两市同属一个方言小片或不同小片**

含义

表征各市金融规模

表征城市经济增长

表征城市金融需求

表征地方政府保护地方利益的程度

表征边界分割的作用

表征文化对金融的影响

注：* 表示从2012年起各级政府一般预算收入改称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口径上与2011年以前的“一般预算收入”相同，本文使用的分

析数据为2011年，故而在统计数据上仍为一般预算收入。

**表示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分属吴语区与江淮官话区，由于吴方言具有较高复杂性，为了以地级市为单位分析计算，大致归并分类

如下：吴方言：1、太湖片：①毗陵小片：常州、无锡、南通；②苏沪嘉小片：南通、苏州、无锡、上海、嘉兴；③苕溪小片：湖州；④杭州小片：

杭州；⑤临绍小片：杭州、绍兴；⑥甬江小片：宁波、舟山；2、台州片：台州。江淮官话：1、洪巢片：①淮东片：扬州、镇江；②淮西片：南

京；2、通泰片：①泰州片：泰州；②通州片：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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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扩张的机理上看，管制政策的限制是主要影

响因素。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在原城市信用社

的基础上经过合并、重组而成的，是中国银行体系

改革过程中的特有产物，设立的初衷是为地方经济

的发展提供服务，故而自成立之初其经营活动就被

限制在所在城市，伴随多年的发展和金融体制改

革，经历了“限制—有管制的放开—推动—叫停—

重新放开”的过程。2004 年 11 月，银监会发布的

《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明确鼓励城市商

业银行实施联合重组、并购以及跨区域发展。此时，

长三角地区的各大城市商业银行处于异地经营的

初始阶段，仍在探索跨县域发展。2006年2月银监

会先后出台《中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和

《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再次表明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政策性障碍开始消

除。此时经过一定的积累，城市商业银行走出所在

城市，开始到省内或外省其他地市设立分支机构，

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跨区域发展，成为现在城市商业

银行跨区域发展的主要方式。从表5中各城市商业

银行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的时间也可以看出，无论成

立时间多早，在政策的限制之下，直到2006年，长三

角地区内设立的第一家异地商业银行——上海银

行宁波分行才正式开业；此后南京银行泰州分行、

表5 长三角地区12家城市商业银行基本情况分析

Tab.5 Basic information of 12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银行名称

上海银行

南京银行

江苏银行

江苏长江商业银行

杭州银行

宁波银行

嘉兴银行

湖州银行

绍兴银行

台州银行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成立时间/第一家

长三角异地分行

设立时间

1995/2006

1996/2007

2007/2011

2008/2013

1996/2007

1997/2007

1997/2011

1998/2011

1997/2011

2002/2010

1993/2008

1988/2008

注册资本

/亿元

42.34

29.69

103.90

3.15

16.71

20.50

10.15

6.08

12.00

18.00

24.00

12.35

股权结构

国有股份、中资法人股份、外资股份及

个人股份共同组成

国有股份、中资法人股份、外资股份及

个人股份共同组成

10家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而成的现

代股份制商业银行

企业法人和个人共同参股

国有股份、中资法人股份、外资股份及

个人股份共同组成

国有股份、中资法人股份、外资股份及

个人股份共同组成

以民营为主体的企业法人为主

由地方财政、企业和个人参股组建

由地方财政、企业和个人参股组建

民营资本占比75.14%，战略投资者占

比19.86%，政府占比5%

民营资本占比100%

民营资本占比84.26%，战略投资者占

比7.51%，政府占比8.23%

战略定位

形成覆盖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中西部

重点城市的网络布局

与外资银行战略合作、跨区域经营、上市

差异化、特色化、精细化、综合化、国际化

发展

打造成在靖江有优势、在泰州有特色、在

江苏有影响的现代化精品银行

立足浙江、在长三角地区具有竞争优势、

在长三角以外的其他城市具有经营特色

的区域性银行

以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和跨区域经

营为三大发展战略

区域性股份制、中小企业银行

立足湖州、辐射长三角的区域性股份制商

业银行

在实现网点全市全覆盖基础上，抢抓对外

投资和跨区发展机遇

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面向全国，成为服

务国内中小微企业的全国性银行

服务地方经济与中小企业为主

服务地方经济、小微企业、城乡居民

注：数据为笔者根据各银行官方网站资料整理。

表4 长三角地区商业银行网络扩张动因分析

Tab.4 Driving mechanism analysis of commercial bank

network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常数项

金融业比重差值网

人均GDP差值网

人均贷款差值网

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差值网

行政边界0-1网络

文化差异0-1网络

R²

调整后R²

QAP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

0.130

0.056

0.252**

0.458**

0.007

-0.185*

P值

0.124

0.231

0.008

0.007

0.470

0.018

QAP回归

标准化

0.000

0.186**

0.227*

0.217**

0.421

0.414

P 值

0.009

0.024

0.004

注：*表示在0.05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在0.01显著水平

下通过检验，***表示在0.00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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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上海分行、杭州银行舟山分行也相继开

业。2009年 4月，银监会发布《关于中小商业银行

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标志着

监管当局开始推动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此

后各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分布进一步扩大。

此外，金融需求和类同的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力。根据区域经济的特性，金融资源分布的差异性

和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决定了银行跨区域发展

必须适应当地金融需求。长三角区域企业众多，金

融需求旺盛，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异地支付结算、信

贷、咨询、理财、投行等金融支持。一方面，如果金

融机构的经营限制使其资金的跨区域流动和结算

超出了自身的能力，就会造成企业客户的流失。另

一方面，大型金融机构通常更愿意为大企业提供融

资，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而城市商业银行则更

愿意满足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需求 ( 李永军等,

2001)。这是城市商业银行广泛分布于民营经济发

达的台州、宁波、杭州、嘉兴、苏州等地区的主要原

因，并在拥有大量中小企业的经济中具有不可或缺

的地位。而历史文化形成的“文化制度边界”对金

融机构扩张的影响体现在，相同的语言和文化甚至

密切的宗族关系，使企业家间具有高度的相互信

任，容易建立合作关系。从明朝金融业萌芽开始，

宁波、绍兴等地的钱庄业主，大量前往上海从事商

业活动，继而广泛在杭州、绍兴、南京等地设立分支

机构，拓展业务范围，这可能与沪杭甬文化相近有

一定相关性(浙江省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2000; 上海

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2003)。

4.3 案例分析：南京银行

南京银行于1996年成立，是中国继深圳、上海、

北京后成立的第四家城市商业银行，并于2007年成

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国内主板上市的城市商业银

行。早在2001年，南京银行即确立了跨区经营的战

略目标，一直稳步推进分支机构的建设。

但是，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的设立，不

仅和企业本身的实力与战略有关，而且更取决于政

策的调控。2005年，银监会支持城市商业银行设立

异地分支机构。在充分考虑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

经营意愿的基础上，批准达到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

评级中等以上水准、满足各项监管要求的城市商业

银行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申请。借助政策，在充分

积蓄实力之后，2007年 2月，南京银行泰州分行正

式开业，迈出跨区域经营的第一步。2007年12月，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又正式获准筹建，成为继北京银

行之后第二家进军上海的城市商业银行。此后跨

区域经营不断推进，先后设立了无锡、北京、南通、

杭州、扬州、苏州和常州 9家分行。其中 2010年南

京银行杭州分行的开业，标志着其迈出在浙江市场

拓展的重要一步。

到了 2011年，银监会为促进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更好地支持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和

“三农”发展，增强银行服务辐射功能，对股份制商

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市场准入政策进

行调整，并下发了《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

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借着这股政策的

东风，加之 15年发展的积累和沉淀，南京银行异地

分支机构拓展再次加快。在南京银行目前位于长

三角其他8市的36家异地分支机构中(包括各级分

行和支行)，有18家都是在2011年之后建立的。

南京银行的扩张过程印证了上文的分析，可以

看出，城市商业银行的异地扩张节奏受政策影响较

大；在空间上，或首先选择邻近的进入成本较低的

城市，不一定立即入驻金融水平较高的城市。就南

京银行的扩张轨迹而言，第一步先是走向泰州，其

后才在上海落户，而在随后的扩张中，扬州分行也

先于苏州分行。

5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长三角地区 16市城市商业银行

分布和扩张网络，应用社会网络方法对结构洞有效

规模、结边界效应进行测度，并对扩张路径和机理

进行QAP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2007-2013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商业银行在

长三角地区的分布网络逐渐完善，层级逐渐明显，

南京、杭州、宁波、台州和上海具有较高的结构洞有

效规模，成为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支结构的首选金

融节点，起到联通16个城市金融资源的作用。其中

台州的凸显充分体现了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达

且对金融资源需求旺盛的特点。随着城市商业银

行跨省分布增多，江苏和浙江之间的边界逐渐打

破，江苏省的边界效应到 2013年已下降至 0.22，浙

江省虽然为 0.39，但在未来有下降趋势，江浙边界

将进一步消融，城市商业银行由服务本地为主逐步

向为一体化区域发展服务。

(2) 在进行异地扩张的路径和机理方面，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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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的扩张并不完全根据市场化需求确定路

径，而是和政策的变化联系更为紧密。在分支结构

设置城市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先突破较弱的行政边

界和文化边界，向相邻区域扩张。而人均贷款、文

化差异、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 3种因素对金融机构

扩张的显著性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商银行首先应注

重顺应政策导向，乘势发展；不同城市的金融需求

对区位选择也有一定意义，选择中小企业多、民营

经济发达，具有较强融资需求的城市将有利于发

展；同时，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还一定程度上传承

了江浙钱庄业明清时期拓展的思路，倾向于在文化

相近地区进行先期扩张，以降低风险。

随着长三角地区城市商业银行自身发展壮大，

经营范围的进一步扩展，可能会出现新的因素，并

对测算结果产生影响，有待于进一步追踪探讨。此

外，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本文未对长三角区域进

行县域层次的分析。如果对下一级的分支机构(支

行)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苏州的昆山、宁波的慈溪

以及台州的温岭比较突出，通常可作为城区之外较

早设置支行的节点，今后可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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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expansion mechanism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network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JI Feifei1, 2, CHEN W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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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flow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cross region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more frequent, leading to a demand for cross region financial services. By network analysis, this

study uses the theories of financial geography to explore how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istribute and expand in an in-

tegrated reg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rket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s enterprise

orient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In theory, for maximizing the benefits under a

common market, financial resources might flow anywhere by us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carrier rather than

stay in one node. In practice, however, such movement might be impeded by boundaries between cities.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situ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f 16 cities and distribution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this article builds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network (city commercial bank network)

and measures its border effect and effective size of structure ho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border effect of

Jiangsu Province dropped from 0.30 in 2007 to 0.22 in 2013, while the border effect of Zhejiang Province

reached 0.39 in 2013. Links between city commercial banks in different cities have become stronger, and increas-

ingly mo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ocate their subsidiaries to other cities, even expand across provincial borders.

As the border effect drops, the barrier betwee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might partly diminish along with

the expansion of banks. Moreover, it is clear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shows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Shanghai as a financial center, along with Nanjing, Hangzhou, Ningbo, and Taizhou, serve as finan-

cial nodes in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network. (2) The expansion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is mainly restricted

by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But it is also affected by financial deman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banks' own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Using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QAP) to analyze the

driving forces,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balance of loans per person, culture diversity, and self-control abilit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he revenue play important roles on city commercial bank expansion, while GDP per

capita, added value of financial rate, and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are not important factors. If a city commercial

bank is controlled by a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will play a

major role, whi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demand is the central cause of financial flows. In city

commercial banks dominated by foreign capital or private business, the location choice might be more flexible.

In addition, empirical study of financial network evolution of Bank of Nanjing lends some support to earlier anal-

ysi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to study financial institution expansion mechanism and financial flow network

from a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However, with the growth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

ta, new factors might arise and the situation may change quickly. Thus further study will shed light on any new

situation. County level analysis might also reveal further details of the issues under discussion.

Key words: financial institution network; distribution pattern; expansion mechanism; city commercial bank;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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