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比较不同地区的金融资源状况 

随着国内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资源流动性

和自主性不断增强，作为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成

为不同地区间的重要争夺对象。更高的金融资源富集水平，意味

着更强的投资、消费能力以及更活络的经济，给区域政府带来更

多财政税收和更强的资金调配能力，一般也意味着更强的金融风

险抵御能力和金融稳定维护动力，应当成为全国性信用增进机构

的重要考量因素。对于如何比较和衡量不同地区的金融资源富集

水平，本文作简要分析如下： 

    一、衡量区域金融资源状况的维度和指标 

图表 1：决定区域金融资源状况的主要维度 

（一）金融业地位及政策环境 

金融业是高准入门槛和严格监管的行业，相较于市场的自发

发展，政府的高效组织管理和大力政策引导具有更加重要的推动

作用，也是金融资源富集的重要体现，相关指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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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业地位及产业规模，包括金融、保险行业 GDP 规模，

金融、保险业 GDP 占地区 GDP 的比重等； 

 区域发展定位及政策环境，本身是否或是否毗邻国家或

地区的金融中心，是否出台有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优惠

政策，力度如何等。 

 政府组织管理水平，金融办或金融监管局的设置情况，

是否任有多年金融领域专业从业经历的副省长或副市长，

是否设立专门的控股运营平台等。 

（二）金融机构结构、数量及质量 

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作为

金融资源聚集及配置的载体和渠道，是决定区域金融实力和金融

资源密度的关键因素，相关指标包括： 

 金融机构数量及密度，包括金融机构法人数量及增速、

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及增速、金融从业人数及增速等

指标，还可结合地区 GDP、人口数计算相对指标，反映金

融机构的经营密度； 

 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状况，包括各类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

中的总资产、净资产和资产负债率水平等指标，可以反

映金融机构掌控的金融资源规模和质量，其中总资产规

模是最重要的指标； 

 金融机构所有权结构，主要包括地方所有金融机构的数

量占比和资产规模占比、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资产规模及



家数等，反映区域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掌控程度。 

（三）区域融资规模和结构 

金融资产规模、结构和质量是区域融资能力和金融资源利用

水平的直接反映，根据金融市场和融资渠道的不同可细分为多项

指标，主要有： 

 社会融资规模及增速，可作为区域融资能力的总体反映； 

 银行存贷款规模及结构，包括银行存款余额、银行贷款

余额、存款/GDP、贷款/GDP、存贷比等指标，可以从不

同角度反映出各地经济的存款吸纳和贷款派生能力； 

 债券融资规模及增速，包括区域内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和

交易所市场发行的各类债券，反映债券市场的融资能力

和资金利用水平； 

 资本市场融资状况，包括上市公司数量、总市值、当年

度新增上市公司数量、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等，反映资

本市场融资的能力和趋势； 

 保险资金富集水平，包括保费收入及增速等总量指标，

以及保险深度（保费收入/GDP）和保险密度（常驻人口

人均保费收入）等相对指标，反映保险行业发展情况和

资金利用水平。 

（四）金融风险处置及信用环境 

金融风险处置及信用环境是指区域内各类金融行为主体诚

信履约、防控风险、处置纠纷等的能力和水平，对区域金融资产



的质量、金融资源的流动以及金融产业的长远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相关指标包括： 

 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包括公开市场债务违约、资本市场

违规、企业破产清算等对区域金融环境有较大冲击的事

件频度和后续处置情况； 

 政府协调救助水平，指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发生时，当地

政府的救助意愿、协调能力和行动效率，是金融风险防

控和风险事件处置的关键因素； 

 诚信文化和信用习惯，指该区域长期以来形成的履约诚

信文化状况，以及信用主体的行为习惯，可以作为定性

分析的重要参考； 

 银行贷款不良率，是反映区域金融资产质量和信用状况

的重要指标。 

二、区域金融资源评价框架示例 

明确区域金融资源状况的衡量维度之后，需要合理选取具体

指标并赋予权重，设计评分方法，形成整体的评价框架。需要注

意的是，要素指标的选取应简洁概要，过于复杂的指标体系也会

增大数据获得和整理的难度，分值和权重设定很难做到科学合理，

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参考性。因此，我们在四个大维度下，

每个小维度只选取一到两个关键指标，采取定量排序和定性评分

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分值，然后根据权重汇总计算总分，参考分析

框架如下： 



图表 2：区域金融资源状况参考分析框架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权

重 
关键指标 说明 

1.金融业

地位及政

策环境

（15%） 

1）金融业地位及产业

规模  
5% 金融业 GDP 占比、规模 

定量指标、依据排名

评分 

2） 区域定位及政策环

境  
5% 

是否区域金融中心、政策

密度 

定性指标、专家主观

评分 

3） 政府组织管理水平 5% 
金融行政设置、金融控股

平台 

定性指标、专家主观

评分 

2.金融机

构状况

（30%） 

1）金融机构数量及密

度  
10% 

金融机构法人数、从业人

数 

定量指标、依据排名

评分 

2）金融机构资产负债

状况  
10% 

金融机构总资产、净资产

规模 

定量指标、依据排名

评分 

3）金融机构所有权结

构  
10% 

城商行和农商行资产规

模 

定量指标、依据排名

评分 

3.区域融

资规模和

结构

（40%） 

1）社会融资规模及增

速  
8% 社会融资规模 

定量指标、依据排名

评分 

2）银行存贷款规模及

结构  
8% 银行存款余额、存贷比 

定量指标、依据排名

评分 

3）债券融资规模及增

速 
8% 

债券融资规模、当年新增

量 

定量指标、依据排名

评分 

4） 资本市场融资状况 8% 
上市总市值、当年新增家

数 

定量指标、依据排名

评分 

5）保险资金富集水平 8% 
保费收入及增速、保险深

度 

定量指标、依据排名

评分 

4.金融风

险处置及

信用环境

（15%） 

1） 重大金融风险事件  4% 风险事件次数、规模 
定性指标、专家主观

评分 

2）政府协调救助水平  4% 政府参与处置力度、效率 
定性指标、专家主观

评分 

3）诚信文化和信用习

惯  
4% 地域文化特征 

定性指标、专家主观

评分 

4） 银行贷款不良率  3% 银行贷款不良率 
定量指标、依据排名

评分 

    以上评分框架适用于比较省、市等高行政级别的多个区域间

的金融资源状况，易于获得各维度的数据进行较全面的评定。如

果比较对象行政级别较低或数量较少，各维度指标评分则会因数

据缺失或排名差距过小而失准，影响分析效果。 

三、相关建议 



第一，金融资源富集水平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意味着

更强的投资、消费能力以及更活络的经济。对于全国性信用增进

机构开展的债券增信和投资业务而言，区域金融资源状况的重要

性更加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政府防控金融风险、处置

风险事件的意愿和能力，应该在拓展新增业务的区域选择和管理

存量项目风险时得到更高程度的重视。 

第二，要全面、准确地评价区域金融资源状况，需要从多个

维度选取关键指标搭建分析打分模型来实现，主要维度包括金融

业地位及政策环境、金融机构状况、区域融资规模和结构、金融

风险处置及信用环境等，进一步细分为多项定量和定性指标。考

虑到数据可得性和整理难度，建议在全维度下选择少数关键指标

构建分析框架，参考上文示例，每年对业务集中的地级市进行综

合打分排名，可作为信用增进机构业务区域选择、内部评级等的

参考。 

第三，日常业务质控和审批时，对于数量有限的分析对象，

复杂全面的分析框架适用度不高。可以考虑选取几个关键指标，

如区域社会融资规模、城商行和农商行资产规模、债券融资规模

等，与区域 GDP、年度财政收入等指标一同列示，用以更全面地

反映区域经济竞争力，为项目评审人员提供参考。 

 

（来源：中债信用增进公司战略发展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