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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il index and GIS map analysis technology, the spatial structure changes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regional finance in Shaanxi Provinc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 in Shaanxi 

Province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and there is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s 

the main reason of Shaanxi's economic difference,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s the main reason of 

Shaanxi's financial differenc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n Guanzhong determines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Sha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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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基于泰尔指数和 GIS 地图分析技术，对陕西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空间结构变化做

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陕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处于较低水平，存在很大的提

升空间；地域间差异是导致陕西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地域内差异是导致陕西金融差异的主

要原因；关中的地域内差异决定陕西的经济、金融发展差异。 

1. 引言 

现阶段，陕西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关中、陕北、陕南三大经济

区协调发展问题正日益成为陕西追赶超越之路的需要破解的重要问题之一，另一方面，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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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正在大力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极点。理论与经验均表明，金融是经济的“血

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优势，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驱动力之一。故，解决陕西三大经济区协调发展问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必须用好金融这

个工具，本研究基于泰尔指数和 GIS 地图分析技术，对陕西省区域经济、金融空间结构演变

加以对比分析，以期明确陕西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深层原因，从而助力于区域经济的

协调发展。 

2. 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本文的研究范畴隶属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领域，有关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展开

了分析： 

一是对区域金融差异的动态演进态势加以描述。李敬等（2008）的研究表明我国区域金

融发展差异的演变路径为“草帽”型。[1]严武军（2011）认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在

1992 年至 2009 年间呈“U”字型走向。[2]俞颖等（2017）认为我国总体与东部地区的金融发

展差异演进轨迹呈倒“U”字型。[3] 

二是阐释了研究金融发展差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Rodriguez-fuentes（1998）认为金

融发展方式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存在很大的影响。[4]杨国中、李木祥（2004）认为

我国信贷资金的非均衡性流动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5]黄蓓、王祥（2010）认为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36]闫丽瑞、田祥宇（2012）认为缩小东、中、

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关键在于加快西部地区金融发展。[7] 

三是对金融发展差异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Stijin 和 Enrico(2007)发现金融发展差异随金

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8]崔光庆、王景武（2006）认为中央政府的制度安排、地方政

府的政策抉择导致了区域金融差异。[9] 

四是部分学者对我国全国或省际层面的金融发展差异进行了研究。如：周立、胡鞍钢，

赵伟、马瑞永（2006），杜家廷（2010），金红丹（2010），彭宝玉、谢桂珍（2016）等均对中

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进行了研究。[10]-[14]彭宝玉、张敏等（2012）将河南分为地级市和县域两

大地域类型，运用泰尔指数对河南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空间结构变化做对比分析。[15]董金玲

（2009）和成春林、华桂宏（2013）等对江苏的金融发展差异进行了研究。[16]- [17] 

以上专家、学者对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他

们的研究范围多基于于全国这个大范畴，仅个别学者将研究范畴缩小至省级区域，如彭宝玉、

张敏、董金玲、成春林等，此类省级区域的金融发展差异研究成果较少。本文的创新之处在

于基于泰尔指数和 GIS 地图分析技术，对陕西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空间结构变化作对比分析，

将研究范围聚焦于陕西。 

3. 测量模型构建 

基于泰尔指数具有可分解性的特点，笔者采用泰尔指数用来测度陕西省经济、金融发展

的空间差异。泰尔指数的大小表明所考察范围内各地区经济、金融发展差异的大小，个体之

间愈是接近，泰尔指数的值愈小，各区域之间经济、金融发展差异越小；泰尔指数越大，则

表明个体差异越大，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异越大。利用泰尔指数的时间序列可以清楚地看

到各年份差异变化的动态过程。 

笔者以经济为例，演示如何运用泰尔指数测度陕西省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借鉴郑长德
[18]（2008）、彭宝玉[15]（2012）的方法利用泰尔指数对陕西的经济发展差异化进行动态分析，

陕西省可以划分为关中、陕北、陕南三大地区，其中，关中地区为西安、铜川、宝鸡、咸阳、

渭南、杨凌这五市一区；陕北包括延安、榆林两市；陕南地区包括汉中、安康、商洛三市。

则关中、陕北、陕南的泰尔指数计算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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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G、TN、TS表示关中、陕北、陕南的经济发展差异程度；YG、YN、YS 分别表示

关中、陕北、陕南地区的 GDP；PG、PN、PS 分别表示关中、陕北、陕南地区的人口；Yi、Pi

分别表示第 i 市的 GDP 和人口。根据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总差异可以分为地域间和地域内

差异，以 Y、P 分别表示陕西省的 GDP、人口数量，则地域间的差异 TJ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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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内差异 TI的公式为： 

𝑇𝐼 =
𝑌𝐺

𝑌
∗ 𝑇𝐺 +

𝑌𝑁

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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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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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可以得到总差异 TZ为： 

𝑇𝑍 = 𝑇𝐼 + 𝑇𝐽     （6） 

根据泰尔指数可以计算出地域内差异和地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地域内差异对总

差异的贡献度为：TI/TZ、地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为：TJ/TZ、关中、陕北、陕南地域内

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依次为：

𝑌𝐺
𝑌
∗𝑇𝐺

𝑇𝑍
、

𝑌𝑁
𝑌
∗𝑇𝑁

𝑇𝑍
、

𝑌𝑆
𝑌
∗𝑇𝑆

𝑇𝑍
。 

利用泰尔指数对陕西的金融发展差异化进行动态分析的方法与对经济测量的方式一致，

只是将经济指标替换为金融发展指标——金融机构（含本外币）年末存贷款余额，故本研究

不再做具体论述。 

4. 陕西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分析 

4.1 时间变化分析 

将源自陕西省统计局官网的《陕西区域统计年鉴》相关数据1带入第三章有关公式，得到

陕西省经济发展差异的泰尔指数如下： 

                                                             
1 由于《陕西区域统计年鉴 2018》缺少 2001-2004 年数据，缺失数据由《陕西区域统计年鉴 2012》获得。此外，由于

省一级的统计数据部分年份不等于所有市一级数据的加总，故本文的陕西省、关中、陕北、陕南的 GDP 与人口数据均取 11

个市（区）的加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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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泰尔指数分解的陕西省经济发展差异分析表 

（1）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呈现下降趋势。2000 年，陕西省经济发展的总差

异在 0.32，在此之后，总差异一路下滑，到 2013 年，总差异已经缩小至 0.2540，但最近四年，

总差异有所扩大。这表明，在过去的 17 年里，陕西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图 2  陕西省地域间、地域内经济发展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 

（2）地域内差异持续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达到 40%-50%。地域间差异呈倒 U 字形

或草帽型演化轨迹，2008 年是地域间差异的峰顶，在这以前，地域间差异不断扩大，在此之

后，地域间差异在波动中不断缩小。且图 2 表明，2005 年以前和 2015 年以后，地域内差异

大于地域间差异，2005-2015 年，地域间差异大于地域内差异。总体来讲，地域间差异是导致

陕西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地域内差异对陕西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影响较小，长期维持在 0.25

以下，且贡献率不断下降。这表明，在 2015 年以前，关中、陕北、陕南三大经济区之间的经

济往来存在一定的障碍，例如秦岭的阻隔、陕南地区的山高林密、陕北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

等地势地貌特征导致三大经济区之间的交通不便问题。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陕西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三大经济区的协调发展问题，将其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任务来抓，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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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又如火如荼，“两纵五横四枢纽”的铁路骨架网已经建成，“米”字型高速公路网日益完善，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作用日益显著，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陕西三大经济区的协调发展。目前，

陕西已经形成了关中聚集高新科技和装备制造，陕北以高端能源化工为主导，陕南以现代农

业、文化和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为主的产业布局。在三大经济区协调发展问题初见成效之后，

三大经济区地域内部的发展问题开始成为导致陕西经济发展差异的主因。 

（3）陕北的地域内差异一直呈现下降趋势，陕南的地域内差异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状态，

陕北的地域内差异与陕西省总体差异水平保持一致，先缓慢上升，再不断下降，2013 年后又

呈现上升态势。图 2 又表明，关中地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最高，陕北、陕南的地域内

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非常小。故笔者认为陕西的经济发展差异主要是由关中的地域内差异

决定的。 

4.2 空间变化分析 

以各市人均 GDP 与陕西省人均 GDP 平均水平的比 M 作为分析指标，依照 M 的取值范

围≤0.5、0.5～1.0、1.0～1.5；≥1.5，把陕西省 11 个地域单元2划分为经济不发达（白色）、

欠发达（灰色）、次发达（浅黑）和发达（黑色）4 种区域类型。对比分析 2000 年、2010 年、

2017 年陕西各市的 M 值图，可以发现陕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有如下特征。 

 

图 3  2000 年陕西经济结构  图 4 2010 年陕西经济结构  图 5  2017 年陕西经济结构 

通过对图 3、图 4、图 5 三幅图的对比，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陕南地区，特别是安康和商洛两市，长期是陕西省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2010

年至 2017 年，安康和商洛的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步入经济欠发达阶段。 

（2）陕北地区，尤其是榆林市的经济发展，一直位于陕西经济发展的前列。笔者认为这

是主要由于榆林、延安两市具有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其支柱性产业是煤炭化工产业，以

榆林市神木县为例，神木县 2010 年的煤炭产量为 1.6 亿吨，约占到了陕西全省煤炭产量的一

半。[19]煤炭、原油价格的飞速上涨，例如煤价最高峰时达到 650 元/吨（2008 年 8 月价格）[20]，

北煤南运战略的实施，使当地经济收益良多。此外，延安作为中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受到了

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的政策倾斜。 

（3）省会西安的经济发展一直位于全省的中上游水平，且关中地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整个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距离陕北仍然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笔者认

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生态问题开始被社会重视，美丽中国战略持续实施，

                                                             
2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自 1983 年 11 月 1 日起由咸阳市直辖，陕西省行政区域划分地图将杨凌示范区划归在咸阳市地图内，

但杨凌示范区的经济统计数据却独立于咸阳市之外，故文中的陕西省经济空间结构变化图中将杨凌示范区的数据算入咸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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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中地区环境污染较为严重，PM2.5 居高不下，2018 年汾渭平原3被列入全国环境污染重点

防控区域后，生态环保、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环保风暴在关中地区拉响，一大批

重污染企业被关停并转，这对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二是关中以高新科技和装备制

造业为主导产业，高新制造业的发展对资金、技术和人员素质要求较大，故经济增长步伐相

对缓慢。 

5. 陕西省区域金融空间结构变化分析 

5.1 时间变化分析 

将源自陕西省统计局官网的《陕西区域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带入第三章有关公式，得到

陕西省金融发展差异的泰尔指数如下： 

 

图 6  基于泰尔指数分解的陕西省金融发展差异分析图 

（1）陕西省金融发展差异水平呈波浪形特点。在 2003 年前上涨趋势明显，04 年至 09

年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下滑，2010 年金融发展差异突增至 0.3119，之后 5 年金融发展差异水平

维持在 0.3 附近，15 年以后，金融发展差异又开始下滑。 

（2）陕西金融发展地域间差异的走势情况与总差异的走势情况呈现高度同步运行的特点。 

（3）图 6 表明，地域内差异水平一直高于地域间差异水平 TJ。图 7 表明，地域内差异

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也一直远高于地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故，地域内差异是陕西金融

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因。 

                                                             
3 汾渭平原 11 城市，包括山西省吕梁、晋中、临汾、运城市，河南省洛阳、三门峡市，陕西省西安、咸阳、宝鸡、铜

川、渭南市以及杨凌示范区 

0

0.05

0.1

0.15

0.2

0.25

0.3

0.35

0.4

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

关中地域内差异 陕北地域内差异 陕南地域内差异
地域间差异 地域内差异 总差异

40



 

 

 

图 7  陕西省地域间、地域内金融发展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 

（4）图 6 表明，关中地域内差异水平一直高于陕北、陕南的地域内差异水平。图 7 表明，

关中地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遥遥领先于陕北、陕南地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故，

关中地域内差异是导致陕西金融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因。 

5.2 空间变化分析 

以各市人均金融相关率与陕西省人均金融相关率平均水平的比 N 作为分析指标，依照 N

的取值范围≤0.5、0.5～1.0、1.0～1.5；≥1.5，把陕西省 11 个地域单元4划分为金融不发达（白

色）、欠发达（灰色）、次发达（浅黑）和发达（黑色）4 种区域类型。对比分析 2000 年、2010

年、2017 年陕西各市的 N 值图，可以发现陕西区域金融空间结构有如下特征。 

 

图 8  2000 年陕西金融结构  图 9 2010 年陕西金融结构  图 10  2017 年陕西金融结构 

通过对图 8、图 9、图 10 的对比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西安一直是陕西金融发展最为发达的地区。西安的金融发达，一方面体现于金融机构多。

就证券方面而言，西安拥有总部位于陕西的三家证券公司的两家——西部证券、开源证券，

其余证券公司的分支营业厅 70 多家；就银行而言，各大银行在西安的支行明显多于其他市，

城商行西安银行成功登陆上交所；就保险公司而言，2017 年年末西安全市共有保险公司 59

                                                             
4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自 1983 年 11 月 1 日起由咸阳市直辖，陕西省行政区域划分地图将杨凌示范区划归在咸阳市地图内，

但杨凌示范区的经济统计数据却独立于咸阳市之外，故文中的陕西省经济空间结构变化图对杨凌示范区的情况不加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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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 123 家，全年保费收入达 420.73 亿元。另一方面体现于西安新金融业

态多，西安在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物流金融、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都走在陕西的最前

面。 

陕北地区金融发展有待提高。长期以来，陕北地区银行等正规金融发展之后，以民间融

资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蓬勃发展。国家统计局 2015 年有关统计数据表明，2012-2015 年，榆

林市中小企业通过民间融资形式筹集资金的比例呈现逐年上涨，截止 2015 年，这一比例已经

接近 50%。且 2012 年初，榆林市房地产泡沫破裂、过度繁荣的民间金融链条断开对陕北地区

的金融发展打击巨大，仅神木县便有 2000 余家地下高利贷机构消失，民间资金蒸发超 300 亿

元。 

6. 结论与建议 

6.1 陕西省区域经济、金融空间结构变化对比结论 

从泰尔指数结果着手，本研究得到三大观点：一是就陕西总体来看，陕西金融发展对经

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体现于陕西金融发展总差异与经济增长总差异的演化趋

势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例如二者的总趋势都是下降。二是地域间差异是导致陕西经济差异的

主要原因，地域内差异是导致陕西金融差异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金融具有跨区域

调配资源的作用，所以陕西三大经济区之间的金融资源调配较为方便，但区域内部，在县域

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下沉难度显著增大。三是陕西的经济、金

融发展差异主要都是由关中的地域内差异决定的。 

从空间结构演化视阈着手，本研究发现：陕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处于较低水

平，这即表现在西安金融发展水平最高，但经济发展却不是陕西最发达，更表现于陕北经济

发达，但金融发展落后。 

综上所述，陕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具有很大的提升潜力。 

6.2 金融发展支持陕西经济增长路径 

6.2.1 密切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目前陕西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作用存在明显的可供提高的余地，形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协调发展长效机制对双方而言均意义重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深化金

融业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发展科技金融。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发展相当一部分要落脚

于制造业上，科技成果具有专属性、依附性、虚拟性、垄断性、溢出性、期权性等特点，融

资需求大、经济效益显著，只要在二者之间形成一条稳定的互动发展路径，就能实现共赢。

二是发挥金融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积极发展供应链金融、物流金融、PPP 项目融资

等新型金融业态，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含量。通过供应链金融、物流金融等金融业务，一

方面可以将金融融入整个经济运行过程，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遇见的资金难题，降低经济运

行成本，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为金融业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加

快金融业的发展。三是建立健全金融驱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力争实现通过金融驱动城镇

化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又反过来推动金融业的发展。 

6.2.2 进一步发挥西安作为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2017 年，陕西金融发展的最大特点是，除西安是金融发达地区外，其余地区均为金融次

发达，没有金融不发达、欠发达地区。可以说，金融资源大量聚集与省会西安。西安应该积

极发挥自己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作用，加大区域金融中心辐射力度与范围，带动陕南、陕北

地域金融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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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新时期，地域间差异是陕西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了推动缩小地域间差异，陕西省应

该积极推动金融服务下沉，首先要加快辽宁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一个自上而下的纵向协

调机制保障金融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市际间建立一个金融发展协调机构，破除金融资源市级

行政单位内部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要鼓励各大金融机

构将服务网点向县城、农村延伸，鼓励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发展，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最后，金融机构要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既要发挥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

业态的优势，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金融信息的可获得性，又要构建基于供给侧的中小

企业适配专门信贷金融，为陕西县域经济发展发展提供一个独特的金融支持长效机制。 

6.2.4 积极发展陕北的正规金融业务，做好民间融资风控，支持老区发展。 

陕北地区正规金融发展的长期缺位造就了榆林民间融资的蓬勃发展，而榆林民间融资的

野蛮发展集聚了大量的风险，温州民间融资、鄂尔多斯民间融资暴雷后，榆林民间融资问题

显得更为严重，2012 年“神木危机”的爆发就是一种体现。目前陕北地区正处于转型升级的

关键时期，为了推动陕北地区经济发展，发展老区经济，保证能源化工产业的顺利转型升级，

陕北一要积极发展正规金融，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途径，做大做强金融机构，如红寺

堡汇发村镇银行等，提高陕北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二要积极引导非正

规金融与微型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激发金融业的市场活力，形成有序竞争；三要做好民间

融资风控，建立健全民间融资风控机制和体系，既要充分运用民间融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

用，又要确定风险在可控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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