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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涵盖经济发展基础、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重点金融行业发展能力和金融创新环境 4 个维度共 14 个指标的区域

金融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属性决策方法对 2008—2017 年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进行纵向分析，同时对 2017 年全国

31 个省（市、区）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横向比较，为湖北省提升金融创新能力提供参考。研究表明：近十年来湖北省金融创新

能力不断提升，整体水平处于全国中上游，但与广东等差距巨大；在中部仅次于河南，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金融创新；创新能力；多属性决策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0）1—0142—07

在第四次金融浪潮的席卷下，金融业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国民经济的联结也愈加紧密，越来越

成为助推区域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1］。一个地区要在新金融浪潮中勇立潮头，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

新，充分认识金融创新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发现金融创新能力的制约因素和强项指标，取长补短，持续提

升区域金融创新能力。近几年湖北省在培育区域性金融市场、建设武汉市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背景下，金融发

展环境不断完善，金融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也有效促进了省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以湖北省为例开展区域金

融创新能力评价研究，既能进一步丰富区域金融创新能力评价模型的构建思路，也能为解决湖北省金融创新

存在的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其他区域提供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创新”一词被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以后迅速被引入金融领域，国外学者基于产业组织、演化功能以

及内生增长三类理论模型［2］对金融创新的内涵进行了研究，主要侧重于金融创新的扩散、采用者的特征、创

新对企业盈利性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作用的结果［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金融创新的动因、影响因素、效益效

果进行了探索。金融创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区域金融创新能力逐渐进入研究视野，

国外学者发现区域内金融开放程度等政策环境［4］、企业规模及性质等情况［5］、金融从业人员［6］等都是区域金

融创新重要的影响因素，Awrey［7］则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剖析了孕育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的环境应如何优化。但

由于金融领域的相关创新数据不容易获取，导致开展金融创新定量评价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国外针

对宏观层面的金融创新评价主要通过代理变量进行，如金融发展的增长速度、金融自由化指数、私人征信机

构的建立等［8］。
陈岱孙、厉以宁于 1991 年出版的《国际金融学说史》，将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领域内建立的“新的生产函

数”，泛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随后学者们围绕金融创新开展了大量研究，并逐步

认识到了金融市场的区域性特征，在基于区域性视角对金融创新的内涵外延、形成机制、效应等方面进行了

探索。在区域金融创新的定量评价上也形成了一些成果，有的利用“专利数”［9］等单一指标代理区域金融创

新能力，有的采取投入产出法［2］测度区域金融创新能力。大部分文献均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模型来评价区域

金融创新能力，其中：苏益莉和胡晓辉［10］、孟辉［11］、宋丹梅［12］等运用因子分析法，赖声裕智［13］运用聚类分析

法，喻平和严卉靓［14］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模型并结合区域实际进行了针对性较强的实证研究，有的基于

中国各省域［10］及中心城市［13］、有的针对甘肃［11］、新疆［12］等特定区域，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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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模型构建的方法非常多，如人工智能评价中的粗糙集和 RBF 神经网络、模糊

数学中的模糊综合评价、运筹学中的数据包络分析、系统工程中的网络层次分析法等［15］。而区域金融创新

能力评价模型运用的方法较少，以因子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为主，与其他领域丰富的创新能力评价模型相形

见绌。此外，有的研究在指标体系设计方面将金融创新与金融创新能力混淆使用，单纯用创新成果来体现创

新能力，忽视了金融创新的内部决定要素；有的在样本选取方面，由于部分金融创新能力相关数据收集难度

较大，仅采取静态数据对特定区域进行研究，纵向横向多维度的动态比较分析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尝试从

金融创新的全流程入手，综合考虑影响金融创新能力的各类因素，引入多属性决策方法开展金融创新能力评

价研究，并基于湖北省近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全国 31 个省（市、区）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研究方法说明
本文尝试将区域金融创新能力评价当作一个决策问题，通过最佳决策路径的选择来更好地引导区域金

融创新能力的培养，考虑到影响金融创新能力的因素较多，涉及不同属性，且各项指标值相差较大，本文采用

多属性决策方法开展评价。首先基于案例推理方法对金融创新能力进行排序，案例推理方法利用现有解决

方案来解决新问题，可用于非结构化和不完全信息的决策环境，一定程度上能应对金融创新能力形成路径的

复杂性。即通过模仿人类决策过程中类比的认知方式，基于目标案例信息检索案例库，确定相似的源案例并

进行排序［8］。然后利用效用系数法构建评价模型，效用系数法也属于多属性决策方法，同样通过判断跟标准

值的距离进行评价，可作为基于案例推理方法的补充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计算出各指标的具体分数。

即根据多目标规划的原理，对各项评价指标分别确定一对满意值和不允许值，以满意值为上限、不允许值为

下限，分别计算各项指标接近、达到或超过满意值的程度，并转化为相应的功效系数分数作为指标的评价值。

（二）评价指标及权重确定
本文按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等原则采取频度分析法与专家打分法确定评价指标。首先基于金融

创新能力现有研究筛选出现频度较高的指标，结合区域实际情况进行初选；再根据金融业和技术创新等领域

相关专家意见进行调整和优化；最终建立了涵盖经济发展基础、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重点金融行业发展能

力和金融创新环境 4 个维度共 14 个指标的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基础方面对金融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是作用于一个地区金融创新的需求与供给，本文共选取

地区 GDP、财政收入、产业活力黏度（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表示）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 个

指标。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地区内金融创新主体和金融资源的丰富程度，是决定金融创新能力

的关键因素，本文选取区域内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金融从业人员年工资总额和金融

业增加值来考察金融创新能力。重点金融行业发展能力是促成金融创新的主要力量，能够影响金融创新能

力的转化输出，本文选取区域内上市公司数量、金融机构存款额和保险机构保险费收入来衡量重点金融行业

发展能力。金融创新环境是对金融创新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资源、政策等因素的集合，本文选取地区金

融机构贷款额、外贸依存度和财政支出来衡量金融创新环境。同时，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

重，采取 1～9 标度法进行赋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过程略），最终确定不同层级指标的权重赋值（表 1）。

（三）样本及数据选取

本文首先以 2008—2017 年湖北省

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从动态的角度勾

画出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的发展脉络；

然后以 2017 年中国 31 个省（市、区）相

关数据为研究样本，从横向的角度描绘

出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所

处的位置。金融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相

关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金融统计

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

公报。

表 1 区域金融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A

金融创新
能力

二级指标 C

C1：经济发展基础

C2：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

C3：重点金融行业发展能力

C4：金融创新环境

权重

0.2951

0.2087

0.2481

0.2481

三级指标 X
X11：GDP

X12：财政收入

X13：产业活力黏度

X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X21：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

X22：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

X23：金融从业人员年工资总额

X24：金融业增加值

X31：保险机构保险费收入

X32：上市公司数量

X33：金融机构存款额

X41：金融机构贷款额

X42：外贸依存度

X43：财政支出

权重

0.1152
0.0815
0.0407
0.0576
0.0560
0.0396
0.0254
0.0877
0.0496
0.0993
0.0993
0.0771
0.0486
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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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分析过程

（一）区域金融创新能力排序
本文采用案例推理法对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的相似度进行排序，首先对 2008—2017 年湖北省金融创新能

力与目标案例的相似度进行计算并排序。

（1）建立金融创新能力的案例特征属性集合。金融创新能力的案例特征属性集合即由前面建立的 14 个

金融创新能力三级指标构成的集合，即 Case = { GDP，…，地方财政支出 }。
（2）选择目标案例。本文的案例库来自湖北省 2008—2017 年的数据，同时考虑到中部六省具有较强的

可比性，将中部六省 2017 年金融创新能力的所有数据也纳入数据库，其中任意一个案例可以用 pi 表示，pi =
( xi1 , xi2 ,… , xin )，其中：x 表示某一年金融创新能力评价属性。本文指标皆为正向指标，选取案例库中不同指标

的最大值组成目标案例 p0 = ( x01 , x02 ,… , x0n )。
（3）计算相似度。先求出目标案例 p0 和案例 pi 的差异，再根据计算差异性和相似性的函数求得两个案

例之间的相似性。这里使用欧氏距离 d ( )p0 , pi = ∑
j = 1

n

w 2j ( x0j - xij )2 来计算差异性，其中 w = (w 1 ,w 2 ,… , wn )为

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的权重，∑
k = 1

n

wk = 1。距离阈值设定为 λ=6700，表示可以实现的最大的欧氏距离，然后

使用分段函数来计算相似性［11］：

s =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1 - 2 ( )dλ
2
，0 ≤ d < λ2

2 ( )1 - d
λ

2
，
λ
2 ≤ d < λ

0， d ≥ λ

（1）

将湖北省 2008—2017 年金融创新能力中每一年的三级指标分别与目标案例中的三级指标进行差异度

计算，再综合计算湖北省 2008—2017 年金融创新能力与目标案例的相似度，数值越大，则表明与目标案例相

似度越高，说明金融创新能力越强，基于相似度的排序见表 2。
同理，基于案例推理法对全国 31 个省（市、区）2017 年金融创新能力进行相似性排序，案例库是全国 31

个省（市、区）2017 年金融创新能力的所有数据，选取案例库中不同指标的最大值组成目标案例。计算相似

度时设定 λ=13000 为距离阈值，最终得出全国 31 个省（市、区）金融创新能力与目标案例的相似度及排名

见表 3。
（二）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评价
（1）指标标准化处理。由于所

选指标单位不一、大小悬殊，故进

行无量纲处理，便于不同单位或量

级的指标能够进行比较和加权。

本文采用 z⁃score 标准化对湖北省

2008—2017 年金融创新能力指标

数 据 进 行 处 理 ，转 换 公 式 为

z = ( x - x ̅ ) /σ，其中 x̄ 为指标样本

数据的均值，σ 为指标样本数据的

标准差。

（2）确定指标的标准值。本文

选取的指标皆为正向指标，根据一

般的标准值的选取方式，满意值选

取湖北省 2008—2017 年相应指标

标准化处理后的最大值，不允许值

表 2 湖北省 2008—2017 年金融创新能力与目标案例的相似度及排序

排序

1
2
3
4
5

年度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案例相似度

90.28%
82.37%
66.72%
47.56%
33.13%

排序

6
7
8
9
10

年度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案例相似度

20.11%
15.39%
7.34%
5.71%
2.45%

表 3 全国 31 个省（市、区）金融创新能力与目标案例的相似度及排序（2017 年）

排序

1
2
3
4
5
6
7
8

区域

广东

江苏

北京

浙江

山东

上海

四川

河南

案例相似度

98.71%
94.03%
76.64%
75.28%
48.71%
42.60%
29.31%
27.87%

排序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区域

河北

湖北

湖南

福建

安徽

辽宁

天津

陕西

案例相似度

26.04%
25.83%
20.70%
19.49%
16.92%
13.69%
10.12%
9.97%

排序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区域

重庆

江西

广西

黑龙江

云南

内蒙古

山西

吉林

案例相似度

8.29%
6.98%
6.93%
6.79%
6.63%
6.48%
5.70%
4.57%

排序

25
26
27
28
29
30
31

区域

新疆

贵州

甘肃

海南

宁夏

青海

西藏

案例相似度

2.89%
2.89%
1.86%
0.33%
0.15%
0.1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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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最小值，选取的标准值见表 4。
表 4 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标准值

指标名称

GDP
财政收入

产业活力黏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

金融从业人员年工资总额

满意值

1.49
1.29
1.87
1.56
1.70
1.63
1.67

不允许值

-1.44
-1.33
-1.17
-1.35
-1.37
-1.42
-1.35

指标名称

金融业增加值

保险机构保险费收入

区域内上市公司数量

金融机构存款额

金融机构贷款额

外贸依存度

财政支出

满意值

1.76
1.37
1.62
2.09
1.21
1.74
1.41

不允许值

-1.05
-1.66
-1.40
-1.11
-1.65
-1.34
-1.37

（3）评价指标计算。首先计算单项三级指标的功效系数得分。根据公式 FXij
= 60 + (Sij - Smin ) / (Smax -

Smin ) × 40 ( i = 1，2，3，4；j = 1，2，3，4 ) 可以计算出指标 Xi 的评价分数，其中 Fi 为指标 Xij 的评价分数，Sij 为指

标 Xij 的实际值，Smax 为指标 Xij 的满意值，Smin 为指标 Xij 的不允许值。运用该模型就可相对准确的计算出 14
个三级指标的分数，并将各单项指标的阈值区间固定在 0～100，为综合计算做好准备。随后计算二级指标

的评价分数。按照前面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基于三级指标的分数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二级指标的分数，

FCj
=∑FXij

×Wij ( i = 1，2，3，4；j = 1，2，3，4 )。其中 FCj
代表经济发展基础、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重点金融行

业发展能力和金融创新环境指标的分数，FXij
代表二级指标 Cj 对应的三级指标的评价分数，Wij 代表 Xij 对应

的权重。最后计算金融创新能力的评价分数。按照前面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基于二级指标的分数采用

加权平均法计算一级指标的分数，FAj =∑FCj
×Wj ( j = 1，2，3，4 )。其中 FAj 代表金融创新能力的评价分数，

Wj 代表 Cj 对应的权重。最终算出金融创新能力评价分数见表 5，评价结果顺序与案例推理排序一致，显示

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湖北省 2008—2017 年金融创新能力及单项指标分数及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份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经济发展基础指
标分数

100
95.02
91.13
85.95
79.24
75.11
71.11
66.1
63.54
61.45

年份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金融业整体发展水
平指标分数

95.15
89.39
86.4
84.71
80.8
72.74
68.42
65.93
64.53
60

年份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重点金融行业发展
能力指标分数

100
95.1
86.7
83.1
79.77
77.44
74.53
69.17
64.06
60

年份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金融创新环境指
标分数

100
94.65
93.17
86.2
80.88
76.19
73.48
67.98
63.02
60.93

年份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金融创新能力总
分数

98.99
93.77
89.55
85.05
80.63
75.46
71.99
67.29
63.75
60.66

（三）全国 31 个省（市、区）金融创新能力评价

首先，同样采用 z⁃score 标准化方法对 2017 年全国 31 个省（市、区）金融创新能力指标数据进行处理，满

意值选取 2017 年全国 31 个省（市、区）相应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最大值，不允许值选取最小值，选取的标准

值见表 6。
表 6 全国 31 个省（市、区）金融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标准值

指标名称

GDP
财政收入

产业活力黏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

金融从业人员年工资总额

满意值

2.81
3.37
3.45
3.06
2.97
2.21
3.77

不允许值

-1.17
-1.11
-2.61
-0.83
-1.05
-1.43
-0.87

指标名称

金融业增加值

保险机构保险费收入

区域内上市公司数量

金融机构存款额

金融机构贷款额

外贸依存度

财政支出

满意值

2.67
3.36
3.17
2.71
3.98
3.04
3.27

不允许值

-1.09
-0.73
-1.04
-1.24
-0.60
-1.17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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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计算评价指标的分数，采用同样的步骤按照功效系数计算出了全国 31 个省（市、区）的金融创新能

力评价分数，并按照分数进行排序，具体结果见表 7，与案例推理排序一致，显示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 7 全国 31 个省（市、区）金融创新能力及单项指标分数及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地区

广东

江苏

上海

北京

山东

浙江

河南

四川

福建

湖北

湖南

河北

天津

辽宁

安徽

重庆

内蒙古

陕西

云南

山西

广西

黑龙江

江西

贵州

新疆

吉林

海南

甘肃

宁夏

西藏

青海

经济发展基
础指标分数

92.45
88.89
83.76
83.22
82.75
82.53
73.03
72.78
72.56
72.11
72.10
71.31
71.24
70.44
69.76
68.63
68.35
67.81
67.32
67.13
66.95
66.63
66.19
65.82
65.69
65.60
64.82
64.61
63.14
63.06
62.73

地区

江苏

广东

山东

北京

上海

浙江

四川

河北

河南

湖北

湖南

安徽

辽宁

福建

广西

江西

天津

吉林

黑龙江

陕西

重庆

山西

内蒙古

云南

新疆

贵州

甘肃

宁夏

海南

青海

西藏

金融业整体
发展水平指

标分数

93.49
91.73
87.45
85.96
82.05
82.02
75.16
75.05
74.37
73.72
73.00
72.49
70.25
69.71
69.48
69.41
68.92
68.83
68.70
68.09
67.28
66.01
65.90
65.08
64.79
64.57
62.67
61.12
61.12
60.58
60.06

地区

广东

江苏

北京

浙江

山东

上海

四川

河南

河北

湖北

湖南

安徽

辽宁

福建

陕西

山西

重庆

黑龙江

江西

天津

云南

广西

吉林

新疆

内蒙古

贵州

甘肃

海南

宁夏

青海

西藏

重点金融行
业发展能力
指标分数

99.19
92.25
85.04
82.90
80.71
80.17
76.17
74.91
73.20
71.39
69.86
69.81
69.37
68.78
67.23
66.44
66.40
66.16
65.98
65.23
65.18
64.79
64.71
64.31
64.27
63.70
62.96
61.33
60.73
60.32
60.04

地区

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

上海

北京

四川

河南

湖北

河北

湖南

安徽

福建

辽宁

云南

江西

广西

陕西

重庆

黑龙江

天津

贵州

内蒙古

新疆

山西

吉林

甘肃

海南

西藏

青海

宁夏

金融创新环
境指标分数

100.00
87.07
79.09
78.94
78.85
76.08
74.30
73.31
70.69
70.54
70.16
69.63
69.32
68.68
67.95
67.34
67.05
66.96
66.66
65.94
65.91
65.85
65.85
65.82
64.84
64.52
63.72
60.51
60.45
60.38
60.21

地区

广东

江苏

北京

浙江

山东

上海

四川

河南

河北

湖北

湖南

福建

安徽

辽宁

天津

陕西

重庆

江西

广西

黑龙江

云南

内蒙古

山西

吉林

新疆

贵州

甘肃

海南

宁夏

青海

西藏

金融创新能
力总分数

95.94
89.82
82.63
82.41
81.91
81.38
74.10
73.19
71.90
71.73
71.16
70.34
70.23
69.62
67.89
67.32
67.17
66.94
66.85
66.45
66.39
66.08
65.94
65.64
65.15
65.03
63.57
62.12
61.33
61.09
61.05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纵向比较

通过考察湖北省 2008—2017 年金融创新能力发现，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从 2008 年的 60.66 分提升到

98.99 分，总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其中 2017 年金融创新能力各项指标排名均为第一，其中有三项

满分。具体来看：湖北省经济发展基础较好，2008—2017 年得分从 61.45 提升至 100，GDP、地方财政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能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速；但产业活力粘度不稳定，导致经济发展基础对金融创新

的支持作用有所下滑。产业活力粘度不稳定有 GDP 增长速度较快的原因，但也说明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缓

慢，拖累了对金融创新能力的支撑。湖北省重点金融行业虽然前期较为薄弱，2008 年仅 60 分，但经过 10 年

稳步提升达到 100 分，逐渐发挥出了金融行业“领头雁”的引领作用。湖北省金融创新环境前期基础一般，在

对外开放程度、金融资源转化效率方面有所欠缺，而金融机构贷款增加较快，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创新环

境的改善，2017 年达到 100 分。湖北省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前期基础较弱，2008 年仅为 60 分，随着金融业

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以及金融人才的稳定输入，近 10 年内金融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具备了一定的竞

争优势，2017 年达到 95.15 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二）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横向比较

虽然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在过去 10 年呈现出良好的增长趋势，但是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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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通过横向比较湖北省和其他地区可以发现，长三角地区以及广州、北京的金融创新能力以及其各分项

指标均名列前茅，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排名第十，处于全国中上游行列，其中：经济发展基础、金融业整体发

展水平、重点金融行业发展能力指标均排名第十、金融创新环境指标排名第九。就中部 6 省来看，湖北省金

融创新能力位居前列，在 6 省中排名第二，各项指标仅次于河南省。

与金融创新能力最强的省份广东相比，广东省由于经济发展基础、重点金融行业发展能力、金融创新环

境 3 项指标分数排名第一，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指标分数排名第二，而成为全国 31 个省（市、区）金融创新能

力最强的区域。湖北省与广东省的总体差距达到 24 分，经济发展基础指标和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指标分数

相差 20 分左右，而重点金融行业发展能力和金融创新环境指标分数相差 30 分左右。因此，湖北省在提升经

济发展基础和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同时，更要加大力度提升重点金融行业发展能力和改善金融创新环境。

与中部 6 省排名第一的河南省相比，湖北省总体相差 1.46 分，其中经济发展基础和金融业整体发展水

平指标分数相差不到 1 分，重点金融行业发展能力指标分数和金融创新环境指标分数低于其 3 分左右。由

此可见，湖北省在提升经济发展基础和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同时，要加大力度优化金融创新环境，突出重

点金融行业的发展。具体来看，湖北省 GDP、地方财政收入、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金融从业人员年工资总

额、金融机构存款额、保险机构保险费收入、外贸依存度、金融机构贷款额和地方财政支出 9 个指标均低于河

南省，须引起一定的重视。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不同省（市、区）之间的金融创新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虽然中部

领先，但在全国范围仅处于中上游行列。虽然 10 年来湖北省金融创新能力不断攀升，但还有一定的提升空

间，要深刻认识自身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别，借鉴金融创新能力较强地区的先进经验，持续促进金融创新能

力的提升。

一是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加强政府的政策导向性，从科技环境、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等多个方面消除金

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要强化《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改革创新专项方案》等相关制度文件的推进落

实效果，引导金融要素和科技要素的深度融合，实现金融服务模式及产品的不断创新，充分释放金融改革

红利。

二是建立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借助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东风，丰富区域金融市场供给主体，吸引全国性

银行、保险、投资机构等到湖北设立区域总部和分支机构。进一步发挥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服务当地的优

势，重视新兴农村金融机构的快速增长。加快推进湖北省区域性金融市场培育以及武汉市区域性金融中心

建设，吸引各类金融要素资源，实现金融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增强金融市场活力，为金融创新提供强劲的

动力。

三是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人才是一切创新的基础，也是金融创新的动力源。充分发挥湖北省

作为教育大省的优势，着重培养高质量、有竞争力、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级金融人才。变革现有的人才引进机

制，设计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营造良好的金融创新氛围，吸引学有专长、创新求变的金融人才，为金融创新

保驾护航［16］。

四是强化风险管理。金融创新在规避金融风险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风险，要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和风险

防范平衡发展。金融机构要对新产品的开发进行科学有效的分类和风险评估，在产品退出后应持续监督、反

馈、评估和修正。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确保资金安全、维护金融稳定，完善风险处置预案，提早控制金融风

险，确保金融创新能力提升过程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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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Regional Financi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Based
on Multi⁃attribute Decision⁃making Method：Taking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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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Wuhan 430077，China；

2.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Beijing 100032，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dicator system including 4 aspects with 14 indicators，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regional financi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by the multi ⁃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method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Hubei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7 and 31 provincial regions in 2017. The result shows as follows：from 2008 to 2017，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Hu⁃
bei Province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but there is a big gap with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in China，and a small gap with
Henan Province in central of China，and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Keywords：financial innovation；innovation capability；multi⁃attribute decision⁃mak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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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与城市化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双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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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0—2017 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与门限面板模型，通过建立以政府干预、市场化进程为门限变量的回

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对城市化发

展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的作用由替代效应向互补效应转变；政府干预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双重

门限效应，对区域创新存在单一门限效应；市场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单一门限效应，但对区域创新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基于

以上结论，进一步提出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城市化；面板门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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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般来说，一国经济的现代化是依

托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来实现的［1］。而区域创新能力的不断壮大可以推动工业和城市发展［2］，
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城市化进程

不断加快，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从 1978 年的 17.9% 提高到 2018 年的 59.6%，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

很大差距，未来的城市化进程对中国而言依旧是个挑战。因此，审视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创新对我国的

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关系，对于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发展的研究。大多数国外学者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城市化或者

城镇化发展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3 ⁃4］。同时，国内学者黄娟［5］通过构建因子化的城市化指数进行实证分

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陈辉民［6］基于空间面板杜宾分

析方法从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双重视角探究其对城市化的影响，也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的

影响十分显著的结论。但袁冬梅等［7］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不同的门槛，外商直接投资对城

镇化的影响呈现卧倒的“S”型路径；而黄亚捷等［8］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带动城镇就业进而进一

步影响城镇化进程。

关于区域创新对城市化发展的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创新可以助推城市化发展。姜磊和季民河［9］研究发

现区域创新主要集中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长三角与环渤海城市群中；辜胜阻和刘江日［10］认为城镇化的实现

需要由之前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王兰英和杨帆［11］认为科技创新对城镇化建设的驱动作用主要体现

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信息通讯技术发展和文化、制度、社会管理进步等方面；田逸飘

等［12］将科技创新与城市化包容发展进行耦合度分析，发现总体呈现平稳上升趋势，但省际差异依旧较大。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从外商直接投资或区域创新研究城市化发展大多是基于单一视角展开。

而外商投资额的增加，势必会投资在区域创新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主要是区域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提高了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门槛，即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创新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单一考虑外商直接投资或区域

创新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忽略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两者互动对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在一定程度

收稿日期：2019—10—09
基金项目：2018 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重点项目“新疆培育旅游支柱产业的对策研究”（XJEDU2018SI002）；新疆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培育项目（17JGPY013）；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丝路”创新基金“新疆旅游发展与经

济增长的波动性分析研究”（JGSL18011）
作者简介：吕雁琴（1973—），女，山东郓城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经济体制

改革；赵斌（1993—），男，山东枣庄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体制改革。

148


	Review and Prospect of 40 Years of Value Engineering Research in China
	Peng Xushu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Hidden Champion and Prospects
	Li Sen1， Wu Delong2， Xia Enjun3， Zhao Xuanwei4

	Domestic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Bibliometrics
	Wang Juan, Chen Xiang

	Influence of Strategic flexibility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ynamic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Differentiation Intensities  
	Ren Xiangwei, Sun Liwen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Social Media Use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Stock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novation Atmosphere
	Hou Guisheng, Song Wenxuan, Yang Lei

	The Impact of Service Orient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Service Value
	Zhao Xiaoyu， Sun Mengd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Demands and Employees’ Presenteeism Behavior: ?The Role of Job Insecur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Li Shuang1, Chen Li1, Chen Yang1, Ma Feifei2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Wang Wenting1, 2, Jian Lirong1, Wang Difei1, Chao Jinlong3

	Diversification of Crude Oil Imports while Considering the Price
	Qi Ming1, Guo Haitao1, Zhao Jing2

	Impact of Gover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bsidy on Enterpris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vestment：Based on Spatial Measurement Model
	Jiang Fuxin, Shi Jinhua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to Improve Transaction Efficiency 
	Li Yinghui, Li Jing 

	Pricing of C2C Reverse Logistics Platform under the Pledge Policy 
	Gan Weihua, Wu Siqi, Su Lei, Liu Yujie

	Evalu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pgrad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nd Old Energy Transformation: Taking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Pang Meiyan, Sang Jinyan, Zhang Feng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Convergence of Low?carbon Innovation Output in China
	Yang Chaojun, Liu Liju

	Developing and Testing of the Measuring Scales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Xu Jianping1， Mei Shengjun2

	Does the Minimum Wage Have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Labor Suppl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 Analysis of Spatial Durbin Model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Han Xiao1， Zhang Shiwei2

	Evaluation on Regional Financi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Based ?on Multi?attribute Decision?making Method: Taking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ang Lingling1， Mao Lei2 ， Yuan Dan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Dual Perspectives Based on Government and Market
	Lü Yanqin1, 2, Zhao Bin2

	Location Theory Innovation under Intelligent Technology Paradigm
	Lou Wei

	Individual Growth in the Public Support System: ?Multidimensional Scientific Perception Index Building and Analysis
	Lu Yao1, Chen Xiao1, Zhu Xuanyi1, Qi Peixiao2, Zheng Nian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