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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金融业的本源出发，在回顾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基于金融功能论及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对金 融

发展质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尝试性地构建了包括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功能、金融稳健性五

个维度共计４３项二级指标的金融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对国家层面的金融业发展质量进行科学评价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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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 高 速 转

向中高速之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

质量的提 升 就 成 为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核 心 任

务。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在

这种背景下，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金融资源配

置效率、实现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成为现代金

融发展的主题。

自从１９９２年我国提出发展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以来，金融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突出

表现为：一是金融业由以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逐

步发展为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在内的现

代金融，形成了较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

体系、金 融 监 管 体 系；二 是 金 融 规 模 快 速 扩 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年 末 广 义 货 币 供 应 量（Ｍ２）余 额

从３４．６万亿元增加到１６７．７万亿元，净增加了３．
８５倍；Ｍ２／ＧＤＰ比值由１．６８提升到了２．０３；银行

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由４１万亿元增加到２５０万亿

元，净增加了５．１０倍；全部金融机构本外 币 存 款

余额从３４．８１万亿元增加到１６９．３万亿元，净增加

了３．８６倍；各项贷款余额从２３．８５万亿元增加到

１２５．６万亿元，净增加了４．２７倍；保险机构保费收

入从５６４１亿元增加到３６５８１亿元，净增加了５．４８
倍；股 票 市 场 年 末 市 值 由８９４０３．９亿 元 增 加 到

５６７４７５．３７亿 元，净 增 加 了５．３５倍；而 同 期 名 义

ＧＤＰ由２０．９４万亿元增加到８２．７１万亿元，净 增

加了２．９５倍①。可见，无论从那个指标看，我国金

融业的扩张速度均远远超过了同期ＧＤＰ的增长。

三是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特别是由基于分业

经营的“一行三会”监管体制改革到基于金融混业

发展趋势组建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及下设的“一行

两会”，标志着我国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框架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快速的金融总量增长与我国

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的

不断加深密切相关。但当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

向中高速增长之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核心的金

融业，也必然要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的发展，这
不仅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金融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必然。因此，从金融业的本源

出发，对高质量的金融发展进行界定并构建科学

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正确认识与客观评价我国

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实现金融业回归本源以及更

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综述

１．金融发展理论的简要回顾与研究综述

自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以雷蒙

德·Ｗ·戈 德 史 密 斯、Ｊ．Ｇ．格 利、Ｅ．Ｓ．肖 和 罗 纳

德·麦金农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将其研究聚

焦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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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从而创立了金融发

展理论。此后，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

为研究主题的金融发展理论，获得了不断的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从其诞生，始终围绕着 三 个 问

题展开：一是研究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

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二是研究如何

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

地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

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围绕着这三个命题，先后形成了以雷蒙德·

Ｗ·戈德史密斯为代表的“金融结构论”，以罗纳

德·麦金农、Ｊ．Ｇ．格利和Ｅ．Ｓ．肖等为代表的“金融

抑制论”“金融 深 化 论”，以 Ｈｅｌｌｍａｎ，Ｍｕｒｄｏｃｋ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为代表的“金融约束论”，以罗伯特·Ｃ·默

顿和兹维·博迪为代表的“金融功能论”，以周小

川为代表的“金 融 生 态 论”和 以 白 钦 先 为 代 表 的

“金融可持续发展论”。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

释了金融发展的内涵及发展水平度量、金融发展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机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的条件等。
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化进程相伴随，关 于 金

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成为金融领域持

久的热点。这些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

方面：
（１）对金融发展理论的验证性研究。对金融

发展理论的验证研究，其核心在于通过选取样本

（包括国家、产业、企业等），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计量

检验。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的 计 量 检 验，主 要 是 对 金

融抑制理论、金融深化理论研究结论的佐证，其中

大多数实证研究结论都肯定了“金融抑制论”“金

融深化论”的科学性。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不仅验证

了金融发展确实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而且

明确区分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作用于经济增长

的机理以 及 决 定 金 融 发 展 和 金 融 结 构 的 制 度 因

素。在研究的具体对象上，分别从三个层面进行：
一是从宏观层面，以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尤其是对 全 要 素 生 产 力 的 影 响。如：Ｋｉｎｇ等

从金融功能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

究［１］；Ｌｅｖｉｎ等对 股 票 市 场 发 展 与 经 济 增 长 关 系

的研究［２］；Ｒｏｕｓｓｅａｕ等对金融中介体对实际经济

活动作用的研究［３］。二是从中观层 面，即 产 业 层

面进行的研究，重点分析一国金融发展水平与产

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解释金融发展影响经

济增长的 机 制。如：Ｒａｊａｎ等 对 金 融 发 展 与 产 业

规模及产 业 集 中 度 关 系 的 研 究［４］；Ｎｅｕｓｓｅｒ等 对

经合组织中１３个国家制造业与金融发展之间关

系的研究［５］；Ｆｉｓｍａｎ等对金融市场发展对产业成

长性关系的研究等［６］。三是从微观 层 面，即 从 企

业层面进行的研究，重点通过企业数据的分析，研
究国家法制体系、商业环境等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以及由此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２）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起，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

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逐步热了起来，但主要

是对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在中国的验证性研究，研

究的主题非常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角

度：一是以国家为对象，从国家层面研究金融发展

水平和金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

迁、收入分 配、农 村 经 济 增 长、企 业 改 革 的 影 响。
如：易纲 、赵志 君 对 中 国 金 融 资 产 结 构 进 行 的 定

性与定量分析［７－８］；林毅夫等对金融发展与制造业

发展关系的研究［９］；冉光和对金融产业可持 续 发

展问题的研究［１０］；王定祥等对金融资本形成与经

济增长的研究［１１］；张成思等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结

构优化关系的研究［１２］。二是以经济区域为对象，
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

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之

间的关系，并从金融发展角度对其进行解释。如：
唐旭对于中国区域间的资金配置和流动性进行的

研究［１３］。殷德生 对 中 国 区 域 金 融 组 织 结 构 发 展

的研究［１４］；周立基于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

济增长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１５］；唐松采用空间计

量模型对东、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

济增长差异之间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１６］；安强身

等 对 金 融 资 源 配 置 效 率 与 经 济 增 长 关 系 的 研

究［１７］。三是从金融市场、金融行业角度对其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如对股票市场发展对

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对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

长关系的研究，对保险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

的研究等。四是对金融业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研

究，如王睿等对西部农村资金投入的综合效率的

研究［１８］，徐建军对中国各省域农村资金配置的技

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研究［１９］，杨希等运用超效率

ＤＥＡ和 Ｔｏｂｉｔ模型对西部农村资金 配 置 效 率 水

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２０］，熊晓炼等对西部金融

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２１］。
（３）关于金融发展质量问题的研究。随着我

国经济增速逐渐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更加

注重有质量的增长，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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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质量问题也自然进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之

中。目前关于金融业发展质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界

定。目前对于金融发展质量给出明确界定的文献

非常零散，其中有一些文献具有代表性，如：任保

平等将金融业增长质量界定为“金融业规模的扩

张、结构的优化、效率的提升、稳定性的增强和风

险性的降低”［２２］；扶 明 高 将 金 融 发 展 质 量 分 为 整

体金融业 的 发 展 质 量 与 单 个 金 融 企 业 的 发 展 质

量，其中将整体金融业发展质量界定为“九性”，单
个金融企 业 发 展 质 量 体 现 为“十 性”［２３］。二 是 关

于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如：任保

平等构建了包含金融业规模、金融业结构、金融业

效率、金融业稳定性、金融业风险性五个方面共计

１５项 指 标 的 指 标 体 系，利 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 数 据

对中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发展质量的

测度分析［２２］；孙 志 红 等 从 金 融 业 规 模、银 行 业 指

标、证券业指标、保险业指标、金融对经济的促进

等５个维度提出了包含１３项指标的金融发展质

量指标体系，并用灰色聚类分析法对我国不同区

域金融发展质量进行了测度［２４］。另外，部分学者

也提出了提升中国金融发展质量的政策建议。

２．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论

金融发展理论从以雷蒙德·Ｗ·戈德史密斯

为 代 表 的“金 融 结 构 论”，以 罗 纳 德·麦 金 农、

Ｊ．Ｇ．格利、Ｅ．Ｓ．肖等为代表的“金融抑制论”和“金

融深化论”，以Ｈｅｌｌｍａｎ，Ｍｕｒｄｏｃｋ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为代

表的“金融约 束 论”，以 罗 伯 特·Ｃ·默 顿 和 兹 维

·博迪为代表的“金融功能论”，到以中国学者周

小川为代表的“金融生态论”和以白钦先为代表的

“金融可持续发展论”，均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金

融发展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客观地

说，直至“金融功能论”，研究的侧重点在于解释金

融业的自身发展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单向关系，对

于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的反向关系阐释不多，更

没有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关系中阐释发

展问题。“金融生态论”的提出，实现了对金融发

展问题研究视角的转化，即：将对金融发展问题的

研究从金融业内部转向了金融业外部，重点研究

影响金融发展的环境因素，为实现金融业的稳健

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而“金融可持续发展论”更

是将金融发展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以

金融是一国最基本的稀缺性战略资源为基础，探

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从而将金融

发展从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扩展到了包括发

达国家的所有国家，阐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

世界性问题，指出金融发展的核心在于金融效率，
而金融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金融效率高低的评

价标准是 金 融 发 展 与 经 济 发 展 的 适 应 与 协 调 程

度。这为新时代下确定金融发展的基本思想与发

展原则及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实证研究

方面，文献资料十分丰富，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宏

观到微观、从国家层面到区域层面、从金融业整体

到具体各行业，研究内容涉及到了金融发展与经

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收入分配、新型

城镇化、贫困减缓等多个方面，研究成果为推进金

融改革、实现金融稳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

进步及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关于金融发

展质量问题的研究，还处在概念提出阶段，研究文

献极少，关于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和金融发

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观点都还比较零散，
缺乏共识。特别是在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上，更多的还局限于传统的金融发展观，即侧

重于金融发展的数量表现，而对金融业对实体经

济支持程度的衡量还比较欠缺，难以满足金融实

现有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因此，通过构建完善

的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无论对于金融发

展理论的完善，还是对推动有质量的金融发展实

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三、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

金融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它作为一个

产业，必须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金融业又

是一个特殊产业，发展的脆弱性与高风险性是其

内生的行业特征，特别是金融发展不当对经济产

生的巨大破坏性，使得金融发展过程中始终要以

风险管控为基本前提。因此，依据现代金融发展

理论，特别是“金 融 功 能 论”与“金 融 可 持 续 发 展

论”，我们将金融发展质量提升界定为：金融规模

扩大、金融结构优化、金融效率提升、金融稳健性

增强以及金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金融规模是保证金融发展质量的基础。金融

规模可以划分为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其中绝对

规模指金融发展相关指标的绝对数量，反映一个

国家或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的实力，相对规模指主

要金融指标数量占社会经济总量的比值，反映经

济的金融 化 程 度 以 及 金 融 业 与 经 济 发 展 的 匹 配

度。金融规模的扩大不仅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体

现，也是保障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金融业

的本源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这种服务体现在提

供融资、支付结算、管理风险、宏观调控等多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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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一定的金融发展规模才可以为实体经济提

供全面且有效的支持。
金融结构是保证金融发展质量的条件。金融

结构指金融业各部分所占比例及其相互关系，用

以反映金融业内部各行业发展的协调程度。金融

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如金融资产结构、
金融行业结构、金融主体结构和融资结构等。优

化的金融结构意味着金融业内部各部门、各行业

间具有和谐的比例关系，这是保证金融业高效运

转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金融效率是金融发展质量的重要内 容 之 一。

金融效率反映金融系统对金融资源的利用与配置

状况，高的金融发展质量首先表现为金融业的高

效率。金融效率的衡量要依据金融业的基本功能

来确定，如银行业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动员闲散

资金并转化为投资；证券业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

市场融资，实现资金的高效率配置；保险业的基本

功能在于通过风险的分散及补偿机制，保证参与

保险的经济主体或产业的经营稳定性。
金融功能是衡量金融发展质量的核心。根据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功能就是金融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作用。这种支持作用可以划分为三个

层面：一是基础性功能；二是资源配置功能；三是

扩展功能。显然，从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源

来讲，金融功能的充分发挥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
金融稳健性是金融发展质量的必备条件。金

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保持良好的稳健性不仅

是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其功能得以发

挥充分的首要前提。因此，良好的稳健性是金融

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
可见，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功

能、金融稳健性是金融发展质量的五个核心内容，
也是评价金融发展质量的五个维度，任何一个维

度的发展缺失或发展不足，都会构成金融发展质

量的瑕疵。

四、金融发展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据上述对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界 定，对 金

融发展质量的评价包括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

效率、金融功能及金融稳健性五个维度。

１．金融规模衡量

金融规模包括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在具体

的衡量指标上，绝对规模可以采用以下四个指标：
一是社会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是一定时期内

（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

全部资金总额，其中的金融体系从机构看，包括银

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

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

市场等。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

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二

是银行贷款余额，反映银行业的发展规模。三是

股票市值，反映证券业发展规模。四是保费收入，
反映保险业发展规模。

相对规模采用三个指标：一是 Ｍ２与ＧＤＰ的

比例，反映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二是金融相关率

（ＦＩＲ），即金融资产总额与ＧＤＰ的比例。从严格

意义上讲，金融资产总额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资

产额、证券业资产额、保险业资产额、信托业资产

额等，但鉴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取性，金融资产总额

可用银行存贷款余额、保费收入、股票市场市值、
债券市场市值等的和来代表。三是社会融资规模

与ＧＤＰ比 例，反 映 金 融 对 实 体 经 济 资 金 支 持 情

况。

２．金融结构衡量

金融结构从不同角度划分就有不同的衡量指

标，如金融资产结构、金融行业结构、金融主体结

构和融资结构等。考虑到金融业的核心功能在于

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来满足经济主体

之间的融资需求，为此，可以用以下两项指标反映

金融结构：一是直接融资额占社会融资额的比例，
用以反映融资结构；二是非银行金融资产总额占

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用以反映金融行业结构。

３．金融效率衡量

金融业效率分为金融业总体效率以及金融各

行业效 率。其 中 金 融 行 业 效 率 又 分 为 银 行 业 效

率、证券业效率和保险业效率。
（１）金融业总体效率。用三个指标衡量：一是

银行信贷资金边际产出率；二是金融业劳动生产

率；三是储蓄投资转化率。
（２）银行业效率。用两个指标衡量：一是居民

储蓄率，反映银行的资金动员能力；二是贷存率，
反映银行的资金转化能力。

（３）证券市场效率。用两个指标衡量：一是居

民股市参与率，反映资本市场对居民的吸引力；二
是证券化率，反映经济发展的证券化程度。

（４）保险业效率。用保险赔付率衡量。

４．金融功能衡量

金融功能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 基 础 性

功能；二是资源配置功能；三是扩展功能。可以从

三个方面对金融功能的发挥程度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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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金融的基础性功能。金融的基础性功能

是金融与生俱来的功能，这就是完成支付和完成

借贷，分别称之为“金融服务功能”和“金融中介功

能”［２５］。在此，我们用以下三项指标来衡量：一是

金融服务覆盖率，即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网点

数；二是金融服务使用率，即人均从银行获得贷款

额与人均ＧＤＰ的比值；三是保险密度，即当年保

险收入／当年人口数。
（２）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金融的资源配置

功能是金融业通过金融活动的进行，实现金融资

源在行业、部门、地域之间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

的优化配置是金融的根本性功能，也是金融业发

展的核心。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用以下三

项指标来衡量：一是债务投资转化率，即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额与贷款、债券筹资额之和的比例，用以

反映通过债权工具的融资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的

能力；二是银行贷款非国有化率，即非国有经济单

位获得银行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反映银行

信贷资金的配置情况；三是股市融资非国有化率，
即非国有控股企业股市融资额占当年上市公司融

资额的比例，反映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情况。
（３）金融的扩展功能。金融的扩展功能是金

融的衍生功能，即金融通过基础性功能及资源配

置功能的实现，对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全面发展所

起的推动作用。这些作用体现在促进经济总量增

长与居民福利改善、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科技创

新、环境改善及有效减缓贫困等多个方面。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改善的衡

量。可以采用两个指标：一是经济增长的金融弹

性，即 ＧＤＰ增 长 率 与 金 融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率 的 比

值，反映金融业增长对ＧＤＰ增长的推动率；二是

居民收入增长的金融弹性，即居民收入增长率与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比值，反映金融业增长对

居民收入与福利改善的贡献率。
金融发展促进产业发展及结构优化升级的衡

量。可以采用两个指标：一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产总额与金融业增加值的比值，反映金融业发

展对产业主体成长的促进作用；二是第二、三产业

增加值与金融业增加值的比例，反映金融发展对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
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支持作用的衡量。可以

采用两个指标：一是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费用

支出与金融业增加值的比例，反映金融发展对科

技研发投入增加的影响作用；二是高新技术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与金融业增加值的比例，反映金融

发展对科技产出的影响作用。
金融发展对环境改善的衡 量。改 善 环 境、实

现绿色发展是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本要求，金融业的发展也应在此方面有所担

当。对此，可以采用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率与金融

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比例来衡量。
金融发展对于缓解贫困的衡量。扶贫脱贫是

全社会各级政府、各行业及各部门的共同责任，虽
然致贫的根源有多种，但人均收入低、生活困苦、
资本短缺是贫困人口及贫困地区的共同特征。金

融业的基本功能就在于通过融资，突破资本短缺

瓶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助力脱贫也是金融业

的职责所在。在此，采用两个指标对金融发展缓

解贫困的作用予以衡量：一是贫困发生率；二是城

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５．金融稳健性衡量

现代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 险 业、证 券 业、信

托业等，各行业都具有自身特点。在金融业日益

开放的宏观背景下，任何一个行业爆发危机，都会

通过波及效应对其他行业以及整个金融业产生巨

大冲击。因此，对金融业稳健性的衡量理应将银

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等全部纳入其中。
银行业稳健性。可以采用三 个 指 标 衡 量：一

是资本充足率；二是不良贷款率；三是拨备覆盖率。
保险业稳健性。可以采用三 个 指 标 衡 量：一

是保险偿付能力充足率，即保险公司实际资本与

最低资本的比率；二是总资产报酬率，反映保险公

司的盈利情况；三是成本费用率，即营运成本占当

期保费收入，反映保险公司成本控制情况。
证券业稳健性。可以采用三 个 指 标 衡 量：一

是上市公司盈亏率，即当年盈利公司与亏损公司

数量之比，反映资本市场基本面稳健性情况；二是

证券公司净资本与各项业务风险资本准备之和的

比率，反映经营机构稳健性；三是股票市场价格指

数波动率，反映股票市场稳健性。
信托业稳健性。可以采用两 个 指 标 衡 量：一

是信托风险率，即信托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
二 是 非 标 资 金 池 信 托 资 产 占 信 托 资 产 总 额 的

比率。
关于金融发展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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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金融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维度 　　　　　　　　　　 分项指标 计算方法 属性

金融规模

绝对

规模

银行贷款余额 正

保费收入 正

股票市值 上市公司年末收盘价计算的市值 正

债券筹资额 正

社会融资规模 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 正

相对

规模

金融深化率 Ｍ２／ＧＤＰ 正

金融相关率 金融资产总额／ＧＤＰ 正

社会融资额与ＧＤＰ的比率 正

金融结构

融资
结构

直接融资额／社会融资规模 正

金融行
业结构

非银行金融资产总额／金融资产总额 正

金融效率

金融总

体效率

银行信贷资金边际产出率 ＧＤＰ增量／银行信贷增量 正

金融业劳动效率 金融业增加值／金融业从业人员数 正

投资转化率 资本形成额／社会融资总额 正

银行业

效率

居民储蓄率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

贷存率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正

资本市

场效率

居民股市参与率 股民人数／总人数 正

证券化率 股市市值／ＧＤＰ 正

保险业

效率
保险赔付率 保险赔付额／保费收入 正

金融功能

基础

功能

金融服务覆盖率 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网点数 正

金融服务使用率 人均从银行获得贷款／人均ＧＤＰ 正

保费密度 当年保险收入／当年人口数 正

资源配

置功能

债务投资转化率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贷款与债券筹资额之和 正

银行贷款非国有化率 非国有经济单位银行贷款／银行总贷款 正

股市融资非国有化率 非国有控股企业上市融资额／当年上市公司融资额 正

扩展

功能

经济增长金融弹性 ＧＤＰ增长率／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 正

居民收入增长金融弹性 居民收入增长率／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 正

企业成长的金融贡献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金融业增加值 正

第二、三产业金融支持率 第二、三产业份额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 正

研发费用金融支持率 Ｒ＆Ｄ费用支出／金融业增加值 正

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率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金融业增加值 正

能耗降低金融支持率 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率／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 正

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总人口 负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人均总支出 负

金融

稳健性

银行业

稳健性

资本充足率 正

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余额／贷款余额 负

拨备覆盖率 正

保险业

稳健性

保险偿付能力充足率 保险公司实际资本额／最低资本额 正

总资产报酬率 净利润／保险公司总资产 正

成本费用率 营运成本支出／当期保费收入 正

资本市

场稳健

性

上市公司盈亏率 盈利上市公司数／亏损上市公司数 正

证券公司净资本比率 证券公司净资本／各项业务风险资本准备之和 正

股指波动率
当年股指最高值－股指最低值／当年

股指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平均值
负

信托业

稳健性
信托风险率 信托风险资产／信托总资产 负

五、结语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不仅是我国经济

增长新常态的本质特征，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内在要求。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现代经济

市场运行核心的金融业，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成

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重中之重。目前学

术界对于金融发展质量问题的研究还处于概念提

出阶段，内涵界定远没有达成一致，对于金融发展

质量测度与评价的文献也寥寥无几。因此，本文

对于金融 发 展 质 量 的 界 定 及 构 建 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也只是基于理论分析后的一个初步探索，科学

与否还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在实践中进一

步检验。

０５５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徐璋勇：金融发展质量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构建的金融发展 质 量 评

价指标体系是从国家层面进行的，即是以一个国

家整体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作为评价对象的，而金

融发展质量在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的评价会有所

不同，评价指标体系自然会有差异。比如，我国资

本市场是全国统一性的，本文提出的对证券业稳

健性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显然不适应于对区域证

券业稳健性的评价。因此，如何构建科学的区域

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探

讨。另外，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涉及到多个维度与

多个指标，各维度、各指标之间的权重如何确定，
采用什么样的评价方法等，也都还需要进一步的

探索。

注释：

①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 民 银 行《中 国 区 域 金 融 市 场

发展报告》（２００５－２０１７）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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