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1 月 1 日 星期五 13学人

李杰群 宋晓东

邗 （上接 12 版）

今天的长三角地区， 随着产

业链一体化发展， 研发和管理在

上海、制造在苏浙皖、销售遍布长

三角， 已是很多企业常态化经营

模式。 这是长三角地区要素资源

差异、市场化配置的结果。 然而，

这些企业在跨区域经营时， 获取

信贷资金并没有那么从容。 由于

行政区划和监管原因， 企业跨区

域贷款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障

碍， 甚至无法获得信贷资金。 比

如， 上海建筑企业在服务长三角

一体化的过程中， 开展跨区域基

础设施建设， 总公司无法在当地

直接取得贷款， 需要首先在当地

成立项目公司， 即便如此申请贷

款的过程中也会遇到融资成本较

上海本地高、 放款时间不能得到

保障等各种融资困难。

如何解决企业在长三角区域

开拓发展中的跨区域信贷问题？

我们可以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逐步深化中找到答案。

金融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

的重要方面。根据欧盟的定义,金

融一体化是指 “在市场力量的驱

动下,不同国家或者区域的金融

市场互相竞争并最终形成一个统

一的金融市场,其特征是金融服

务提供者价格趋同,提供的产品

趋同以及效率和盈利率的趋同。”

从我国的金融结构来看，间

接金融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近年

来， 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

比例达 80%以上。也可以说，银行

信贷在我国是绝对主流的融资方

式。所以，长三角金融一体化的重

心是信贷一体化。信贷一体化可

以理解为信贷资金在区域内自

由流动，可以打破法律、监管和

银行内部形成的壁垒，市场的参

与者能够享受无差别的跨区域

金融服务。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

般需通过政府的协调和制度保

障来实现。

无论从存款、贷款等绝对指

标，还是从金融相关率及存贷比

等相对指标来看，长三角区域信

贷资源并不均衡，间接金融发展

水平也各不相同，客观上具备信

贷一体化条件。信贷资源不均衡

恰恰是长三角信贷一体化的动

因，期待更为优化的信贷资源配

置，使得信贷资源流动有了客观

基础。

长 三角信贷市场分割，主

要来自属地化监管和商

业银行属地化经营。属地化监管

使各省市监管部门根据本地区

特点制定相关的监管政策，致使

各地的监管标准、准入要求和业

务流程等方面有所差异，这也会

制约信贷资源自由流动。监管部

门为规避信用风险，防止重复授

信， 采取对异地贷款不鼓励、对

异地授信金额限制、异地贷款需

要备案等措施，客观上限制了企

业异地贷款。监管部门派出机构

突破垂直行政区域限制，根据长

三角经济区域设置机构，在信贷

监管体制上一体化，对于打破长

三角信贷市场分割，实现信贷资

金跨区域流动，具有积极意义。

商业银行一般是按照行政

区划设立机构， 实行属地管理。

其目的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出

于信用风险考虑，二是经营成本

考虑。 属地化经营的好处在于：

银行更有效、便捷地获得信贷客

户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有效

降低信用风险， 经营成本可以

得到有效控制。 跨区域贷款无

疑会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和经

营成本， 银行本身跨区域贷款

的意愿并不强烈。 这也是长三

角信贷市场处于相对分割状态

的原因之一。

长三角地区信贷资源不均

衡， 加之监管和商业银行自身

的原因，各地信贷市场分割，不

利于各类经济主体更有效地利

用金融资源， 不利于各经济主

体降低资金成本。 如能实现信

贷一体化， 将有助于打破局部

利益、部门利益，建立相对统一

的区域性信贷市场，消除区域分

割， 实现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

发挥区域集合优势，通过区域金

融合作来进行相互作用，实现互

补，增强企业竞争力，助力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推进。

贷 款可以解释为信贷资金

基于企业信用水平的重

新分配。信贷一体化有助于增加

长三角企业贷款供给。信贷资金

是一种稀缺资源，其来源于各类

存款。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程度

不同， 决定了存款的规模不同。

信贷一体化可使信贷资金从充

裕地区向资金不足地区流动，微

观上，为长三角地区企业注入更

多的资金，有助于更多的企业获

得贷款；宏观上，可扩大长三角

地区总体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

促进长三角经济协同发展。

长三角信贷一体化实质上

是使信贷资金“同城化”，在长三

角地区自由流动，降低企业总体

融资成本。 信贷资金供给的增

加， 会使长三角区域整体受益：

即信贷资金充裕地区未充分使

用的授信额度得以利用，信贷资

金不足地区因有效供给增加有

助于贷款利率下降。最终促使长

三角区域内信贷资金总体成本

降低，资金成本（也就是贷款利

率）趋同。

信贷一体化最根本的目的

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可持

续性发展。区域高效率在微观上

表现为企业的高效率。 一般认

为，金融资源倾向于向经济效率

更高的区域流动，客观上促进了

高效率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企业

为了获取信贷资金，必须提高经

营效率，达到金融机构的相关要

求， 提升区域内产业质量和体

量， 推动区域内产业能级跃升。

长三角信贷一体化过程中，区域

内金融体系逐步形成同城化发

展格局，可以从总体上提升金融

机构的效率、 提高金融服务质

量，使各类企业获得更好的信贷

服务。

总之， 信贷资源上的差异，

客观上使长三角区域有条件实

现信贷一体化。通过改善监管和

商业银行经营机制，有助于长三

角区域形成统一信贷市场，增

加长三角区域内信贷供给；有

助于降低总体信贷融资成本，

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使企业获

得更优质的金融服务；由此，实

现区域优势互补， 进而推动长

三角区域协同发展，服务和服从

于国家战略。

（作者分别为上海立信会

计金融学院副教授、 上海隧道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

长三角一体化与跨区域金融服务

欧美在史学理论层面相对保

守。 关于“国家形象”这一问题

的讨论多见诸政治学 、 社会

学 、宗教学 、心理学的研究范

畴 ，俄罗斯历史学家们的研究

则鲜少涉及这一主题 。 然而 ，

囿于原始档案文献保存地的

限制———相信在俄罗斯搜集

过档案资料的研究者都对如

下体验感同身受 ：尽管苏联的

档案文献数量庞大 、 保存较

好 、大多已经解密 ，但是档案

资料电子化程度极低 、调档程

序繁琐 ，给研究者特别是外国

研 究 者 查 档 平 添 了 诸 多 不

便———每一位在俄罗斯查档

的外国学者都要耗费极大的

精力才能获得部分珍贵的一

手资料。 张建华教授以丰富的

一手文献材料为基础 ，使用了

包括 “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

心 ” （1991—1999， 现更名为

“ 俄 罗 斯 国 立 现 代 史 档 案

馆 ”）、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

馆 ”、“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历

史档案馆 ”、 “美国外交档案 ”

在内的俄罗斯历史研究领域

关键档案文献； 此外， 还运用

了大量英文、 俄文回忆录以及

相关的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 ，

不同语种、 类型的材料相互佐

证； 行文间更是充满对历史细

节的反思及对现实问题的观

照 。 对于俄罗斯历史的研究 ，

一手档案材料是基础， 此外更

要重视使用新的理论方法和新

史料来弥补原始材料相对不充

足的困境， 相信这一研究框架

在外国史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

普适性。

可 以说，“国家

形象” 研究

是历史学、 语言学

和文化学的结合

点。 本书虽以俄罗

斯“国家形象”及他

者视野贯穿始终 ，

但字里行间， 积极

回应俄国历史文化

研究中的核心密

钥———“知识分子”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 俄 罗 斯 心 灵 ”

（Русская душа）、

“ 俄 罗 斯 精 神 ”

（Русская идея）、“俄罗斯性格”

（Рус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俄罗斯

道路 ”（Русский путь）等议题 ，

并对之提出独到见解。 俄罗斯

的 “斯芬克斯之谜 ”体现其内

在矛盾性 ， 而承认其矛盾性 ，

则是揭开层层包裹谜团的最

佳方式 ， 亦如别尔嘉耶夫在

《俄罗斯的命运 》 一书中所总

结 ： “唯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

悖论性，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

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

深处的那个秘密 ”（《俄罗斯的

命运》，页 3–4）。 也就是说，俄

罗斯地理上的东西分裂造成的

精神上的矛盾， 以及社会内部

上下层之间无可调和的矛盾 ，

这一横一竖两大矛盾成为了俄

罗斯民族永远要背负的沉重的

十字架（刘文飞：读别尔嘉耶夫

的《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的

命运》，页 8）。 因此，若想认识

一个真实的俄罗斯， 恐怕在阅

读的路上还要费一番功夫。 《帝

国幻像》这部综合文化学、政治

学、传播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理

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著作 ，可

说是一部俄罗斯历史问题研究

的方法论指导及史料文献导

览。 它为我们展示了世界人民

眼中的俄罗斯， 有助于我们了

解这个如洋葱、套娃一般，探索

起来仿佛无穷无尽的国度。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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