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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verty is one of the major obstacle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Finance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field of a country.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conclusion. 

                                                       
*资助项目：本文由贵州省科技计划项

目黔科合基础[2016]1534-4 号资助

（项目名称：贵州新型城镇化金融支

持效率研究）；贵州财经大学 2018 年

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项目名

称：贵州省黔西南州贫困县生态扶贫

的金融支持研究）。 

作者简介：张红梅，教授、硕士生导

师，任职于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研究方向：金融与区域发展、贫困地

区金融。Email：zhm1035@qq.com。张

宁，男，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

生。研究方向：金融与区域发展。

Email：809089169@qq.com。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2017 in 
seven key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southwestern Guizhou Province,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d entropy metho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verty level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in poverty 
count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poverty is related to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the lower the degree 
of poverty; the lower the level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poverty. Therefor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help promote Guizhou 
Province to reduce poverty through financial 
reforms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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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贫困问题是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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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障碍性因素之一。金融在一个国家

经济领域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贫

困程度减缓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

关系？国内外学者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结

论。因此本文采用贵州省黔西南州 7 重点

贫困县 2017 年的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

法、聚类分析法和熵值法，实证分析贫困

县的贫困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两者的关

系。实证结果表明，贫困程度与金融发展

具有相关性即金融集聚水平越高，贫困程

度越低；金融集聚水平越低，贫困程度越

高。故正确认识金融集聚水平对贫困程度

减缓的作用，有利于促进贵州省通过金融

改革减少直至消除贫困，并为相关政策的

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精准扶贫；贫困程度；金融集聚

水平；熵值法

1. 引言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对扶贫工作提

出了“精准扶贫”的新要求，明确要求扶

贫工作应当立足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因人定策，灵活的开展个性化扶

贫工作。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脱贫攻坚

战是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充分

彰显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扶贫工作的

高度重视。近几年来，贵州省着力于探索

扶贫模式，围绕着“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要求，大力实施金融扶贫、生态扶

贫等扶贫工程，有效的发挥了各个方面在

脱贫攻坚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是因其历史、地理位置、自然、社

会、民族和科学技术的原因，贵州想要打

赢脱贫攻坚战，还需要继续努力。此外，

贵州省实施的精准扶贫模式存在一定的缺

陷，制约了扶贫有效进行。国内外专家学

者对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程度减缓进行了

深入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对贫困程度减缓有利方

面，Remenyi 和 Quinones(2000)对亚太地区

一些国家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获得

微型金融信贷服务的人群，其收入可以得

到 明 显 提 高 [1] 。 Jeanneney 和 Kpodar 

(2005)，考虑金融发展和金融波动性这两方

面的影响要素，通过计量模型分析金融发

展、金融波动与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他

们认为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有直接和间接

的影响[2]。段应碧( 2011)提出破解贫困农户

贷款难题，必须培育和发展不以盈利为目

的的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3]。 

关于金融发展对贫困程度减缓不利方

面，Fowowe 和 Abidoye(2005)以私人信贷

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检验了撒哈拉

以南非洲各国家的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并

没有显著的影响[4]。杨小玲(2009)利用我国

农村地区 1978 到 2007 年的数据，对农村

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减少的长短期影响进

行检验。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金融发

展水平减缓程度具有促进作用，但效果不

够明显。长期来看，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则

能抑制贫困的减少 [5]。陈银娥、师文明

(2010)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研究显示

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

很小，而金融波动不利于农村贫困的减

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也没

有促进作用[6]。 

根据以上国内外文献的研究成果，对

于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程度减缓存在有利

和不利两个方面，并且国内对于金融发展

对贫困程度减缓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而

且，对于我国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县域，因

此，研究贫困县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程度

减缓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

贵州省黔西南州贫困县作为研究对象来分

析金融发展水平对贫困程度减缓的作用。 

2. 黔西南州贫困县聚类分析 

2.1 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概念

统计分析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相

关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和时间序列分析

法，其中主成分分析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7][10]。主成分分析是对多变量数据进行统

计处理的一种数据线性投影方法，即如何

把多个变量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变量，而

这几个综合变量可以反映多个变量的信

息。其基本思想是以最优化方法缩减多维

数据的信息，使得数据矩阵简化，降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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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寻找几个能代表原始数据的线性组合

的主成分，从而达到提取主要信息的目

的。 

聚类分析是根据“物以类聚”的道

理，对样本指标进行分类，使得同一类中

的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比与其他类的对象的

相似性更强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实

施聚类分析主要是为了把相似的研究对象

归成类，使类内对象的相似性最大化和类

间对象的差异性最大化。聚类分析法主要

包括系统聚类、K-均值聚类 [8]、有序聚

类、动态聚类、分层聚类和迭代聚类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聚类分析时，指标

体系之间涵盖的相同信息较多，分析结果

会出现误差；而使用主成分分析可通过降

维，减少变量之间相关信息的交叉性，在

此基础线上进行聚类分析可使得数据更加

简约、结果更加贴近现实情况。因此本文

中将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结合

在一起使用，最终得到的结果比起单独使

用聚类分析效果好。 

2.2 指标体系构建

衡量一个地区的贫困程度的数值有很

多，为保持指标的权威性和重要性，本文

借鉴了刘月,师谦友等人（2012）的研究，

通过对现有数据的筛选、整理和加工，基

于数据的可比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原

则，根据 2017 年《贵州省统计年鉴》和黔

西南各县的统计公报，选取了 6 个指标数

据构建指标体系：x1 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元）、x2 为人均生产总值（元）、x3
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4 为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x5 为总人口

（人）、x6 为固定电话用户（户）。 

2.3 实证分析

2.3.1 主成分分析

（1）主成分提取。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

首先要检验所选择指标是否适合主成分分

析，根据检验 KMO 的值为 0.687，,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卡方分布值为 42.143，对应

的 sig 值为 0.000，小于 0.05。因此测量贫

困程度的指标变量满足主成分分析的条

件，可以做主成分分析。

采取主成分分析对所有的指标变量提

取主成分，计算各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

献率可知，提出两个主成分因子，分别为

F1、 F2。它们分别可以解释原始变量

71.351%和 21,。206%
（2）计算主成分得分。根据所提取的 2 个

主成分，运用 spss23 软件计算主成分载荷

矩阵。 

根据主成分载荷矩阵可得到两个主成分 Y1
和 Y2 的表达式如下: 

Y1=0.476ZX1+0.446ZX2+0.411ZX3+
0.457ZX4+0.434ZX5-0.097X6     （1）

Y2=0.080ZX1-0.151ZX2-0.278ZX3+
0.133ZX4+0.38ZX5+0.856ZX6      （2）

其中 ZX1~ZX6 是原始变量的标准值，而不

是原始值。

（3）综合评价。 

通过主成分分析，将 6 个指标变量降

为 2 个主成分 Y1、Y2，如表 1 所示。通常

综合评价得分都是采用回归方法估计出因

子得分，以及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

重进行汇总。但是本文对权重进行了归一

化处理，则 W1、W2 分别为 71.351/ 92.557
和 21.206/92.557，则 

Y= (71.351Y1+21.206Y2)/92.557

表1 黔西南地区7个贫困县综合得分、排序 

地区 Y1 得分 Y2 得分 Y 排序 

兴仁县 2.96 0.5 2.4 1
贞丰县 1.78 -1.01 1.14 2
安龙县 0.93 1.6 1.08 3
普安县 -0.02 -0.87 -0.22 4
晴隆县 -0.67 -0.72 -0.68 5
望谟县 -2.69 1.35 -1.77 6
册亨县 -2.28 -0.85 -1.95 7

2.3.2 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各个贫困县的发展情

况，本文进行聚类分析所采用的是系统聚

类分析，聚类方法为组间连接，测量区间

使用平方欧式距离。本文运用 spss（23.0）
中的聚类分析程序模块，以上述的主成分

分析得到的 Y1 得分、Y2 得分和 Y 综合得

083_RAC_102.indd   530 14/09/18   3:13 PM



531531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66

分的结果作为聚类分析的变量，对黔西南 7
个贫困县进行聚类分析，得到 7 个贫困县

的聚类分析的谱系图和聚类结果（表 2），

并可用图 1 的聚类谱系图表之。 

表2 聚类结果 

地区 

聚类 

兴仁县 贞丰县 安龙县 
1 1 1
普安县 晴隆县

2 2
望谟县 册亨县

3 3

 

图1 聚类谱系图 

综上，结合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

（表 1、表 2 和图 1）结果，将黔西南州贫

困县大致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兴仁县、贞丰县和安龙县。

三个县的综合得分为 2.4、1.14、1.08，表

明这三个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

好，综合实力较强。现实生活中，兴仁县

地处黔西南州中部，是黔、滇、桂三省(区)
结合部的中心县；贞丰县是红七军、红八

军长期活动过的革命老区，旅游发展较

好；安龙县地处黔桂两省(区)结合部，一直

是南北盘江流域重要经济文化中心。基上

述分析，可以认为三个县为贫困县中的发

展相对成熟型。 
第二类是普安县和晴隆县。两个县的

综合得分为-0.22、-0.68，表明这两个县的

发展水平较弱。普安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

乌蒙山区；晴隆县位于黔西南州西北角，

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高谷深。由于地

形地貌的原因致使发展速度较慢，可以认

为这两个县为贫困县中的发展成长型。 

第三类是望谟县和册亨县。两个县的

综合得分为-1.77、-1.95。两个县在黔西南

综合实力排名为 6 和 7 名，在贵州省 88 个

县市区里的经济实力排名为 73 和 82 名，

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全省发展水平都是相

对落后。可以认为这两个县为贫困县中的

发展落后型。 

3. 熵值法分析黔西南各县的金融金融集聚

水平 

3.1 金融集聚水平测度

3.1.1 熵值法

熵代表定性概念的可度量度，定性概念

的不确定性随着熵越大而变大 [9]。熵原本

是物理中热力学概念，后来发展成为信息

论的熵值法理论，在指标赋权方面应用比

较广泛。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

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越

小，熵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

大，熵就越大。权重是指标重要性的量化

表示，可根据目标的重要性赋予不同的

值，且所有指标权重之和应等于 1。 

3.1.2 熵值法计算步骤

(1）原始数据的无量纲化。 
为了消除指定指标因为单位不统一和

数量级的不同，在进行各项指标的赋权之

前，需要对指定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

即无量纲化处理。若数据中有负数，就需

要对数据进行非负化处理，同时为了避免

熵值法求对数是的无意义情况的出现，需

要对数据进行平移： 
对大者为优的指标而言： 

1
minmax

min' 





ijij

ijij
ij

XX
XX

X
，

i=1,2……n,j=1,2……n   
对于小者为优的指标而言： 

1
minmax

max







ijij

ijij
ij XX

XX
X

，

i=1,2……n,j=1,2……n  
(2）度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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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县所占该指

标的比重。 




 n

i
ij

ij
ij

A

A
P

1 ， i=1,2……n,j=1,2……m

（n 为贫困县个数，m 为指标个数） 
(3）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m

i
ijijj AAkE

1
)ln(

 

其中 Ej 表示为所有样本对指标的贡献

总量，常数 k=1/ln（m），这样的话能使得

0≦Ej≦1，确保 Ej最大值为 1。由上式我们

看出，当各个样本的贡献度一致时，Ej 接

近于 1。 

(4）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即 Dj=1-

Ej。Dj 为第 j 个指标下个样本贡献度的一致

性程度。 

(5）求权重。



 m

j
j

j
j

D

D
W

1 ，j=1,2……m  

 
(6）计算第 i 个县的金融集聚程度。





m

j
ijji PWS

1
*

，i=1,2……n     

3.2 构建金融集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3.2.1 金融集聚内涵

金融集聚是指金融行业中的一些部门

或者企业等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在某一地

区形成集中的趋势，并与其他国际性机构

之间存在密切往来联系的一种产业空间结

构。当前金融集聚的模式主要存在两种情

况：一种是以市场作为主导，另一种是以

政府作为主导。 

3.2.2 构建指标体系

对于金融集聚水平的测度，本文借鉴

丁艺、李树丞、李林（2009），豆晓利

（2012），李静、白江（2014）等研究。

选取指标包括金融规模、金融基础和经济

规模三个方面（表 3）。数据来源 2017 年

《贵州省统计年鉴》和黔西南统计公报。 

表3 指标体系 

3.3 实证分析

采用熵值法对各个指标进行赋权，本

文所采用的指标均为大者为优，将原始数

据进行无量纲化，然后计算出各项指标的

熵值依次为 0.0165 、 0.0155 、 0.0143 、

0.0138、0.0148、0.0112、0.0101、0.0146，
据此计算各项的权重依次为 0.1489、
0.1399、0.1291、0.1245、0.1336、0.1011、
0.0912、0.1318。 

熵值法能够深刻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

的效用价值，从而确定权重这种思想，作

为一种客观赋权法，由它得出的指标权重

值比主观赋权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精确

度。在此基础上，需要进行金融集聚水平

测度，通过指标熵权结果和无量纲化后的

数据，得到黔西南各个县的金融水平的测

度结果，测度值越高，金融集聚水平越

高。由表 4 不难看出，黔西南 7 个贫困县

金融金融集聚水平差异十分明显，最高的

目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金融集聚 X 

 

 

金融规

模 X1 

X11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

存款余额（亿元）、

X12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亿元）、

X13 金融业增加值（亿

元） 

 

金融基

础 X2 

X21 接受普通中等教育

人数（人）、X22 移动

电话用户（个） 

 

经济规

模 X3 

X31 地区生产总值（亿

元）、X32 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亿元）、X33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亿

元） 

表 4 金融集聚水平测度值

地区 测度值 排序 

兴仁县 0.201273 1
安龙县 0.168237 2
贞丰县 0.158313 3
普安县 0.132265 4
晴隆县 0.117434 5
望谟县 0.116846 6
册亨县 0.10563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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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兴 仁 县 ， 金 融 集 聚 水 平 综 合 得 分

0.201273，相当于册亨县的 1.9 倍。 

4. 政策建议 

综合黔西南州贫困县聚类分析和金融

金融集聚水平测度，黔西南 7 个贫困县分

为三类分别为发展相对成熟型、发展成长

型和发展落后型；金融集聚水平测度发现

兴仁县、安龙县和贞丰县位列前三名，普

安县和晴隆县位于四五名，望谟县和册亨

县为最后两名。由此可知，贫困县发展情

况受到金融集聚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金

融体系自身发展程度会直接减少贫困和金

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引起收入分配变化间

接减少贫困导致的。通过分析发现，减少

贫困程度的金融支持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进行： 
（1）政府和金融市场要明确自己的职

能，构建完善的金融扶贫体系。在金融扶

贫的过程中，政府要发挥主导、引领的作

用，要负责国家扶贫政策的实施，充分了

解本地区的贫困情况，同时要制定适应本

地区的金融扶贫政策；金融市场要做好资

源配置的功能，从各个层面引导金融发

展，构建有限的金融发展机制，提高不同

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提供完善的金融

服务环境。 
（2）优化金融扶贫体系环境。金融机

构要积极构建和改善信用环境建立健全贷

款风险、企业和个人信用管理体制，加强

对守信用的企业和个人的贷款力度，从而

达到增强县域内的信用意识；农村金融扶

贫部门较多，想要有效的评估各个金融部

门的效率，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功

效，需要制定科学有效的精准扶贫体系、

优惠政策。 
（3）提升贫困和特困群众脱贫力度。

由于贫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和基础设施建

设不足，想要实现长期有效的可持续发

展，不仅仅要靠金融机构贷款扶持，引进

投资，发展中小型企业，还要依赖于金融

机构自身发展，为贫困地区的脱贫提供动

力。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互联网的强大功

能，利用互联网建立有效的传导机制，从

而让贫困县的金融机构发展获得更多的机

会和更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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