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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entered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and put 
forward a strategy for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Guizhou, as an underdeveloped 
area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is a key area 
for implementing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win-win strategies. In recent 
years, Guizhou’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continuously carried out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This article collects 
financial deepening rates, ecological 
expenditures,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liv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ne prefectures 
and ci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Through the 
use of DEA model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ity of Guizhou is finally 
drawn Poverty all are ineffective, and their 
reasons a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financial input suppor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Finance, ecological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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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三五期间，我国进入脱贫攻坚战，

并且提出了生态扶贫战略。贵州作为我国

西部欠发达地区，是实施生态扶贫打赢攻

坚战的重点区域。近年来贵州省经济发展

迅速，金融领域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为实

施生态扶贫战略打下了资本基础。本文收

集到贵州省 9 个地州市的金融深化率，生态

财政支出，居民生活改善，经济发展等指

标，通过使用 DEA 模型分析金融支持生态

扶贫的成效，最终得出贵州省的地州市生

态扶贫都处于无效程度，并从金融投入支

持，生态环境与政策推行等方面来分析其

原因。 

关键词：金融，生态扶贫，DEA

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

展，金融市场随之发展而壮大。随着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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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改革的支持，金融行业的开放程度越

来越高。十八大召开之后，习近平总书记

和李克强总理多次在金融工作原则和发展

重点方面做批示，如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

金融；做好金融工作回归本源、优化结

构、强化监管的三个重要原则等。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金融行业在市场经济中的

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起到了资金融通、

流转，分散风险的作用。金融行业的发展

也作用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发

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自 1978 年之

后，我国经济以高增长率增长发展，GDP
由 3645 亿元人民币（1978）增长至 82 万亿

元人民币（2017）。人均 GDP 由 1027.5 元

人民币（1978）增长至 55527 元人民币

（2017）。伴随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同

时，是中国金融行业的巨大转变与发展。

1978 年之后，我国金融行业经历了从单一

到多元的发展。自 80 年代起，金融行业在

政策上不断进行改革，金融部门逐步多样

起来，诸如保险公司，区域银行，农村、

城市信用社，信托公司等金融中介涌现出

来。1994 年是关键的一年，国家开发银

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三大政策

性银行相继成立，标志着我国银行业改革

迈上了新的台阶。金融资产总量由 3257.4
亿元人民币（1978）增加至 200.72 万亿元

人民币（2016），年均增长率 162%，居民

日常生活中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大大增

加。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部，因其地理环

境以及人文因素的特殊性，贵州省相较于

其他省份发展存在很大的阻力，属于欠发

达省份，金融改革起步较晚。2016 年，贵

州省 GDP 为 26909 亿元人民币，占全国

GDP 总量的 1.5%。金融机构人民币年末存

款余额 13265.01 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年

末贷款余额 10104.30 亿元，占全国比重的

1.2%。值得注意的是，自十八大召开以

来，国家出台政策大力支持金融行业改革

发展创新以及进入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

期，贵州省成为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区域，

国家政策的扶持，大量资本流入贵州，使

得贵州省近五年金融行业发展迅速，其中

银行业是金融行业中关键产业；基础建设

的投入以及“生态扶贫”措施，让贵州逐渐摘

掉了“贫困”的帽子[1]。
扶贫脱贫工作自改革开放后就在不曾

间断的进行着，40 年间脱贫工作也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由 2.5 亿

人（1978）减少至 1289 万人（2017）。扶

贫脱贫工作的成功，依托的是有中国特色

的扶贫开发模式，其中生态扶贫便是根据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而创设的中国式扶

贫政策。具体说来是把扶贫工作与保护环

境相结合起来的脱贫模式，发展经济脱离

贫困的同时进行环保，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思想理念。在这种扶贫观念的

指引下，贵州省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

[2]，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特色产业，促进

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开发与

保护并重，在保护生态中发展，在发展中

保护生态，并且在最近几年中取得了良好

的成效。

在近年政策的支持下，贵州省金融行

业发展迅速，并且脱贫工作方面大力发展

生态扶贫，并由此形成生态产业，积极探

索“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型发展

[3]。考虑到以上背景情况，本文将研究目

标放在金融与生态扶贫方向，探索两者之

间的关系：金融行业的发展支持生态扶贫

的成效。效率分析多用 DEA 分析法[4]，是

研究有多个“输入变量”和多个“输出变量”
时，探索其是否有效率的方法。本文选取

贵州省实施生态扶贫产业的所有 9 个地州市

的金融行业 “金融深化率 ”（金融资产

/GDP）与各地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财政支

出作为投入指标，产出指标方面，选取

GDP，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最

终得出 DEA 分析成果，旨在探索金融发展

对生态扶贫工作的成效。

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生态扶贫战略及相关概念，国内

众多专家学者很早便对其做了研究与探

索，最早是由沈斌华（1999）[5]提出的：

生态扶贫，是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发展

有特色的产业（林业、草业、药材业和沙

085_RAC_104.indd   541 14/09/18   3:20 PM



542542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66

产业），是贫困地区脱贫的必由之路。杨

文举（2002） [6]最早做出了系统性的阐

述：生态扶贫是指从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态

环境入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改变

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使贫困地区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扶贫方式。近年

来专家学者对于生态扶贫如何实践进行了

大量的探索，而生态扶贫又需要因地制

宜，扶贫需适应当地状况。查燕，王惠荣

等（2012）[7]对宁夏的生态扶贫现状与战

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提出了宁夏水

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生态

移民，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和示范带动五大

生态扶贫战略。刘慧，叶尔肯等（2013）[8]
从中国西部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区域和重要

生态功能区空间分布的关联性分析入手，

对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扶贫工作进行了

深入研究，得出要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

本发展，以特色农副产品开发，特色农产

品品牌建设以及生态移民等意见建议。唐

毓懋（2011）[9]对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毕

节市的现状及贫困原因做了调查分析，研

究表明贫困主要原因在于超生致贫和自然

灾害致贫，在反贫困的路径上，提出了创

新的扶贫模式，控制人口数量，转变扶贫

方式等有针对性的措施。

金融发展方面，为了得到合理的量化

金融发展的指标，美国经济学家 Goldsmith
（1969）首次发表了金融相关比率概念

FIR，用金融资产/GDP 表示，由此便一般

将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在规

模上的关系用 FIR 表示，可以将其视为衡

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指标[10]。加拿大经济学

家 Ronald I. Mckinnon（1973）进而提出了

新的概念：货币化率 M2/GDP，表示社会的

货币化程度，旨在将流通并用来进行商品

交换的货币表示现阶段社会金融发展程

度，因此可以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指

标。以上两个内容只是近代以来经济学家

为金融发展初步创造的理论，然而近年金

融行业飞速发展，随着金融场所，金融工

具，金融服务等出现，金融范畴涵盖的越

来越多，金融发展理论和概念也在不断的

进步与深化[11]。本文将选用金融深化率这

一指标，通过省年鉴搜集到当前金融资产

与 GDP 等数据，测评贵州省金融行业发展

现状。

3. 贵州省地级市及县域金融与生态发展

现状 

3.1    贵州省金融发展状况 

贵州省作为我国的资源和生态大省，

拥有数目可观的能源和自然生态产业。单

单已发现的矿产种类便有 123 种，木本植物

有 124 种，还包括很多珍惜的名贵草药。但

是由于地理位置及基础设施薄弱，并且在

政策上重视晚与实施有迟滞的原因，致使

贵州省经济金融发展缓慢。

十三五期间，贵州省抓住政策上加强

对西部贫困地区扶贫支持的力度，秉承“稳
中求进、提速转型”理念，大力发展金融与

经济。金融机构数量稳步增加，银行业等

金融机构总资产、存贷款额显著提升（表

1）。  

2013 年—2016 年期间，贵州省商业银

行 的 数 量 稳 步 增 加 ， 平 均 年 增 长 率

103.6%，而外资银行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

几乎没有增长，即在金融机构增长规模

上，只表现为商业银行数量的增长（表

2）。

全省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银行业）

2016 年 资 金 来 源 与 运 用 合 计 达 到 了

22449.89 亿元，同比增长了 22.7%，各项存

款金额同比增长 22.3%，其中个人存款为存

款增长率贡献巨大，同比增长 15.4%。贷款

额 2016 年为 17857.80 亿元，同比增长

18.6%，其中中长期贷款额增长率可观，达

到 20.8%。

3.2    贵州省生态扶贫发展状况 
贵州省政府于 2018 年 1 月公布了近四

年（2017—2020）生态扶贫的计划，重点

任务有十条，其中着重点在于实施退耕还

林建设扶贫工程和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扶贫工程。退耕还林型生态扶贫是十三五

以来逐步发展实施的战略，指通过改善，

退耕有坡度、有石漠化的耕地，转而因地

制宜发展核桃，板栗，樱桃等特色果林产

业，并且从政策上按每亩地补贴贫困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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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扶贫政策。生态扶贫周期长，真正获

得收益存在滞后性，成效在近年才逐渐展

现出来。表 3 是 2016 年贵州省森林资源情

况，包括森林总体情况，退耕还林的实施

情况，以及森林保护工作情况，代表着贵

州省政府在退耕还林护林这一生态扶贫政

策方面的实施进展。

表 3 数据显示，2012 年至 2016 年森林

面积逐年温度增加，年均增长率约为

102%，其中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虽然相比于

造林数量占比较小，但是还在逐步开始进

行，退耕还林政策在实施过程实际也面临

着农民难以接受，政策落实力度不强，监

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表 1  贵州省近四年各类金融机构数量 

 

表 2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贷款余额 

 

表 3 贵州省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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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扶贫的又一扶贫点在于增加护林

员岗位，在保护森林果林的同时，拉动就

业，促进更多人脱贫。据贵州省政府发行

的《贵州省生态扶贫实施方案（2017—
2020 年）》政策来看，新增护林员计划有

在现有生态护林员 4.47 万人基础上再新增

生态护林员 5.2 万人；到 2020 年全省生态

护林员森林资源管护队伍总规模达 9.67 万

人，人均管护森林面积稳定在 1500 亩以

内；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5.2 万户、20 万人

人均增收 2300 元左右。

在以上统计数据基础上，接下来本文

将选取其中部分数据作为指标，运用 DEA
模型分析金融支持生态扶贫的成效分析。

4. 基于 DEA 模型的生态扶贫成效研究 

数 据 包 络 分 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14]是针对每件有“投入”与
“产出”的部门的决策行为，DEA 模型把每

一个相对应的“投入”——“产出”看做一个决

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通

过数学模型对每个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

进行评价。其实质是对 DMU 各“投入”与
“产出”按权分比例进行运算，算出输出比投

入是几（≤1）从而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

同时将 DMU 与前沿面进行比较，确定各

DMU 是否 DEA 有效。

4.1     指标的选取  

4.1.1 投入指标 

① 金 融 相 关 比 率 （ 戈 式 指 标 ）

（X1）：即金融资产/GDP，它可以表示金

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在规模上

的关系，用以表示金融规模程度。金融相

关比率在本文中使用年末存贷款额与 GDP
的比率。

②生态文明建设投入（X2）：各州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对“农林水事务”项目的

支出额。生态文明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财

政支出，财政支出预算中相关项目支出`额
和占比重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政府对生态文

明建设的投入力度。

4.1.2 产出指标 

①区域生产总值（Y1）：即各州市的

GDP，GDP 是目前认可度最高的衡量一个

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

标，GDP 是作为产出指标的第一选择。

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2）：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户用于最终消费

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出及储蓄的总和，

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作为产出指标之一

再按权重分配。

③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3）：

居民可支配收入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

支配的收入，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

重要指标。将农村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分开划分意义在于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

大，应按不同权重比例分配，从而准确得

到扶贫效果分析。

4.2    样本的选取 

由于贵州省地理位置较为特殊，部分

城市或州县可以依靠较好的位置条件与便

利的交通、实行生态扶贫，建立生态产业

品牌，而地理环境较差的城市则发展较为

困难，扶贫效果相差很大。所以本文通过

查询 2017 贵州省年鉴数据，选取了贵州 9
个州市的以上指标，运用 DEA 分别对其进

行扶贫成效分析，以观察各自效率高低。

4.3    贵州省生态扶贫成效分析 

DEA 分析得到的数值范围均≤1，其中

出现＜0 的部分使用修正的 DEA 进行评

测，最终定义综合效率为 h1，纯效率为

h2。通常情况对扶贫效率的梯度划分如表 4
所示，当效率 h 在（0,0.5）区间内时，有相

当部分金融资产以及财政支出投入效率低

下；当 h 处于[0.5,0.8)区间内时，表明资产

与财政支出已经有部分获得了较好的利

用，但是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当 h 处于

[0.8,1)区间内时，表示资产与财政支出已经

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利用；当 h=1，扶贫成效

达到 DEA 有效水平，投入指标完全获得充

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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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贵州省 9 个地州市进行 DEA 成效测

度结果如表 5 所示。

由 DEA 成效分析结果可知，

除贵阳市和遵义市的金融对于生态扶

贫效率处于 DEA 较有效阶段，其余 7 个地

州市均处于 DEA 无效水平。综合技术效率

TE 相较于纯技术效率 PTE 来说处于更低的

层次。

从概念来看，综合技术效率 TE 代表产

业结构能否符合总体要求并使之发挥最大

的成效和社会效益，而纯技术效率 PTE 则

表示因为技术等因素影响的生态扶贫效

率。所以可知大部分地州市的金融支持生

态扶贫这一条路径整体并不完善，很多环

节有缺失，效率极低，需要进一步完善金

融到支持生态扶贫的渠道以保证资本高效

利用。

（3）从纯技术效率 PTE 的表现来看，

虽然扶贫仍然处于 DEA 无效程度，但是与

综合技术效率 TE 相比较高，说明金融行业

与生态扶贫建设的改革和发展方向正确，

但扶贫综合成果要考虑到环境，政策等一

系列因素，仍需积极探索适应贵州本地的

高效金融支持生态扶贫的策略。

5. 金融发展对贵州生态扶贫成效的因素

分析 

以上通过 DEA 模型分析得到贵州省地

州市金融支持生态扶贫都无效率，本节将

试图从金融环境，地理环境，生态扶贫政

策推行等方面解释原因并给出改进建议。

5.1    金融环境外部性问题 

贵州省处于我国西部，目前是欠发达

地区，经济水平在全国属于中下水平，金

融行业的外部环境也相较其他金融发展较

快省份有明显不足。外部环境的落后导致

贵州省金融行业发展起步慢，虽然目前以

较高增加率增长，但是整体层次低，种类

少，例如表 1 所示外资银行目前只有花旗银

行一家。金融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明显制约

了金融行业的发展，并且应该通过积极推

动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繁荣金融市场，以

激活生态扶贫的“金融源泉”。

5.2    地理环境因素 

生态扶贫是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生

态，通过生态环境的建设反哺经济，使得

当地贫困人口摘掉“贫困”的帽子。贵州

省政府通过发展还林护林，进而形成果

林、森林公园等产业品牌的形式实施生态

扶贫战略。然而贵州省多山地，大部分地

理环境较为恶劣，在林业的种植上有一定

的困难；打造成的品牌难以推销；种植出

的果实难以外销或者外销成本极高都是制

约贵州省生态扶贫的一个重大因素。 

5.3    生态扶贫政策的推行实施 

退耕还林这一生态扶贫战略因为不能

立刻得到因发展林业而带来的实际收益，

表 4 扶贫效率梯度划分标准 

 

表 5  贵州省 9 个地州市 DEA成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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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部分农民会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实

施或者消极实施，因而政策在实行方面不

彻底也是影响生态扶贫效绩的直接原因。

同时，在新增护林员岗位，按亩补贴退耕

还林农户方面，会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支

持，维护政府财政收支稳定也是生态扶贫

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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