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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人力网络结构对银行绩效的影响①

———基于银行网点空间竞争的全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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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面临着网点转型或裁撤的巨大压力． 新增

或裁撤网点对银行绩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新增或裁撤什么类型的网点？ 这是银行管

理者急需解决的问题． 为了帮助银行更好地优化其零售网络，本研究运用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４３ 家银行 ４０ 余万的银行网点数据和银行周边的开源全景数据，使用岭回归面板模型和基于

Ｈａｕｓｅｄｏｒｆｆ 距离的 ＳＡＲ 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银行零售网络规模和网点负载对绩效的影响． 研
究发现：技术型零售网络规模和人力型零售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有显著的正 Ｕ 型影响． 并且

进一步研究发现，网点负载能调节技术型零售网络规模和人力型零售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的

影响，具体地，技术型网点和人力型网点的负载增大时能够增强技术型零售网络规模对银行绩

效的正 Ｕ 型影响，但同时也会削弱人力型零售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的正 Ｕ 型影响． 本文的研

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银行业零售网络空间竞争的研究，同时也为营销学者和管理人员进行网络

布局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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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银行面临的竞

争日益激烈，迫使很多银行止住了扩张线下零售

网络的迅猛势头，开始通过调整网点经营策略来

面对竞争压力［１］ ． 如图 １ 所示，２０１５ 年是银行业

零售网络规模变动的重要拐点． ２０１５ 年之前银行

新设立分支机构始终不断增长，并且银行分支机

构退出数量始终为 ０，但是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银行

业不仅每年获批新设立的分支机构数目逐年减

少，而且还每年都在关闭已有的分支机构，到

２０１９ 年时，关闭的分支机构数超过了新设立的分

支机构数，银行零售网络规模进入负增长阶段． 但
即便如此，高德地图的 ＰＯＩ 数据显示，目前银行业

仍然拥有 ２８． ５６ 万个线下人工服务网点（营业厅、
分理处、储蓄所等）和 ２６． ５４ 万个线下技术服务网

点（ＡＴＭ、２４ 小时自助银行等），如此庞大的线下

零售网络仍然需要有效管理 ． 但关于银行业零售

网络空间竞争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缺乏实证模型

来评估银行零售网络空间竞争的效果，即银行零

售网络的空间布局对银行绩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

响． 只有理解了银行线下零售网络空间竞争的机

制，银行管理者才能进一步制定与以下问题相关

的战略决策：新增或裁撤网点对银行绩效会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新增或裁撤什么类型的

网点？
因此，本研究参考零售业的空间竞争理论和

相关研究，提出了银行零售网络的空间竞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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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计量银行零售网络中与空间竞争相关的操作

变量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具体地，本研究运用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 ２４３ 家银行 ４０ 余万的网点数

据、绩效数据、产品数据和消费者数据等，在控制

了消费者差异和产品与服务差异的基础上，研究

了银行零售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的主效应，以及

网点负载（平均每个网点可服务的潜在消费者数

目）的调节效应． 考虑到银行零售网络由两个高

度异质的部分———技术型零售网络和人力型零售

网络构成，研究时对网点类型（技术型网点和人

力型网点）进行了区分，分别研究了技术型零售

网络和人力型零售网络中的主效应与调节效应．
特别地，本研究还在模型中考虑到了银行零售网

络内部及外部的规模效应和蚕食效应．

图 １　 改革开放后银行分支机构数目变动（１９７９ 年—２０１９ 年，数据来源于 ＣＲＤＮＳ）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ａｎｋ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１９７９ － ２０１９，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ＣＲＤＮＳ）

　 　 研究发现，在 ２０１５ 年之后，银行线下零售网

络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呈现出分化趋势． 中小银行

零售网络内部呈现蚕食效应，网络规模越大，银行

绩效越差；而大型银行零售网络内部则呈现规模

效应，网络规模越大，银行绩效越好． 这意味着线

下零售网络已经成为中小银行绩效增长的负担，
中小银行应优先裁撤网点；但线下零售网络仍能

驱动大型银行的绩效增长，大型银行可结合自身

需要适当增设网点． 研究还发现，人力型和技术型

网点负载越高，技术型零售网络内部的蚕食效应

和规模效应越强，而人力型零售网络内部的蚕食

效应和规模效应却越弱． 这意味着网点负载较高

的中小银行裁撤技术型网点能更好地缓解蚕食效

应，而网点负载较低的中小银行裁撤人力型网点

能更好地缓解蚕食效应；网点负载较高的大型银

行新增技术型网点能更好地增强规模效应，而网

点负载较低的大型银行新增人力型网点能更好地

增强规模效应．

１　 研究背景

以往有关零售点的空间网络对绩效的影响研

究主要分成两类，一是零售点层面的空间网络影

响，如某零售门店辐射范围和吸引潜在的消费者

数目［２ － ５］；二是零售网络层面的空间网络影响，如
肯德基运用自身零售网络的综合优势，吸引更多

的消费者［６］ ． 两者综合影响构成了零售网络结构

对绩效的影响．
１． １　 零售网络空间结构中的规模、负载与绩效

基于零售引力模型［２］ 和空间区位模型［３， ４］，
对零售点空间竞争的研究日益完善，但随着大数

据技术的推广，零售商不再只关注如何为单个零

售点提升业绩，而是更希望统筹管理规模庞大的

零售网络，通过对零售点进行批量管理来提升空

间影响力． 与零售点空间结构的研究类似，规模、
负载以及其它控制变量仍然是零售网络研究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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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的重要变量，但与零售点空间竞争研究不

同的是，零售网络内部存在诸多零售点，这些零售

点之间的互相影响可能使情况更为复杂．
一方面，众多零售点的联合，可能确实会为零

售商带来正面的规模效应（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即因为

零售网络规模足够大而带来更高的用户评价、服
务质量等，从而占据更多的消费者资源． 比如罗上

远等则指出，零售商可以通过在零售网络中设置

配送中心，多个零售点联合配送的方式解决多品

种存货分布的问题，进而间接地提升交易量［７］ ．
但是另一方面，零售点互相影响也可能会带来负

面的蚕食效应（ ｃａｎｎｉ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蚕食效应

是指如果没有新的零售点，消费者会在现有的零

售点交易，而当设置新的零售点时，消费者因为偏

爱新的零售点而减少在旧零售点的交易［８］ ． 比如

Ｋｉｖｉａｔ 和 Ｑｕｅｌｃｈ 的研究表明，星巴克（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
扩张的零售点不仅未能创造更多的营业额，还蚕

食了附近零售点的市场［９， １０］ ．
规模效应和蚕食效应的存在，使得某零售商

零售网络的空间竞争力并不等于多个零售点的空

间影响力之和，而是会存在对应的限制条件，以往

学者从优化分析的视角下切入，探究如何在限制

条件存在的情况下提升零售网络的总绩效，如
Ｄｏｂｓｏｎ 等引入“稳定性”（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来分析两个利

润最大最小化零售商的店铺最优选址，给出了确

定稳定集的整数规划公式［１１］ ． Ｙｕ 等运用 ＭＩＰ 和

ＳＡＳ 的方法求解了消费者偏好不确定情况下空间

竞争问题对应的混合整数规划模型［１２］ ．
虽然先前研究分析了单个零售商零售网络的

空间结构对绩效的影响，但零售商同时也处于更

加广阔的竞争环境中，其空间竞争力还可能会受

到竞争者零售网络的影响． 一方面，零售网络之间

可能存在蚕食效应． 不同的零售网络代表不同零

售商的利益，彼此共同蚕食现有的消费者市

场［１３］ ． 另一方面，零售网络之间可能也存在规模

效应． 虽然不同零售商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
但宏观来看，不同零售商仍然可以通过互相学习、
共同刺激需求扩张等手段实现业绩的共同

增长［１４ － １６］ ．

综合关于零售网络空间结构对绩效的研究，
本文发现，零售网络的空间结构研究与零售点的

空间结构研究主要存在两点不同： 一是零售网络

内部规模增加可能会带来规模效应和蚕食效应，
二是零售网络之间可能也存在规模效应和蚕食效

应． 这两点是零售点的空间竞争研究所未涉及的．
于是，在建立关于零售网络绩效的研究模型时，需
要额外识别与计量零售网络内外部的规模效应和

蚕食效应．
１． ２　 银行零售网络空间结构中的规模、 负载与

绩效

与传统零售业相似，银行业也拥有庞大的零

售网络，其主要构成是银行海量的分支机构系

统［１７］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了关于放

松银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市场准入管制的一系列

政策，导致银行不断通过设立新的银行网点来增

加竞争力． 直到 ２０１２ 年之后，由于互联网金融的

飞速发展，银行业的数字金融业务蓬勃涌现，银行

业分支机构的扩张才趋于平缓，空间竞争逐渐向

线上竞争转移． 整体而言，从时间上看我国银行零

售网络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改革开放后我国银行零售网络发展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阶段 时间 概况

第一阶段 １９７９ 年—１９８４ 年
国有商业银行恢复运营并逐渐

增设网点

第二阶段 １９８６ 年—１９９８ 年

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

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外资银行

陆续成立并增设网点

第三阶段 １９９８ 年—２０１３ 年
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陆续成立并增设网点

第四阶段 ２０１３ 年—至今

数字金融飞速发展，银行陆续裁

撤网点，空间竞争向线上竞争

转移

　 　 即使在数字金融业务的入侵下，截止 ２０１９ 年，
银行业至今仍然拥有超过 ５５． １１ 万个线下分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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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 ２６． ５４ 万个 ＡＴＭ 等

自助设备构成的技术型网点，二是由 ２８． ５７ 万个人

工柜台构成的人力型网点，研究发现这两个构成

部分对银行提高空间竞争力的作用机制完全不

同． 其中，自助设备 ＡＴＭ 机能在一定程度上协助

银行提高服务能力，以更有效的方式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１８ － ２０］ ． 基于自助技术的服务在提供更大的

访问、灵活性和便利性的同时［２１］，还具有显著的

规模效应［２２］；而人工柜台则更适合一些需要和消

费者深度互动交流的服务，比如提供业务咨询、办
理复杂业务等［２３］；它所能提供的反应能力，根据

消费者需求定制服务的能力，能给消费者带来服

务的灵活性、自发的愉悦感和更加舒适的体

验［１８，１９］ ． 此外，自助设备与人工柜台作为不同的

银行分支机构在百度地图或高德地图中属于不同

ＰＯＩ 类别，其经纬度存在着差异． 鉴于二者的差别

较大②，本研究将银行的零售网络按照不同的构

成划分成两个部分———技术型零售网络和人力型

零售网络，如图 ２ 所示． 其中，网点是构成银行零

售网络的最小单位．

图 ２　 银行零售网络的构成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ａｎｋ’ｓ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以往的研究虽然从理论上揭示了技术型网点

和人力型网点的区别，但由于大部分数据源仅提

供具体到分支机构层次的数据，研究者难以进一

步实证这两种网点类型对银行空间结构的影响，
因此绝大部分研究并未区分技术型网点和人力型

网点，而是统一从分支机构的层次展开研究． 由于

银行分支机构规模庞大，零售网络规模对银行绩

效的影响是首要被研究的对象． 例如，Ａｌｌｅｎ 和

Ｇａｌｅ 发现分支机构规模大的银行能适应竞争更

激烈的环境［２４］ ． 此外，银行零售网络之间的规模

效应和蚕食效应也得到了研究． 例如，郭峰等运用

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不同地区的银行之间的规模

效应和蚕食效应，研究表明两种效应同时存在，但
规模效应更加明显，且银行间的距离越近，规模效

应越明显［２５］ ．
综合以上分析发现目前有关银行零售网络对

绩效研究主要集中于零售网络规模、零售网点负

载以及其它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变量对银行绩效的

影响，但是此类研究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 首先，
银行零售网络与传统零售网络相比，具有两个截

然不同的构成部分，但许多实证研究没有考虑到

技术型零售网络和人力型零售网络的差异；其次，
与传统零售网络相比，银行零售网络正面临着来

自互联网金融的剧烈冲击，以往的研究结论在这

一冲击形成之后是否仍然适用值得进一步商榷，
目前尚缺乏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关于银行零售网

络规模、负载和绩效的研究，一些相关的变量没有

得到有效控制；最后，以往关于银行零售网络规模

的研究都表明规模对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没有

区分出正向的规模效应和负向的蚕食效应．

２　 研究假设

２． １　 银行零售网络规模的主效应

基于前人研究，本研究认为零售网络规模对

银行绩效有着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７ － １０］ ． 为了更

加准确地衡量银行零售网络规模，基于将银行零

售网络进行二元划分的讨论，本研究将银行网点

的类型作为模型中的分类变量，将零售网络规模

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子变量：技术型零售网络规模

和人力型零售网络规模，其定义如表 ２ 所示． 本研

究认为，在银行零售网络中，由于规模效应和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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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本文认为技术型网点和人力型网点在： １）运营时间、 ２）业务模式、 ３）服务边界、 ４）绩效评估等方面都存在

一定差异． 运营时间上，ＡＴＭ 机可以 ２４ 小时不间断工作，而人工柜台服务时间是工作日 ８：３０ ～ １７：００；业务模式上，ＡＴＭ 机主要提供一

些基础性的业务服务，如取款、存款、转账等服务，而人工柜台主要提供一些个性化的业务服务，如贷款、基金、大额存取款等复杂业务；
服务边界上，ＡＴＭ 机处理小额度的日常存取款业务，而人工柜台主要处理大额度的存取款、汇款转账等业务； 绩效评估方面，ＡＴＭ 机

主要评估使用的频次和频率、服务成功率等指标，而人工柜台则主要评估顾客满意度、业务指标完成情况等指标．



效应的存在，零售网络规模与银行绩效之间并非

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 Ｕ 型关系． 王礼的研究认

为，商业银行存在“中等规模陷阱” ［２６］，即商业银

行的规模初步增加时，将逐渐丧失其“小而灵活”
的特色优势，不利于银行提高竞争力；而当其规模

进一步增加时，则能从“小而灵活”转变为“大而

不倒”，形成更加稳固的市场地位，有利于银行提

高竞争力． 借鉴王礼的观点，本研究认为，当银行

零售网络的规模较小时，可能零售网络内部主要

体现出蚕食效应，而当规模较大时，零售网络内部

则主要体现出规模效应． 于是，本研究在模型中引

入规模的二次项，并假设
表 ２　 本研究中的网络规模和网点负载定义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说明 计算方法 特点

网络规模

零 售 商 网

点 分 支 机

构 ／ 自 助 设

备 的 总

数量

技术型

网络规模

即某银行拥有的技术

型网点数量，技术型

网点主要由 ＡＴＭ 等

自助设备构成

银行技术型网点（自助设

备）的总数（依次经过对

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

理）

人力型

网络规模

即某银行拥有的人力

型网点数量，人力型

网点由人工柜台构成

银行人力型网点（分支机

构）的总数（依次经过对

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

理）

银行网络规模越大，耗费

的固定成本就越大，会形

成强大的竞争壁垒． 同

时，网络规模大的银行能

适应竞争更激烈的环境．

网点负载

零 售 点 空

间 影 响 范

围 内 的 潜

在 消 费 者

数目

技术型网点负载

即 ＡＴＭ 机等银行自

助设备能够覆盖的潜

在消费者数量

银行每个技术型网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中的平均

人口数 （依次经过对数

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

理）

人力型网点负载
即人工柜台能够覆盖

的潜在消费者数量

银行每个人力型网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中的平均

人口数 （依次经过对数

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

理）

由于技术型网点的服务

效率高，且服务流程更加

标准化，即使负载很高，

技术型网点也能提供高

效和标准的服务；与之相

对的是，人力型网点的核

心竞争力是其服务的深

度和个性化，负载很高的

情况下会降低服务的灵

活性和舒适感．

　 　 Ｈ１ａ　 技术型零售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有显

著的正 Ｕ 型影响．
Ｈ１ｂ　 人力型零售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有显

著的正 Ｕ 型影响．
２． ２　 银行零售网点负载的调节效应

每个银行网点的负载越大，意味着银行的潜

在消费者总数越多，因此银行网点负载对银行绩

效也具有重要影响［２７， ２８］ ．
直接调节效应． 这种影响在技术型网点和人

力型网点之间可能有所不同． 技术型网点的服务

效率更高，且服务流程更加标准化［２１］，即使负载

很高，技术型网点也能提供高效和标准的服务，因
此，与许多前人研究的结论一致，高负载对技术型

网点而言是一种增强空间竞争力的方式． 但对于

效率有限的人力型网点而言却可能并非如此． 人
力型网点的核心竞争力是其服务的深度和个性

化［１８，１９］，负载增高时，人力型网点容易发生的拥

挤现象可能会使其逐渐丧失上述优势，因此，高负

载对人力型网点而言反而会导致空间竞争力的降

低． 本文提出两个直接影响的调节效应假设．
Ｈ２ａ　 技术型网点负载增大时，技术型零售

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会增强．
Ｈ２ｂ　 人力型网点负载增大时，人力型零售

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会削弱．
交叉调节效应． 如上所述，使用技术型网点的

用户是为了快捷方便，此类用户对服务品质要求

较低，因此技术型网点规模越大，吸引追求便利性

服务的此类用户群体也就越多［１８ － ２０］ ． 同时，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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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型网点负载增大的时候，技术型网点作为人力

型网点的补充，反而会鼓励此类用户使用这种便

利性的技术型网点（技术型网点服务质量不会因

为网点负载增大而降低）． 因此，人力型网点负载

增大反而会促进技术型网点的绩效．
与之相对的是，使用人力型网点的用户往往

是需要更专业化的服务． 因此人力型网点规模越

大，吸引对服务品质要求较高的此类用户也就越

多，这也提高了此类用户对人力型网点服务质量

的要求［２９， ３０］ ． 同时，当技术型网点负载增大时，
人力型网点作为技术型网点的补充，会鼓励此

类用户使用这种服务质量更高的人力型网点，
而这反过来会导致人力型网点服务品质下降

（人力型网点能够服务的人群数量是有限的，网
点负载越高服务质量越低），使得想要获得高质

量服务的此类用户对人力型网点提供的服务评

价会降低（用户对服务质量有一个锚定，会将每

一次的服务质量与之前的服务质量进行比

较） ［３１］ ． 因此，技术型网点负载增大反而会削弱

人力型网点的绩效．
因此，基于以上推论，本研究提出技术型 ／人

力型网点负载的交叉调节效应假设．
Ｈ２ｃ　 技术型网点负载增大时，人力型零售

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会削弱．
Ｈ２ｄ　 人力型网点负载增大时，技术型零售

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会增强．

图 ３　 概念模型

Ｆｉｇ． 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３　 研究方法

３． １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 ２４３ 家数据可得且具有

代表性的银行，共包括 ５ 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１２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９６ 家城市商业银行，１２０ 家

农村商业银行和 １０ 家外资银行． 由于 ２０１５ 年是互

联网金融发展由野蛮生长到受中央高度重视的重

要拐点，也是银行零售网络规模由正常扩张转变

为逐年缩减的重要拐点，因此本研究将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设定为研究区间．

从资产结构看，样本银行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

的总资产占同年中国所有银行总资产的 ７３． ３％，
从利润结构看，样本银行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的净

利润占中国所有银行净利润的 ７４． ９％，从网点结

构看，样本银行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的网点数目占

中国银行网点的 ７５． ０％以上，因此本研究样本能

够很好地代表银行业总体．
３． 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为银行财务数据、银
行网点数据、人口密度数据、县域统计数据、数字

金融数据、银行数字化转型数据和银行产品与服

务数据．
其中，银行财务数据来自于银行年报和国泰

安数据库，包含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

表；银行网点数据来自从高德地图 ＡＰＩ 获取的兴

趣点（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数据，一种将地理实

体点状化的数据，包含银行所有人工柜台和自助

设备的名称、类别、经纬度、地址以及评论数等基

本信息；人口密度数据来自于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 发布的世

界人口密度地图，该数据集使用土地利用数据、夜
光数据以及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高程信息与距离

因子，运用随机森林模型和分区密度制图估算出

了精度为 １００ 米的人口分布数据［３２］；统计数据来

自《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包括中国所有区县

的人口数据、经济数据和社会福利数据等；数字金

融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
是一套利用蚂蚁金服业务数据编制的指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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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

度三个维度；银行数字化转型数据来自《北京大

学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这是一套利用商

业银行年报中互联网金融相关内容编制而成的指

数，包括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认知转型、组织转型和

产品转型三个维度；银行产品与服务数据来自银

行官网以及中国理财网，包括银行的理财收益率

和成立年限等信息．
３． ３　 变量测量

３． ３． １　 因变量

银行绩效数据来自银行年报和国泰安数据

库． 其中，银行存款额取自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累

计吸收存款，营业收入取自银行利润表上的当期

收入，经济增加值取自银行税后净利润扣除包括

股权和债务在内的资本成本后的所得［３３］ ．
经济增加值（ＥＶＡ） ＝资本收益 － 资本成本 ＝

税后净利润（ＮＯＰＡＴ） －资本总额（ＴＣ） × 加权平

均资本成本率（ＷＡＣＣ） ＝ 净利润 ＋ （今年一般风

险准备 － 去年一般风险准备） ＋ （营业外支出 －
营业外收入）×（１ －所得税率） ＋［所得税 － （今年

应交税费 －去年应交税费）］ － ［所有者权益 ＋ 今

年一般风险准备 ＋ （所得税 － 今年应交税费）］ ×
（无风险收益率 ＋贝塔系数 ×市场风险溢价）

参考赵燕冰的研究，本研究中无风险利率以

五年期银行存款 ４． ７５％代替［３４］；借鉴刘永涛对

上海证券市场贝塔系数的研究，本研究将贝塔系

数设置为 １． ０８９［３５］；参考 Ｄａｍｏｄａｒａｎ Ａ 对中国风

险溢价的评估，本研究将资本市场风险回报率设

置为 ６． ２８％，根据上述指标计算得出的资本加权

平均成本约为 １２％［３６］ ．
３． ３． ２　 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每家银行的网络规

模． 本研究通过高德地图 ＡＰＩ 获取了全国银行每

个银行网点的位置和类型，本研究将其中的自助

设备划分为技术型网点，人工柜台划分为人力型

网点，其中有 ２５％的分支机构既包括自助设备，
也包括人工柜台，但这些分支机构的自助设备和

人工柜台在业务范围和服务人群方面不同以及在

地图上的经纬度仍存在差异，因此在处理时本研

究将自助设备和人工柜台分离开，将其分别视为

独立的网点．
运用上述方法，本研究分别统计出了每家银

行技术型和人力型零售网络的数目，将其分别作

为每家银行的技术型零售网络规模和人力型零售

网络规模．
３． ３． ３　 调节变量

本研究的调节变量为每家银行的网点负载．
为了求得每家银行的网点负载，本研究需要知晓

每家银行不同银行网点的空间影响范围和消费者

分布．
以往的研究均朴素地假设零售点的空间影响

范围为直线、环形、辐条或正方形，是高度简化的

理想化模型． 为了准确地刻画每个银行网点的空

间影响范围，本研究将所有银行网点视为平面上

的控制点集 Ｐ ＝ ｛ｐ１， ｐ２，…，ｐｎ｝ ，其中任意两点

都不处于同一位置，且任意四点不处于同一圆周，
按照基于最短距离约束的空间划分方法，本研究

为每个控制点 ｐｉ 划分一个凸多边形，该凸多边形

以 ｐｉ 为质心，在凸多边形内部任选一个内点，该
点到该凸多边形的控制点 ｐｉ 的距离总是小于该

点到其它控制点 ｐ ｊ 的距离，即 Ｔ ｉ ＝｛ｘ：ｄ（ｘ， ｐｉ） ＜

ｄ（ｘ， ｐ ｊ） ｜ ｐｉ，ｐ ｊ ∈ Ｐ，ｐｉ ≠ ｐ ｊ｝，在此 ｄ 为欧氏距

离． 本研究将该凸多边形称为泰森多边形，并使用

其覆盖面积来刻画经济客体的空间影响范围，而
控制点集生成的泰森多边形共同构成了全国银行

网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３７， ３８］ ．
同时，本研究使用了《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

鉴》中精确到区县的常住人口数来刻画区县间的

消费者分布，并借助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 世界人口分布密度

图中精确到 １００ 米的人口灰度计算出每个网点周

边 １００ 米内的消费者分布，用于计算每个银行网

点的负载．
本研究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８ 首先生成了 ４０ 余万个

银行网点的泰森多边形，绘制了全国银行网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并导入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 人口栅格数据，然后

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８ 中的按表格分区统计功能统计

出每个泰森多边形内的人口数量，即每个网点的

负载，然后通过汇总求平均值的方式得到每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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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负载． 其中，某家银行技术型网点的负载均值

为该家银行的技术网点负载，人力型网点的负载

人口为该家银行的人力网点负载．
３． ３． ４　 控制变量

消费者差异． 受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消费者也

在不断接受新的金融业务形态，数字金融的使用

水平不断提高，但这一水平在不同消费者之间可

能存在差异［３９］ ． 由于不同银行的消费者群体不尽

相同，其数字金融使用水平可能也参差不齐． 因
此，参考郭峰的研究，本研究根据精确到区县的北

京大学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编制了三个维度的银行

消费者数字金融使用指数，并将其纳入控制变

量［４０］ ． 此 外， 结 合 以 往 的 研 究 考 虑 到 的 变

量［４１， ４２］，本研究还考虑了银行所在地区消费者的

经济水平差异、储蓄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医
疗水平差异和福利水平差异等，将这些变量作为

模型的控制变量．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经

济统计年鉴》．
产品与服务差异．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不仅影

响了银行业零售网络的布局，也影响着银行的数

字化转型． 参考谢绚丽等的研究，本研究将银行的

数字化转型指数的三个维度纳入控制变量［４３］ ． 数
据来自于《北京大学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
此外，参考以往的研究，本研究考虑到了关于银行

产品与服务的其它因素［４４， ４５］，将银行理财收益率

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此外，银行的成立年限可

能会间接影响银行产品口碑等，本研究也将其纳

入模型． 银行的理财收益率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全国银行业理财产品信息查

询网站———中国理财网和银行官网，银行成立年限

数据来源于银行官网和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银行基

本信息，本研究的主要变量的说明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本研究的变量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变量

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

银行

绩效

银行绩效 Ｄｅｐ 取自资产负债表中各家银行的吸收存款（经过对数化、标准化处理） 国泰安数据库

营业收入 Ｒｅｖ 取自利润表中各家银行的营业收入（经过对数化、标准化处理） 国泰安数据库

经济增加值 ＥＶＡ

经济增加值（ＥＶＡ）

＝ 资本收益 － 资本成本

＝ 税后净利润（ＮＯＰＡＴ） － 资本总额（ＴＣ） ×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率（ＷＡＣＣ）

＝ 净利润 ＋ （今年一般风险准备 － 去年一般风险准备） ＋ （营业

外支出 － 营业外收入） × （１ － 所得税率） ＋ ［所得税 － （今年应交税

费 － 去年应交税费） ］ － ［所有者权益 ＋ 今年一般风险准备 ＋ （所得

税 － 今年应交税费）］ × （无风险收益率 ＋ 贝塔系数 × 市场风险溢

价）（经过对数化、标准化处理）

国泰安数据库

网络

规模

技术型网络规模 Ｔｓｃａｌｅ
各家银行技术型网点（自助设备）的总数（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

和标准化处理）
高德地图

人力型网络规模 Ｈｓｃａｌｅ
各家银行人力型网点（分支机构）的总数（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

和标准化处理）
高德地图

网点

负载

技术型网点负载 Ｔｌｏａｄ
各家银行每个技术型网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中的平均人口数（依次经

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

高德地图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

人力型网点负载 Ｈｌｏａｄ
各家银行每个人力型网点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 多边形中的平均人口数（依次经

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

高德地图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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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变量

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

控制

变量

消费者经济水平 Ｇｄｐ
各家银行每个网点所处区县的人均 ＧＤＰ 之和 ／ 银行网点数目（依

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高德地图

消费者储蓄水平 Ｓａｖ
各家银行每个网点所处区县的居民储蓄余额之和 ／ 银行网点数

目（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高德地图

消费者教育水平 Ｅｄｕ
各家银行每个网点所处区县的普通中学入学率之和 ／ 银行网点

数目（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高德地图

消费者医疗水平 Ｍｅｄ
各家银行每个网点所处区县的人均享有医疗机构床位数之和 ／

银行网点数目（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高德地图

消费者福利水平 Ｗｅｌ
各家银行每个网点所处区县的人均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之和 ／ 银

行网点数目（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高德地图

消费者数字

金融使用广度
Ｃｏｖ

各家银行每个网点所处区县的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之和 ／ 银

行网点数目（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

北京大学县级数字金

融普惠指数

消费者数字金融

使用深度
Ｄｅｅ

各家银行每个网点所处区县的数字金融覆盖深度指数之和 ／ 银

行网点数目（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

北京大学县级数字金

融普惠指数

消费者数字化程度 Ｄｉｇ
各家银行每个网点所处区县的数字化程度指数之和 ／ 银行网点

数目（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

北京大学县级数字金

融普惠指数

银行数字化

认知转型指数
Ｃｏｇ

各家银行的数字化认知转型指数（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

准化处理）

北京大学商业银行数

字化转型指数

银行数字化

组织转型指数
Ｏｒｇ

各家银行的数字化组织转型指数（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

准化处理）

北京大学商业银行数

字化转型指数

银行数字化

产品转型指数
Ｐｒｏ

各家银行的数字化产品转型指数（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

准化处理）

北京大学商业银行数

字化转型指数

银行理财

收益率
ＷＭＹ

各家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

和标准化处理）

银行官网

中国理财网

银行已成立年限 Ａｇｅ
各家银行计算时所处年份 － 各家银行基本信息表中最初的设立

年份（依次经过对数化、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
国泰安数据库

３． ４　 研究模型

３． ４． １　 岭回归模型

由于本模型中的变量较多，且彼此可能存在

相关性，为预防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研究选取岭

回归模型作为基础研究模型． 岭回归模型的形式

与经典多元线性回归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对模

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时改良了估计方法． 岭回归

面板模型的基本设定如式 １ 所示．

Ｙｉｔ ＝ ∑
ｋ

１
βｋ Ｘ ｉｔ ＋ αｉ ＋ λ ｔ ＋ εｉ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Ｙｉｔ 是银行 ｉ 在 ｔ 年的银行绩效 ／ 营
业收入 ／ 吸收存款，时间区间从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１８ 年；
Ｘ ｉｔ 是一系列自变量、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其中

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包括：银行 ｉ 在 ｔ 年的技术型网

点（自助设备） 规模（Ｔｓｃａｌｅｉｔ）、银行 ｉ 在 ｔ 年的人

力型网点规模（Ｈｓｃａｌｅｉｔ）、银行 ｉ在 ｔ年的技术型网

点负载（Ｔｌｏａｄｉｔ）、银行 ｉ 在 ｔ 年的人力型网点负载

（Ｈｌｏａｄｉｔ） 以及这些变量的交互项；控制变量包

括：银行 ｉ 在 ｔ 年的每个网点所处区县的消费者经

济水平（Ｇｄｐｉｔ）、银行 ｉ在 ｔ年的每个网点所处区县

的消费者储蓄水平（Ｓａｖｉｔ）、银行 ｉ 在 ｔ 年的每个网

点所处区县的消费者教育水平（Ｅｄｕｉｔ）、银行 ｉ 在
ｔ 年 的每个网点所处区县的消费者医疗水平

（Ｍｅｄｉｔ）、银行 ｉ在 ｔ年的每个网点所处区县的消费

者福利水平（Ｗｅｌｉｔ）、银行 ｉ在 ｔ年的消费者数字金

融使用广度（Ｃｏｖｉｔ）、银行 ｉ在 ｔ年的消费者数字金

融使用深度（Ｄｅｅｉｔ）、银行 ｉ在 ｔ年的消费者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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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Ｄｉｇｉｔ）、银行 ｉ在 ｔ年的消费者数字化认知转

型指数（Ｃｏｇｉｔ）、银行 ｉ在 ｔ年的消费者数字化组织

转型指数（Ｏｒｇｉｔ）、银行 ｉ在 ｔ年的消费者数字化产

品转型指数（Ｐｒｏｉｔ）、银行 ｉ 在 ｔ 年的理财收益率

（ＷＭＹｉｔ）、银行 ｉ在 ｔ年的已成立年限（Ａｇｅｉｔ），具体

计算方法见表 ３． αｉ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 ｔ 表示时

间固定效应，εｉｔ 为岭回归面板模型的干扰项．
代入本研究的变量，本研究的岭回归面板模

型如式 ２ 所示．
Ｐｅｒｆｏｒｉｔ ＝ β１Ｔｓｃａｌｅｉｔ ＋ β２Ｈｓｃａｌｅｉｔ ＋ β３Ｔｓｃａｌｅ２ｉｔ ＋

β４Ｈ ｓｃａｌｅ２ｉｔ ＋ β５Ｔｌｏａｄｉｔ ＋ β６Ｈｌｏａｄｉｔ ＋
β７Ｔｓｃａｌｅｉｔ × Ｔｌｏａｄｉｔ ＋ β８Ｈｓｃａｌｅｉｔ ×
Ｈｌｏａｄｉｔ ＋ β９Ｔｓｃａｌｅｉｔ × Ｈｌｏａｄｉｔ ＋

β１０Ｈｓｃａｌｅｉｔ × Ｔｌｏａｄｉｔ ＋ β１１Ｔｓｃａｌｅ２ｉｔ ×

Ｔｌｏａｄｉｔ ＋ β１２Ｈｓｃａｌｅ２ｉｔ × Ｈｌｏａｄｉｔ ＋

β１３Ｔｓｃａｌｅ２ｉｔ × Ｈｌｏａｄｉｔ ＋ β１３Ｈｓｃａｌｅ２ｉｔ ×
Ｔｌｏａｄｉｔ ＋ ∑βｋＣＶｉｔ ＋ αｉ ＋ λ ｔ ＋ μｉｔ （２）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式

３ 所示．

β^ ＝ （Ｘ′Ｘ） － １Ｘ′ｙ （３）
当有多重共线性存在时， ｜ Ｘ′Ｘ ｜ ≈０，从而使

得 ｜Ｘ′Ｘ ｜ － １对角线上的值很大，进而导致参数估

计量的方差较大，这时候参数估计的结果会不准

确． 岭回归模型在最小二乘目标函数中加入对 β

的惩罚函数，此时新的估计结果 β^（ ｋ） 如式 ４ 所

示． 随着 ｋ 增大，共线性的影响将越来越小．

β^（ｋ） ＝ （Ｘ′Ｘ ＋ ｋＩ） － １Ｘ′ｙ （４）
３． ４． ２　 ＳＡＲ 空间面板模型

以往的研究表明不同银行的零售网络之间存

在规模效应和蚕食效应，且这种效应与银行间的

空间距离相关． 为了控制空间竞争者对银行绩效

的影响，本研究还需要引入空间计量模型［４６］，一
种能计量空间效应的模型［４７， ４８］ ．

经典计量经济学假定随机扰动项服从同方差

分布，即假定除观测值外的其它因素都是均质和

独立的，但现实生活中的研究对象彼此之间往往

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４９］，空间依赖性是

一种研究对象基于空间位置发生相互作用，进而

导致其观测值显著相关的空间效应，空间异质性

是一种研究对象的观测值在空间内分布不均匀、
结构不稳定的一种空间效应［４９］ ． 空间计量模型能

够对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进行估计和控制，
使模型中的参数估计更加准确，常见的空间自回

归面板模型（ＳＡＲ） 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因变量的

空间滞后项，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空间依赖性． 以
往的研究显示，不同的零售网络之间可能存在规

模效应或蚕食效应［７－１０］，且郭峰的研究表明银行

零售网络之间的规模效应和蚕食效应强度与银行

之间的距离有关，这意味着不同银行的绩效可能

存在着空间依赖性［２５］ ． 因此，本研究使用了 ＳＡＲ
空间面板模型，其基本形式如式 ５ 所示．

Ｙｉｔ ＝ ρ∑
Ｎ

ｊ ＝１
Ｗｉｊ Ｙｉｔ ＋∑

ｋ

１
βｋ Ｘｉｔ ＋αｉ ＋λｔ ＋ｕｉｔ （５）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Ｙ ｉｔ 是银行 ｉ 在 ｔ 年的银行绩

效 ／ 营业收入 ／ 吸收存款，Ｘｉｔ 是一系列自变量、调
节变量与控制变量，如前所述． Ｗｉｊ为表示各家银

行之间空间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 ＷｉｊＹ ｉｔ为因变

量的空间滞后项，表示其它银行基于空间权重矩

阵计算得出的因变量平均值； ρ、βｋ分别表示因变

量空间滞后项与自变量的系数， αｉ表示个体固定

效应， λ 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μ 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代入本研究中的变量，本研究构建的 ＳＡＲ 空

间面板模型如式 ６ 所示．
Ｐｅｒｆｏｒｉｔ ＝ ρＷｉｊＰｅｒｆｏｒｉｔ ＋ β１Ｔｓｃａｌｅｉｔ ＋ β２Ｈｓｃａｌｅｉｔ ＋

β３Ｔｓｃａｌｅ２ｉｔ ＋ β４Ｈｓｃａｌｅ２ｉｔ ＋ β５Ｔｌｏａｄｉｔ ＋
β６Ｈｌｏａｄｉｔ ＋ β７Ｔｓｃａｌｅｉｔ ×Ｔｌｏａｄｉｔ ＋
β８Ｈｓａｃｌｅｉｔ ×Ｈｌｏａｄｉｔ ＋ β９Ｔｓａｌｃｅｉｔ ×
Ｈｌｏａｄｉｔ ＋ β１０Ｈｓａｌｃｅｉｔ ×Ｔｌｏａｄｉｔ ＋

β１１Ｔｓａｌｃｅ２ｉｔ ×Ｔｌｏａｄｉｔ ＋ β１２Ｈｓａｌｃｅ２ｉｔ ×
Ｈｌｏａｄｉｔ ＋ β１３Ｔｓｃａｌｅ２ｉｔ ×Ｈｌｏａｄｉｔ ＋

β１３Ｈｓｃａｌｅ２ｉｔ ×Ｔｌｏａｄｉｔ ＋
∑βｋＣＶｉｔ ＋αｉ ＋λｔ ＋μｉｔ （６）

模型中，空间权重矩阵 Ｗｉｊ是用来表示任意两

家银行空间关系的矩阵，可分为邻接矩阵和距离

矩阵． 邻接矩阵指如果两个样本之间有共同的边

界，则记 ｗ ｉｊ ＝ １ ，反之则记 ｗ ｉｊ ＝ ０ ． 距离矩阵一般

以距离的倒数（ｉｎｖｅｒｓ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作为空间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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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ｗ ｉｊ ＝ １ ／ ｄｉｊ；此处的距离 ｄｉｊ可以根据研究的经济

意义选取直线距离、大圆距离等地理距离、基于运

输成本或旅行时间的经济距离，甚至社交网络中

的社会距离等．
本研究需要计算的是多个银行零售网络之间

的空间权重，银行的分支机构呈现网络状分布，彼
此交织，没有清晰的边界，因此不适用于邻接矩

阵，于是本研究使用了用于表示两个网络之间距

离的 Ｈａｕｓｅｄｏｒｆｆ 距离来构建距离矩阵． 给定欧氏

空间中的点集 Ｉ ＝ ｛ ｉ１， ｉ２， ｉ３， …｝，Ｊ ＝ ｛ ｊ１， ｊ２，
ｊ３， …｝，Ｈａｕｓｅｄｏｒｆｆ 距离即两点集之间的最短距

离 ｈｉｊ，计算公式如式 ７ 所示．
ｈｉｊ ＝ ｍａｘ ［ｈ（Ｉ，Ｊ），ｈ（Ｉ，Ｊ）］
ｈ（Ｉ，Ｊ） ＝ ｍａｘ

ａ∈Ａ
　 ｍｉｎ

ｂ∈Ｂ
｜ ａ － ｂ ｜

ｈ（Ｊ，Ｉ） ＝ ｍａｘ
ｂ∈Ｂ

　 ｍｉｎ
ａ∈Ａ

｜ ｂ － ａ ｜ （７）

因此，取所有银行的网点经纬度信息，将每个

网点的位置视为欧式空间中的一个点，同一银行

的网点位置即一个点集，Ｈａｕｓｅｄｏｒｆｆ 距离即两银

行之间的最短距离 ｈｉｊ，由于许多银行的网点位置

十分接近，网点之间经纬度差异很小，Ｈａｕｓｅｄｏｒｆｆ
距离无限接近 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计

算反距离权重时将分母加 １，则任意两银行之间

的空间权重为 ｗ ｉｊ ＝ １ ／ （ｈｉｊ ＋ １） ，这样保证反距离

权重结果始终处于（０，１） 之间，因此银行的空间

权重矩阵 Ｗｉｊ如式 ８ 所示．

Ｗｉｊ ＝

ｗ１１ … ｗ ｉｎ

︙ ︙ ︙
ｗｎ１ … ｗｎｎ

■

■

|
|
|

■

■

|
|
|

（８）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运用 ＳＡＲ 空间面板模型

来探究不同银行之间的空间关系对绩效的影响时

需要假设权重矩阵是一个定值，即空间权重矩阵

不随时间变化，基于这个前提条件，将空间权重矩

阵扩展到面板数据的研究当中去．

４　 实证结果

４． 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４ 所

示，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均进行了中心化和标准化

处理，所以数据的平均值为 ０，标准差为 １．
４． ２　 岭回归估计结果

本研究首先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２１ａ 中的岭回归模

型进行估计，将岭系数设置为 ０． ２，估计的结果如

表 ５ 所示．
表 ４　 本研究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指标代码 ／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指标代码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ＶＡ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８２４ ６． ９０１ － １． ８４５ ７． ０２９ － ４． ６ ８． １１９ － １５． ０８８ １． ９６１

Ｒｅｖ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６０９ ３． ７０３ － １． ５４７ ３． ６４１ － ３． １７３ ３． ６３７ － １． ５８６ ３． ６２９

Ｄｅｐ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６８２ ３． ６７ － １． ７１８ ３． ６５３ － １． ７１９ ３． ６６２ － １． ８０４ ３． ６５３

Ｔｓｃａｌｅ ２４３ ０ １ － ２． ００２ ３． １９５ － １． ４５９ ３． ０９ － １． ４２９ ３． ０７８ － １． ６２７ ３． １６８

Ｈｓｃａｌｅ ２４３ ０ １ － ２． ５９７ ３． ７８６ － ３． ２０４ ４． ３１ － ２． ８６５ ４． ３４７ － ２． ７４３ ４． ４５

Ｔ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０ １ － ４． ６４ １． ５８５ － ２． ５７６ １． ３６３ － ２． ４７７ １． ２５６ － ２． ８９２ １． １４１

Ｈ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０ １ － ６． ６６１ ２． ９３７ － １０． ２３１ ３． １２５ － ４． ８５２ ２． ５８９ － ５． ２３８ ２． ０２７

Ｇｄｐ ２４３ ０ １ － ３． ８１１ ２． ２１２ － ３． ７２５ ２． ４０８ － ５． ２１１ ３． ４８７ － ４． ３４１ ３． ２６３

Ｓａｖ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７２８ １． ７７８ － １． ７６２ ２． ８３１ － ３． ６７６ ３ － ２． ０３２ ２． ６８９

Ｅｄｕ ２４３ ０ １ － ４． ３４２ １． ９７３ － ５． １７２ １． ９５９ － ６． ５７２ ２． ２８５ － ３． ８４５ ２． ００７

Ｍｅｄ ２４３ ０ １ － ２． １６２ ２． ０２３ － ２． ２１３ ２． ７５８ － ４． １８８ ４． ５７８ － ２． １１７ ４． ３９１

Ｗｅｌ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５５２ １． ８５１ － １． ４７２ ３． ０８５ － ２． ５０９ ２． ２９２ － １． ５２８ ２． ６３９

Ｃｏｖ ２４３ ０ １ － ４． ８０６ ４． ０９１ － ６． ９８４ ２． ３７７ － ３． ６１６ ２． ２２２ － ４． ３２１ ２．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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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指标代码 ／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Ｄｅｅ ２４３ ０ １ － ４． １０２ ３． ９０３ － ３． ０８２ ２． ２４１ － ３． ３０３ ２． ５９６ － ４． ０７１ ２． ２８９

Ｄｉｇ ２４３ ０ １ － １１． ８７３ １． ４６ － ９． １３６ １． ６５１ － ７． ７４８ ２． ９９４ － ４． ７７５ ４． ４４５

ＷＭＹ ２４３ ０ １ － ４． ２９７ ６． ６７９ － ２． ９３３ ９． ０８９ － ３． ７８２ ９． ０４ － ３． ５５４ ８． ４

Ｃｏｇ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９９１ ２． ７６６ － ２． ５３８ ２． ９０２ － ２． ９９８ ２． ７９５ － ３． ４３６ ２． ７８３

Ｏｒｇ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２６２ １． ５２７ － １． ４７８ １． ５２２ － １． ７１６ １． ４９ － ２． ０４１ １． ４８６

Ｐｒｏ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５４６ １． ８０６ － ２． ０６９ １． ７７５ － ２． ８５３ １． ９８３ － ３． ２６９ ２． ５６

Ａｇｅ ２４３ ０ １ － ２． ７６５ ３． ０９２ － ２． ３９５ ３． ３９６ － ２． ２３１ ３． ６６７ － ２． １１５ ３． ８８６

Ｔｓｃａｌｅ × Ｔ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９６７ ３． ４５１ － １． ５１９ ３． ０６９ － １． ４ ３． ０５９ － １． ５６８ ３． １３５

Ｔｓｃａｌｅ × Ｈ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０ １ － ２． ０５０ ３． ７９９ － １． ５０３ ３． ２０９ － １． ４７３ ３． １９ － １． ６７６ ３． ２７３

Ｈｓａｃｌｅ × Ｔ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０ １ － ２． ３６２ ３． ８７ － ２． ０６８ ３． ３３９ － １． ９７４ ３． ３２３ － ２． ２３７ ３． ３１８

Ｈｓｃａｌｅ × Ｈ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０ １ － ２． ６２２ ４． ４２ － ３． ３７８ ４． ６５５ － ３． ２３８ ４． ６９ － ３． ２７５ ４． ７７８

Ｔｓｃａｌｅ２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０８３ ４． ７６３ － ０． ８６ ４． ８３５ － ０． ８５５ ４． ８６２ － ０． ９２５ ４． ９１

Ｈｓｃａｌｅ２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２７４ ５． ４３２ － １． ４２９ ５． ７３５ － １． ４６４ ５． ６７５ － １． ４９３ ５． ７２９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Ｔ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０７ ５． ０５１ － ０． ９１４ ４． ８８７ － ０． ８５５ ４． ９１５ － ０． ９１３ ４． ９４５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Ｈ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０９２ ５． ４４ － ０． ８９２ ５． １１６ － ０． ８９１ ５． １６１ － ０． ９６５ ５． １９９

Ｈｓｃａｌｅ２ × Ｔ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２３３ ５． ６８９ － １． ２３４ ５． ４９６ － １． １９１ ５． ４４３ － １． ３２７ ５． ４２５

Ｈｓｃａｌｅ２ × Ｈ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０ １ － １． ２７８ ６． １１４ － １． ４８３ ６． １０４ － １． ５３８ ６． ０６ － １． ５９９ ６． １１３

表 ５　 岭回归面板模型的岭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ｉｄｇ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

指标代码 ／ 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指标代码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Ｔｓｃａｌｅ
－ ０． １３２∗∗∗ ０． ２６７∗∗∗ － ０． ０４３∗∗ － ０． ２２９∗∗∗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Ｈｓｃａｌｅ
－ ０． ０７９∗∗∗ － ０． ０８２∗∗∗ ０． ０７７∗∗∗ －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 －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Ｔｌｏａｄ
－ ０． ０７３∗∗∗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Ｈｌｏａｄ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Ｇｄｐ
０． ０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Ｓａｖ
０． ０２ ０． ０４∗∗∗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Ｅｄｕ
０． １８３∗∗∗ － ０． ０１４ ０． １５３∗∗∗ ０． ０７７∗∗∗ ０． ０００ 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Ｍｅｄ
０． １０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１６∗∗∗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Ｗｅｌ
－ ０． １１６ － ０． １０３∗∗∗ － ０． ３５５∗∗∗ ０． ０６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４） （０． ０７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Ｃｏｖ
－ ０． ０２２ ０． １１２∗∗∗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Ｄｅｅ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２ ０． １８９∗∗∗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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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指标代码 ／ 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指标代码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Ｄｉｇ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ＷＭＹ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００ 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Ｃｏｇ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２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Ｏｒｇ
０． １∗ － ０． ０２９ ０． １０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Ｐｒｏ
０． １９６∗∗∗ － ０． ０２５∗∗ ０． １６３∗∗∗ ０． ０７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Ａｇｅ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３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５） （ －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５）

Ｔｓｃａｌｅ２
０． ４７∗∗∗ ０． ７２４∗∗∗ ０． １１７ － ０． １１９ ０． 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１４５） （０． ０８１） （０． １４５） （０． １２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Ｈｓｃａｌｅ２
０． １０１ １． ５３４∗∗∗ ０． ５３６∗∗∗ － ０． ３０６ ０． ０６２∗∗ － ０． １５１∗∗∗

（０． １４４） （０． ０８） （０． １４４） （０． ３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３６）

Ｔｓｃａｌｅ × ｌｏａｄ
－ － － ０． ５２１∗∗∗ ０． １８３∗∗∗ － ０． １８２∗∗∗

－ － － （０． １８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２）

Ｔｓｃａｌｅ × Ｈｌｏａｄ
－ － － ０． ３１６∗∗ － ０． ２７５∗∗∗ ０． ７０８∗∗∗

－ － － （０． １３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Ｈｓｃａｌｅ × Ｔｌｏａｄ
－ － － ０． ６３１∗∗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５２

－ － － （０． ３１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７）

Ｈｓｃａｌｅ × Ｈｌｏａｄ
－ － － １． ２４１∗∗∗ － ０． １８９∗∗∗ ０． ８１１∗∗∗

－ － － （０． ３５１）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１）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Ｔｌｏａｄ
－ － － ０． ３１２∗ ０． ２６８∗∗∗ ０． ２１３∗∗∗

－ － － （０． ２６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１）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Ｈｌｏａｄ
－ － － ０． ６９７∗∗ ０． ３６８∗∗∗ ０． ８８９∗∗∗

－ － － （０． ３４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１）

Ｈｓｃａｌｅ２ × Ｔｌｏａｄ
－ － － － ０． １０７∗∗∗ － ０． ４２８∗∗∗ － ０． ０２７∗∗∗

－ －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Ｈｓｃａｌｅ２ × Ｈｌｏａｄ
－ － － － ０． １３ － ０． １４５∗∗∗ － ０． ２４６∗∗∗

－ －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αｉ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λ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Ｋ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ａｄｊ． Ｒ２ ０． ７４８ ０． ９２２ ０． ７５ ０． ８８ ０． ９９９ ０． ９９８

　 　 　 注： ∗∗∗，∗∗，∗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 显著水平下显著，（ ） 里的数值为标准误．

４． ３　 空间面板模型

本研究接下来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２１ａ 对 ＳＡＲ 空间

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值得注意的是，ＬｅＳａｇｅ 和

Ｐａｃｅ 指出，当空间计量模型中包含空间自相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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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原模型中的估计系数是不准确的，既不能准确

地代表自变量等对因变量的影响，也不能准确地

表示空间依赖性的大小甚至方向，此时更合理有

效的方法是在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的过程

中，将整体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

应［５０］，Ｅｌｈｏｒｓｔ 等研究也支持上述处理方式． 直接

效应表示本行自变量等对本行绩效的影响，等于

空间自回归模型系数与反馈效应之和（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Ｅ），其中，反馈效应是指本行自变量等

通过对它行的银行绩效产生影响，反过来对本行

银行绩效产生的进一步影响． 间接效应又称为空

间溢出效应（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表示它行

的自变量等对本行因变量的影响． 总效应为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是本行自变量的变动对所有

银行的因变量的平均影响． 通过估计出的系数正负

性与大小可以判断本行与它行各变量对本行绩效的

影响．因此，本研究直接将空间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

和间接效应，分解后的估计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在模型一中，本研究仅引入了自变量和控制

变量，未引入调节变量，以便观察模型的主效应是

否成立． 结果显示，模型一调整后的Ｒ２ 在０． ７４８以

上，技术型网络规模和人力型网络规模二次项的

系数均显著为正（ｐ ＜ ０． ０１），且在对三个因变量

的三次回归，发现营业收入和吸收存款均保持稳

健（ｐ ＜ ０． ０１），经济增加值（ＥＶＡ） 能够保持边际

显著（ｐ ＜ ０． １），模型四中控制了内生性后的该系

数虽然有所下降（见表 ７），但仍然显著为正，说明

本次研究的主效应存在． 因此，本研究认为技术型

网络规模和人力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有正Ｕ型影

响，Ｈ１ 成立．
在模型二中，本研究在模型一的基础上进一

步引入网络规模和网点负载一次项与二次项的交

互项，以观察调节效应是否存在． 结果显示，模型

二调整后的 Ｒ２ 在 ０． ８８０ 以上，技术型网络规模二

次项和技术型网点负载、人力型网点负载的交互

项均显著为正（ｐ ＜ ０． ０１），而人力型网络规模二

次项和技术型网点负载、人力型网点负载的交互

项均显著为负（ｐ ＜ ０． ０１），在对三个因变量的三

次回归中，发现营业收入和吸收存款均保持稳健

（ｐ ＜ ０． ０１），经济增加值（ＥＶＡ） 能够保持边际显

著（ｐ ＜ ０． １），模型五中控制了内生性后的该系数

虽然有所下降（见表 ８），但仍然显著为正，说明本

次研究的调节效应存在．
模型三进一步考虑了空间相关性存在情况下

的调节效应． 如表 ６ 所示，模型三中的直接效应模

型调整后的Ｒ２ 均在０． ８８以上，交互项的系数方向

与模型二一致，且均显著（ｐ ＜ ０． ０１） 和稳健（经
济增加值（ＥＶＡ） 能够保持边际显著（ｐ ＜ ０． １）），
模型六中控制了内生性后的该系数也仍然显著为

正，再次说明本次研究的调节效应存在． 综上，技
术型网点负载和人力型网点负载都能增强技术型

网络规模 ——— 银行绩效的正 Ｕ 型影响，削弱人力

型网络规模 ——— 银行绩效的正 Ｕ 型影响，Ｈ２ 成

立． 在模型三中，本研究空间计量模型中的间接效

应来刻画其它银行对本银行绩效的影响． 结果显

示，间接效应的方向始终与直接效应一致，
在对吸收存款和营业收入的回归中，以上研

究的间接效应均显著（ｐ ＜ ０． ０１），在对经济增加

值的回归中，以上研究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因此，
本研究认为，银行之间的空间竞争从短期吸引消

费者的角度来看显现出了规模效应，但从长期提

升利润的角度来看则没有显现出规模效应．
表 ６　 ＳＡＲ 空间面板模型的 ＧＭＭ 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ＧＭ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Ａ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

模型三

因变量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效应类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Ｔｓｃａｌｅ
－ ０． ２４２∗∗∗ － ０． ６５４∗∗∗ － ０． ８９７∗∗∗ －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００ ８∗∗∗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５） （０． １３７） （０． １７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４）

Ｈｓｃａｌｅ
－ ０． ０７２∗∗∗ － ０． １９５∗∗∗ － ０． ２６７∗∗∗ 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９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２）

Ｔｌｏａｄ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Ｈｌｏａｄ
－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７ － ０． ０９６ － ０． ０００ ８ － ０． ０００ ０３ －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０ ８６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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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模型三

因变量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效应类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Ｇｄ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１）

Ｓａｖ ０． ０３８∗∗ ０． １０２∗∗ ０． １４∗∗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６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５ － ０． ０００ ０１ －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Ｅｄｕ ０． ０７∗∗∗ ０． １８８∗∗∗ ０． ２５７∗∗∗ － ０． ０００ ２ － ０． ０００ ０１ －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Ｍｅ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０ ０８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４） （０． ００２）

Ｗｅｌ
０． ０４４ ０． １１９ ０． １６４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００ ５∗∗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６） （０． １２５） （０． １７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４）

Ｃｏ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１∗∗ － ０． ０１∗∗∗ － ０． ０００ ３∗∗∗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 （０． １３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９） （０． ００３）

Ｄｅｅ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０ １∗∗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７） （０． １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６） （０． ００２）

Ｄｉｇ ０． ０４８∗∗∗ ０． １２９∗∗∗ ０． １７７∗∗∗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０ ０１ ０． ０００ ５ － ０． ０００ ３ － ０． ０００ ０１ －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ＷＭＹ ０． ０４∗ ０． １０８∗ ０． １４８∗ － ０． ０００ ６ － ０． ０００ ０２ －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４） （０． ００１）

Ｃｏｇ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６ －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０１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６６） （０． 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４） （０． ００２）

Ｏｒｇ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５ ０． 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４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６） （０． １） （０． １３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７） （０． ００３）

Ｐｒｏ ０． ０７４∗∗∗ ０． ２∗∗∗ ０． ２７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９∗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Ａｇｅ － ０． ０４９∗∗ － ０． １３３∗∗ － ０． １８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２）

Ｔｓｃａｌｅ × Ｔｌｏａｄ ０． ６６３∗∗∗ １． ７８９∗∗∗ ２． ４５２∗∗∗ ０． ２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２１６∗∗∗ － ０． １５１∗∗∗ － ０． ００３∗∗∗ － ０． １５４∗∗∗

（０． ２０５） （０． ５８６） （０． ７８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１７）

Ｔｓｃａｌｅ × Ｈｌｏａｄ ０． ５３７∗∗∗ １． ４４９∗∗∗ １． ９８６∗∗∗ － ０． ３４７∗∗∗ － ０． ０１１∗∗∗ － ０． ３５８∗∗∗ １． ０１７∗∗∗ ０． ０２３∗∗∗ １． ０４∗∗∗

（０． １５４） （０． ４４） （０． ５８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４）

Ｈｓｃａｌｅ × Ｔｌｏａｄ
－ ０． ８０８ － ２． １９４ － ３． ００２ ０． ２４８∗∗∗ ０． ００８∗∗∗ ０． ２６∗∗∗ － １． ４９３∗∗∗ － ０． ０３３∗∗∗ － １． ５２７∗∗∗

（０． ６１９） （１． ７０９） （２． ３２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５２）

Ｈｓｃａｌｅ × Ｈｌｏａｄ １． ８２９∗∗∗ ４． ９３８∗∗∗ ６． ７６７∗∗∗ ０． ４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４１４∗∗∗ １． ７０４∗∗∗ ０． ０３８∗∗∗ １． ７４２∗∗∗

（０． ５０８） （１． ４７７） （１． ９６９） （０． 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３）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０． ０６６ － ０． １７８ － ０． ２４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００ ４ － ０． ０１６
（０． １２４） （０． ３３５） （０． ４５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１１）

Ｈｓｃａｌｅ２
１． ０７８∗ ２． ９１９∗ ３． ９９７∗ － ０． ２２６∗∗∗ － ０． ００７∗∗ － ０． ２３４∗∗∗ １． ４４５∗∗∗ ０． ０３２∗∗∗ １． ４７７∗∗∗

（０． ６１６） （１． ７１４） （２． ３２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３）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Ｔｌｏａｄ
０． ５２７∗ １． ４２５∗ １． ９５２∗ ０． ３２∗∗∗ ０． ０１∗∗∗ ０． ３３∗∗∗ ０． ２２５∗∗∗ ０． ００５∗∗∗ ０． ２３∗∗∗

（０． ２９７） （０． ８２） （１． １１３）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５）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Ｈｌｏａｄ
１． １８７∗∗ ３． ２０５∗∗ ４． ３９３∗∗ ０． ６３６∗∗∗ ０． ０２∗∗∗ ０． ６５７∗∗∗ １． ８４７∗∗∗ － ０． ０４１∗∗∗ － １． ８８９∗∗∗

（０． ４８６） （１． ３６１） （１． ８３９） （０． 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２）

Ｈｓｃａｌｅ２ × Ｔｌｏａｄ
－ ０． ２３９∗ － ０． ６４６∗ － ０． ８８５∗ － ０． ３８４∗∗∗ － ０． ０１２∗∗∗ － ０． ３９６∗∗∗ － ０． ４０２∗∗∗ － ０． ００９∗∗∗ － ０． ４１１∗∗∗

（０． １５４） （０． ４２５） （０． ５７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４）

Ｈｓｃａｌｅ２ × Ｈｌｏａｄ
－ ０． ３５３∗∗∗ － ０． ９５４∗∗∗ － １． ３０７∗∗∗ － ０． １７５∗∗∗ － ０． ００６∗∗∗ － ０． １８１∗∗∗ － ０． ０４∗∗∗ － ０． ０００ ９∗∗∗ － ０． ０４１∗∗∗

（０． １１７） （０． ３３８） （０． ４５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１）
αｉ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λ 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Ｋ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ａｄｊ． Ｒ２ ０． ８８８ ０． ８８８ ０． ８８８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９ ０． ９９９ ０． ９９９

　 注： ∗∗∗，∗∗，∗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 显著水平下显著，（ ） 里的数值为标准误．

—８８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４． ４　 银行空间竞争关系的深入探究

由于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只能刻画银行整体竞

争趋势，对各家银行以及银行网点之间的空间竞

争和依赖关系缺乏进一步的了解，为了更详细的

了解每家银行各个网点之间的竞争情况，本研究

选择了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两个头部银

行作为分析对象，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８ 对中国农业银

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竞争态势做了一个更加细致

的分析． 图 ４ 是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在

湖北省范围内的分布和竞争情况图，可以看出中

国农业银行的覆盖的面积要远大于中国工商银

行，并且在很多人口密度低的区域都有网点分布，
相对的，中国工商银行更多的分布于城市人口密

集的区域，而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区域缺少网点

分布． 图 ５ 则反映了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

行在武汉市的分布和竞争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工

商银行集中分布于经济发合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

工商银行的分布情况来看，可以初步认为这两家

银行不存在很激烈的竞争，因为从竞争态势图来

看这两家头部银行有着完全不同的网点布局和发

展方向，其服务的消费对象重合度不高． 因此，对
这两家银行的网点布局来说，中国农业银行在考

虑网点布局和经营时需要关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

网点发展空间，而中国工商银行则更需要关注城

市等经济发达区域的消费者和市场变化．

图 ４　 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在湖北省的竞争态势图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５　 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在武汉市的竞争态势图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Ｃｉｔｙ

４． ５　 内生性检验

４． ５． １　 工具变量法

工具变量法是识别和处理内生性最常用的办

法． 工具变量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条件和外生性

条件，即与内生变量显著相关，但与扰动项不相

关． 以往关于银行零售网络的研究主要使用外生

政策和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蔡卫星

利用 ２００９ 年银监会放松银行分支机构设立管制

的外生政策冲击构造了工具变量［５１］，李志生等利

用 １９３７ 年城市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和 ２００６ 年及

２００９ 年分支机构设立放宽管制事件构造了工具

变量，工具变量为 １９３７ 年城市银行分支机构数量

和放宽管制虚拟变量的乘积［５２］ ．
最常见的工具变量法涉及到 ２ＳＬＳ 的使用． 使

用 ２ＳＬＳ 时，第一阶段需要将内生变量对外生控制

变量和工具变量的两个行向量做回归，第二阶段

需要用因变量对内生变量的预测值和控制变量进

行回归． 但当存在高次项时，使用 ２ＳＬＳ 来处理内

生性的过程较为繁琐， 需要先预测 Ｔｓｃａｌｅ�
和

Ｈｓｃａｌｅ� ， 然后使用 Ｔｓｃａｌｅ� ２、 Ｈｓｃａｌｅ� ２ 以 及 Ｔｓｃａｌｅ� 、

Ｈｓｃａｌｅ�
和 Ｔｌｏａｄ 、 Ｈｌｏａｄ 的交互项 分别作为上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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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项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５３， ５４］，然后按步骤进行

２ＳＬＳ 估计． 此时控制函数法能有效且更为简洁地

处理内生性．
４． ５． ２　 控制函数法

控制函数法在大多数方面与 ２ＳＬＳ 类似，同样

需要寻找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５３］，且第一阶段与

２ＳＬＳ 相同，需要将内生变量对控制变量和工具变

量的两个行向量做回归． 然而，与 ２ＳＬＳ 不同的是，
在第二阶段，控制函数法不使用内生变量的预测

值，而是将因变量对内生变量、控制变量和第一阶

段估计的残差（即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之外的所

有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的综合值） 做回归． 由
于将残差加入模型时，内生变量的内生性部分已

经得到了控制，因此即使模型中存在内生变量的

高次项，也不需要再寻找高次项的工具变量． 且控

制函数法不需要单独进行 Ｈａｕｓｅｍａｎ 检验［５５］，在
第二阶段对残差的系数进行估计相当于进行

Ｈａｕｓｅｍａｎ 检验，若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内生性不是

一个大问题，若系数显著则说明内生性确实存在．
参考前人的研究，本研究利用 ２０１０ 年的银行

零售网络规模作为银行当年零售网络规模的工具

变量． 一方面，银行零售网络规模逐年循序渐进地

调整，２０１０ 年与研究期间内的银行零售网络规模

应当存在相关性；另一方面，由于 ２０１０ 年时互联

网金融的概念尚未提出，银行零售网络的经营环

境与本研究期间内的经营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当
时的银行零售网络规模与研究期间内模型的扰动

项相关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 因此，本研究认为

２０１０ 年的银行零售网络规模能够满足相关性和

外生性条件，可以作为工具变量．
本研究参考常见的控制函数法的处理方法，

构建了二阶段岭回归模型和二阶段空间计量模

型． 在第一阶段，本研究将分别将内生变量 Ｔｓｃａｌｅ
和 Ｈｓｃａｌｅ 对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Ｔｓｃａｌｅ２０１０ 的

Ｈｓｃａｌｅ２０１０ 两个行向量做回归，分别得到残差ζ� Ｔ 和

ζ� Ｈ，该残差表示模型中未观测到的其它因素对内

生变量的影响；在第二阶段，本研究在原来的岭回

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中加入残差 ζ� Ｔ和 ζ� Ｈ，用于

控制 Ｔｓｃａｌｅ 和 Ｈｓｃａｌｅ 及其高次项的内生性．
表 ７　 二阶段岭回归面板模型第二阶段岭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ｉｄｇ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

指标代码 ／ 模型 模型四 　 　 　 　 　 模型五

指标代码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Ｔｓｃａｌｅ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２３４∗∗∗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Ｈｓｃａｌｅ
－ ０． １５１∗∗∗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 ０． １０１∗∗∗ ０． ０２∗∗∗ －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Ｔｌｏａｄ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Ｈｌｏａｄ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Ｇｄｐ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Ｓａｖ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００ ４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Ｅｄｕ
０． ０８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２∗∗∗ ０． ０００ ２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Ｍｅｄ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Ｗｅｌ
０． １４３∗∗∗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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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指标代码 ／ 模型 模型四 　 　 　 　 　 模型五

指标代码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Ｃｏｖ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Ｄｅｅ
－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Ｄｉｇ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ＷＭ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００ ２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Ｃｏｇ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０ ０５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Ｏｒｇ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Ｐｒｏ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Ａｇｅ
－ ０． ０００ ０７ － ０． ００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１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０３ －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０５） （０． ０００ ０５）

Ｔｓｃａｌｅ２
０． １６９∗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１１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８） （０． １２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Ｈｓｃａｌｅ２
０． ２３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６５∗∗ － ０． ２３１ ０． ０６４∗∗ － ０． １４５∗∗∗

（０． １２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２） （０． ３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６）

Ｔｓｃａｌｅ × Ｔｌｏａｄ
－ － － ０． ５３７∗∗∗ ０． １８３∗∗∗ － ０． １８２∗∗∗

（０． １８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Ｔｓｃａｌｅ × Ｈｌｏａｄ
－ － － ０． ３６５∗∗∗ － ０． ２７５∗∗∗ ０． ７０９∗∗∗

（０． １３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Ｈｓｃａｌｅ × Ｔｌｏａｄ
－ － － ０． ５７６∗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７

（０． ３１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７）

Ｈｓｃａｌｅ × Ｈｌｏａｄ
－ － － １． ２２８∗∗∗ － ０． １９３∗∗∗ ０． ８０４∗∗∗

（０． ３４８）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１）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Ｔｌｏａｄ
－ － － ０． ３２１∗ ０． ２６８∗∗∗ ０． ２１４∗∗∗

（０． ２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１）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Ｈｌｏａｄ
－ － － ０． ７５７∗∗ ０． ３７１∗∗∗ ０． ８８５∗∗∗

（０． ３４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１）

Ｈｓｃａｌｅ２ × Ｔｌｏａｄ
－ － － － ０． ０７７∗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Ｈｓｃａｌｅ２ × Ｈｌｏａｄ
－ － －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ζ＾ Ｔ
－ ０． １４３∗∗∗ ０． ４５３∗∗∗ － ０． ０２∗∗∗ － ０． １１７∗∗∗ ０． ４２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ζ＾ Ｈ
０． ４５５∗∗∗ ０． ０１９∗∗∗ ０． ６９９∗∗∗ － ０． １６５∗∗∗ ０． １４５∗∗∗ ０． ２４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αｉ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λ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Ｋ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ａｄｊ． Ｒ２ ０． ８６６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１ ０． ８８３ ０． ９９９ ０． ９９８

　 　 　 　 注： ∗∗∗，∗∗，∗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 显著水平下显著，（ ） 里的数值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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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二阶段 ＳＡＲ 面板模型第二阶段 ＧＭＭ 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８ ＧＭ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ＳＡＲ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模型三

因变量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效应类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Ｔｓｃａｌｅ
－ ０． ２４３∗∗∗ － ０． ５３１∗∗∗ － ０． ７７４∗∗∗ －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００ ８∗∗∗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５） （０． １０８） （０． １４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４）

Ｈｓｃａｌｅ
－ ０． ０７７∗∗∗ － ０． １６８∗∗∗ － ０． ２４４∗∗∗ 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２∗∗∗ －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２）

Ｔｌｏａｄ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Ｈｌｏａｄ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４８ － ０． ０７ － ０． ０００ ７ － ０． ０００ ０２ －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Ｇｄ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１）

Ｓａｖ
０． ０４∗∗∗ ０． ０８６∗∗∗ ０． １２６∗∗∗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６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５ － ０． ０００ ０１ －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Ｅｄｕ
０． ０６６∗∗∗ ０． １４４∗∗∗ ０． ２１∗∗∗ － ０． ０００ ２ － ０． ０００ ０１ －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Ｍｅｄ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８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４） （０． ００２）

Ｗｅｌ
０． ０３７ ０． ０８ ０． １１７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０ ５∗∗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９） （０． １０８） （０． １５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４）

Ｃｏ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０ ３∗∗∗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 （０． ０８８） （０． １２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３）

Ｄｅ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０ １∗∗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６３）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６） （０． ００２）

Ｄｉｇ
０． ０４９∗∗∗ ０． １０８∗∗∗ ０． １５７∗∗∗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６ － ０． ０００ ３ － ０． ０００ ０１ －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ＷＭ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９３∗ ０． １３５∗ － ０． ０００ ７ － ０． ０００ ０２ －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４） （０． ００２）

Ｃｏｇ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４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０ ０１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５） （０． ００２）

Ｏｒｇ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８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４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８２） （０． １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７） （０． ００３）

Ｐｒｏ
０． ０６５∗∗∗ ０． １４３∗∗∗ ０． ２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９∗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１）

Ａｇｅ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８２ － ０． １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１）

Ｔｓｃａｌｅ × Ｔｌｏａｄ
０． ６６１∗∗∗ １． ４４９∗∗∗ ２． １１∗∗∗ ０． ２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２１５∗∗∗ － ０． １５∗∗∗ － ０． ００３∗∗∗ － ０． １５４∗∗∗

（０． １９７） （０． ４４９） （０． ６４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１７）

Ｔｓｃａｌｅ × Ｈｌｏａｄ
０． ５５∗∗∗ １． ２０４∗∗∗ １． ７５４∗∗∗ － ０． ３５２∗∗∗ － ０． ０１２∗∗∗ － ０． ３６３∗∗∗ １． ０１８∗∗∗ ０． ０２４∗∗∗ １． ０４２∗∗∗

（０． １６２） （０． ３７２） （０． ５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４）

Ｈｓｃａｌｅ × Ｔｌｏａｄ
－ ０． ６６９ － １． ４６７ － ２． １３６ ０． ２６１∗∗∗ ０． ００９∗∗∗ ０． ２７∗∗∗ － １． ４９９∗∗∗ － ０． ０３５∗∗∗ － １． ５３４∗∗∗

（０． ６０１） （１． ３３３） （１． ９３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６６）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５４）

Ｈｓｃａｌｅ × Ｈｌｏａｄ
１． ８３５∗∗∗ ４． ０２１∗∗∗ ５． ８５６∗∗∗ － ０． ４１３∗∗∗ － ０． ０１４∗∗∗ － ０． ４２７∗∗∗ １． ７０９∗∗∗ ０． ０４∗∗∗ １． ７４９∗∗∗

（０． ４８２） （１． １１９） （１． ５８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５）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９８ － ０． １４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００ ４ － ０． ０１７∗

（０． １２６） （０． ２７８） （０． ４０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１１）

Ｈｓｃａｌｅ２
０． ９５８ ２． １ ３． ０５７ － ０． ２４１∗∗∗ － ０． ００８∗∗∗ － ０． ２４９∗∗∗ １． ４５２∗∗∗ ０． ０３４∗∗∗ １． ４８６∗∗∗

（０． ６１６） （１． ３７） （１． ９８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４）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Ｔｌｏａｄ
０． ５２１∗ １． １４１∗ １． ６６２∗ ０． ３１９∗∗∗ ０． ０１１∗∗∗ ０． ３２９∗∗∗ ０． ２２４∗∗∗ ０． ００５∗∗∗ ０． ２２９∗∗∗

（０． ２８１） （０． ６２６） （０． ９０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４）

Ｔｓｃａｌｅ２ × Ｈｌｏａｄ
１． ２４８∗∗ ２． ７３５∗∗ ３． ９８４∗∗∗ ０． ６４８∗∗∗ ０． ０２１∗∗∗ ０． ６６９∗∗∗ １． ８５１∗∗∗ ０． ０４２∗∗∗ １． ８９４∗∗∗

（０． ４８４） （１． ０９６） （１． ５７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２）

Ｈｓｃａｌｅ２ × Ｔｌｏａｄ
－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９５ － ０． １３８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０ ４∗∗ －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４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９５） （０． １３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３） （０． ００２）

—２９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续表 ８

Ｔａｂｌｅ ８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模型三

因变量 ＥＶＡ Ｒｅｖ Ｄｅｐ
效应类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Ｈｓｃａｌｅ２ × Ｈｌｏａｄ
－ ０． ０１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０ ４∗∗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０ ９∗∗ － ０． ０００ ０２ －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０２） （０． ０００ ３）

ζ＾ Ｔ
０． １５ ０． ３２９ ０． ４７８ ０． ３７９∗∗∗ ０． ０１３∗∗∗ ０． ３９２∗∗∗ ０． ４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４１３∗∗∗

（０． １６３） （０． ３５９） （０． ５２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３）

ζ＾ Ｈ
－ ０． ３５９∗∗∗ － ０． ７８６∗∗∗ － １． １４４∗∗∗ ０． １７８∗∗∗ ０． ００６∗∗∗ ０． １８４∗∗∗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４∗∗∗

（０． １１５） （０． ２６３） （０． ３７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１）
αｉ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λ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４３

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Ｋ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ａｄｊ． Ｒ２ ０． ８８９ ０． ８８９ ０． ８８９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９ ０． ９９９ ０． ９９９

　 　 注： ∗∗∗，∗∗，∗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 显著水平下显著，（ ） 里的数值为标准误．

５　 结束语

５． １　 主要结论

本研究结合零售业空间竞争理论，构建了银

行零售网络结构对绩效的影响模型，参考以往零

售业空间竞争研究的变量设计，本研究在控制了

银行消费者差异和产品服务差异的基础上，分别

研究了银行零售网络规模对绩效的主效应以及网

点负载的调节效应． 由于银行零售网络存在两个

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组成部分 ——— 技术型零售网

络和人力型零售网络，本研究在研究主效应和调

节效应时，均对银行零售网络类型进行了区分，分
别研究了技术型零售网络和人力型零售网络的效

应． 研究发现，技术型零售网络规模和人力型零售

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有显著的正 Ｕ 型影响． 并且

进一步研究发现，网点负载能调节技术型零售网

络规模和人力型零售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的影

响，具体地，技术型网点和人力型网点的负载增大

时能够增强技术型零售网络规模对银行绩效的正

Ｕ 型影响，但同时也会削弱人力型零售网络规模

对银行绩效的正 Ｕ 型影响．
５． ２　 理论贡献

本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丰富和深化了关于银

行零售网络空间竞争的研究． 首先，与以往研究使

用银行内部数据相比，本研究还使用了开源大数

据． 银行内部数据一般局限于银行绩效数据和银

行网点运营数据． 而开源大数据还包括了网点周

边环境数据、周边用户数据和周边竞争数据，因此

具有数据量大，精确度高和类型多元等独特优势，
使得本研究更加科学，结论更加有效．

其次，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某几个或某

一类银行，而本研究采用了 ２４３ 家中国的商业银

行，其银行资产占总量的 ７３． ３％，网点数目占总

量的 ７５％，相较于之前的局部样本，全量样本更

加具有代表性，增强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第三，以往关于银行网点的研究更多集中在

银行的网点布局优化，但缺少对银行实体服务资

源运营进行高精度和全方位的诊断优化，本研究

使用理论实证方式以整体的视角对银行实体服务

资源进行分析，丰富了以往研究．
最后，本研究区分并研究了技术型零售网络

和人力型零售网络的差异． 以往研究发现网点负

载越高则网点绩效越高，而未对网点类型进行区

分［６， ４９］，但本研究基于技术型网点和人力型网点

不同的性质，认为网点负载在两类网点构成的零

售网络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两种类

型的网点负载对网络规模和银行绩效之间的正 Ｕ
型关系起到了相反的调节作用． 在某些情况下网

点负载高确实有正面作用，比如促进技术型零售

网络内部的规模效应，削弱人力型零售网络之间

的蚕食效应，但网点负载高同时也会加剧技术型

零售网络内部的蚕食效应，削弱人力型零售网络

内部的规模效应． 因此，网点负载高的作用是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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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是负面的，需要结合零售网络的类型是技术

型还是人力型以及其处于规模效应还是蚕食效应

中来判定．
５． ３　 管理启示

在线下网点被互联网金融入侵而逐渐势微的

局面下，当前的银行业面临着对数十万个网点进

行有效管理的巨大压力． 本研究为银行业是否有

必要进行网点调整、如何进行网点调整提供了参

考依据． 具体的管理启示如下．
１） 中小银行适合发挥“灵活有特色” 的优

势，新增网点难以提高绩效，裁撤网点反而可以改

善绩效． 中小银行的主要优势是“灵活有特色”，
零售网络规模越大，越容易丧失这一特色；在规模

效应尚未形成之前，更多网点带来的管理难度增

加、互相抢夺市场、新网点服务质量不稳定等问题

可能会导致蚕食效应更加严重． 本研究的结论也

说明中小银行的零售网络正处于蚕食效应中，而
根据目前线下零售网络势微的局面来看，中小银

行难以通过大量扩张其零售网络规模来突破从蚕

食效应到规模效应的临界点． 因此，裁撤网点对中

小银行缓解蚕食效应、降低管理成本是更合时宜

的选择．
具体地，网点负载高的中小银行适合裁撤技

术型网点，而网点负载低的中小银行适合裁撤人

力型网点． 虽然高负载的技术型网点和低负载的

人力型网点具有较强的空间竞争力，但对于规模

效应尚未显现、仍停留在内部蚕食阶段的中小银

行而言，单个网点的空间竞争力越强并不意味着

该网点能在外部竞争中为银行带来更多消费者资

源，因为该网点在该银行零售网络的内部竞争中

能抢走更多的消费者资源，压缩其余网点的生存

空间． 裁撤掉这些占有更多消费者资源的网点，将
资源释放给其它剩余的网点来经营，反而能提高

银行零售网络的绩效．
２） 大型银行适合保持“大而不倒” 的市场地

位，新增网点仍可提高绩效，裁撤网点会损失绩

效． 大型银行的主要优势是“大而不倒”，强大的

信用背书使其仅凭其“大” 的特点就能不断吸引

新的消费者，本研究的实证研究也说明，其零售网

络内部已经由蚕食效应转向规模效应． 即使在线

下零售网络逐渐衰退的当下，大型银行庞大的零

售网络仍然发挥着增强消费者信心、吸收消费者

资源的作用，网络规模越大，银行绩效越好． 因此，
大型银行仍可结合自身的战略需要适当增设网

点，而裁撤网点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绩效．
具体地，网点负载高的大型银行适合增设技

术型网点，而网点负载低的大型银行适合增设人

力型网点． 因为高负载的技术型网点和低负载的

人力型网点具有更强的空间影响力，对于规模效

应凸显的大型银行而言，高空间竞争力的银行网

点能为银行在外部竞争中赢得更多消费者资源，
提高银行零售网络的绩效．
５． ４　 局限

首先，本研究在处理自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

性问题时，没有考虑银行管理者的管理决策风格

存在差异，不同银行的自选择效应可能存在异质

性． 当异质性存在时，使用 Ｇａｒｅｎ 的两阶段模型比

普通的控制函数法更加准确［５６］ ． Ｇａｒｅｎ 在内生变

量是连续变量的情况下，首次提出了具有相关随

机系数的估计量． 为了解释这个估计量，Ｈｅｃｋｍａｎ
和 Ｖｙｔｌａｃｉｌ 提出了相关随机系数模型，该模型假

设未观测到的异质性是随机的，能够估计出这种

随机效应并加以控制［５７］ ． 在异质性的背景下，
Ｇａｒｅｎ 的估计方法更有信息价（虽然在模型中考

虑了银行固定效应，但是没有揭示这种差异）．
其次，由于银行的企业业务数据的不可得性，

本研究主要从个人消费者角度出发考虑银行零售

网络的空间结构对绩效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讨

论银行企业业务的空间结构影响作用，将使得研

究结论更加具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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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９９８， ３３（４）： ９７４ － ９８７．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ｂａｎ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ｎｋ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ｘｕｅ， ＹＵ Ｙｉｎｇ⁃ｈａｏ∗， ＹＡＯ Ｊｉａ⁃ｘｉｎ， ＨＥ Ｔａ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ｏｒ ｃｕｔ ｄｏｗｎ ｔｈｅｉｒ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ｏｐｐｅｎｉｎｇ ｎｅｗ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ｏｌ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ｎ ｂａｎ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ｔｙｐｅ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ｐｐｅｎｅｄ ｏｒ ｃｕｔ ｄｏｗ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ｕｒｇ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ｆｏｒ ｂａｎｋ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ｈｅｌｐ ｂａｎｋ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ｓｅｓ ｄａｔａ ｏｆ ｏｖｅｒ ４００ ０００ ｂａｎｋ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ａｔａ， ｏｆ ２４３
ｂａｎｋ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８． 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Ａ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ａｕｓｅｄｏｒｆ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ｏａｄ ｏｎ ｂａｎ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ｂａｎ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ｏａｄ ｃａ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ｂａｎ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ｃａｌｅ ｏｎ ｂａｎ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ｕｔ ｗｅ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ｃａｌｅ ｏｎ ｂａｎｋ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ａｎｋ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ｒｅｔ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ｏａｄ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７９１—第 ５ 期 黄敏学等： 技术与人力网络结构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基于银行网点空间竞争的全景研究



附录
附录表 Ａ　 本研究 ２０１５ 年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③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ａｂｌｅ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指标代码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ＶＡ ２４３ ２ ９２９ ９９５ １ ４４０ ８３３ － ５０３ ７３２ １３ ５００ ０００
Ｒｅｖ ２４３ １ ８４１ １７７ ７ ８３６ ５４４ ２２ ４３０． ８２ ６９ ８００ ０００
Ｄｅｐ ２４３ ４１ ８００ ０００ １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４６ ７４３ １ ６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Ｔｓｃａｌｅ ２４３ ７８６． ０５４ ３ ９４４． ３７８ ０ ３５ ８９４
Ｈｓｃａｌｅ ２４３ ５７３． ３１３ ３ １１８． ２８１ ０ ３２ ３７０
Ｔ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１ ４４９． ３１１ １ ２６５． ５４６ １ ９ １３４． ６１２
Ｈ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１ ５８７． ４８８ １ ５６８． ６０２ ４． ２７５ １３ ４５８． ７２
Ｇｄｐ ２４３ ６７ ５５８． ８８ ２９ １１３． ３６ １０ ４１７ １７１ １７２． ２
Ｓａｖ ２４３ １４ ５００ ０００ １５ ９００ ０００ ７３５ ７３５． ８ ７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Ｅｄｕ ２４３ ０． ８４６ ０． ０６１ ０． ６１ ０． ９７７
Ｍｅｄ ２４３ ９ ２５５． ７７８ ８ ６９３． ２２２ ７１１ ４２ ５９５． １２
Ｗｅｌ ２４３ ４０ ０８７． ７５ ７５ ７２２． ３ ４８． １２５ ４４４ ９５９． １
Ｃｏｖ ２４３ ８６． ６３１ １５． ６０４ ３８． ６６２ １６７． ７３２
Ｄｅｅ ２４３ ８５． ６７７ １０． １２５ ５４． ３５７ １３０． ４９６
Ｄｉｇ ２４３ ５２． ６８４ ６． ７５１ １． ４６８ ７９． ７５３
ＷＭＹ ２４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９ ０． １００
Ｃｏｇ ２４３ ５１． ０４３ ５１． ７７５ ０ ２３９． ９６６
Ｏｒｇ ２４３ １７． ９ １８． ９９４ ０ ８２． １５４
Ｐｒｏ ２４３ ２０． ０７７ １９． ０８２ ０ １４２． ２２３
Ａｇｅ ２４３ １２． ４１２ ９． ８８３ １ １１５

附录表 Ｂ　 本研究 ２０１６ 年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ａｂｌｅ Ｂ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指标代码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ＶＡ ２４３ ２４１ ６９５． ５ １ １７８ ５２６ － ４６８ ４２５ １０ ７００ ０００
Ｒｅｖ ２４３ １ ８７３ １０６ ７ ７３３ ０６５ ２５ ６１９． １２ ６７ ６００ ０００
Ｄｅｐ ２４３ ４６ ５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１ ８９２． １ １ ７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Ｔｓｃａｌｅ ２４３ ６５９． ５７６ ３ ４４９． ８８５ ０ ３２ ５９４
Ｈｓｃａｌｅ ２４３ ５４４． ２０２ ２ ９２０． ９４６ ０ ３１ ６４６
Ｔ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１ ６１９． ０２５ １ ５９６． ９０３ ０． ７３７ １６ ８６１． ７８
Ｈ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１ ９０１． ２３７ １ ６８１． ９０３ ０． ２３ ２２ ２１２． ５３
Ｇｄｐ ２４３ ７０ ０８４． ７１ ３１ ０８９． ３８ １１ ３８１ １９２ ８２５
Ｓａｖ ２４３ 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 ３００ ０００ ８２３ ４３８． ９ １３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Ｅｄｕ ２４３ ０． ８４６ ０． ０６４ ０． ５５６ ０． ９８７
Ｍｅｄ ２４３ ７ ７６１． ０８３ ８ ５７２． ２８７ ７１５． ８３６ ５９ ５４７． ５５
Ｗｅｌ ２４３ ５５ ５３３． ０９ ２６５ ６４９． ８ ５１． ５２９ ２ ３５３ ４７５
Ｃｏｖ ２４３ １００． ０２８ ５． ８４１ ６５． ２２ １１５． ４２６
Ｄｅｅ ２４３ １０４． ９５９ １０． ３５１ ７６． ６４ １３０． ７９７
Ｄｉｇ ２４３ ７５． ９５７ ８． ２３９ ２２． ３７３ ９３． ８９６
ＷＭＹ ２４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 ０． ２
Ｃｏｇ ２４３ ６１． ３５５ ５６． ２１５ ０ ２９７． ６５２
Ｏｒｇ ２４３ ２０． ８８８ ２０． １６９ ０ ９８． ４８３
Ｐｒｏ ２４３ ２５． ０２３ ２０． ４２５ ０ １５１． １１８
Ａｇｅ ２４３ １３． ４０３ ９． ８９２ ２ １１６

—８９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③　 注：对于最小值出现小于或等于零的变量，本研究将这些变量的数值加上一个正值，使最小值在加上该值之后等于 １，便于对数化处理．



附录表 Ｃ　 本研究 ２０１７ 年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ａｂｌｅ 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指标代码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ＶＡ ２４３ １３９ ８４５． １ ８２ ７３６４． ９ － ８２７ ５１３ ９ ０９５ ８４９
Ｒｅｖ ２４３ １ ９２５ ６６３ ８ ０４７ １６２ ２ １５４． ５６９ ７２ ７００ ０００
Ｄｅｐ ２４３ ４９ ７００ ０００ ２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６７ ６９４． １ １ ９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Ｔｓｃａｌｅ ２４３ ６５９． ４９４ ３ ５２７． ４０１ ０ ３２ ８７４
Ｈｓｃａｌｅ ２４３ ４８２． １３６ ２ ４６０． ９９２ ２ ２６ ５９４
Ｔ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１ ６６８． ７０１ １ ５９０． ２５１ １ １２ ９１８． ５４
Ｈ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１ ９９８． ５５８ １ １９０． ２４１ ８５． ５３３ ８ ２６５． ６０４
Ｇｄｐ ２４３ ７４ ８６１． ８８ ２４ ９８８． ６８ １３ ６８６． ９９ ２１４ ９３９． ４
Ｓａｖ ２４３ １４ ３００ ０００ １０ ３００ ０００ １ ０６１ １４３ ８３ ９００ ０００
Ｅｄｕ ２４３ ０． ８５１ ０． ０４１ ０． ６１３ ０． ９５２
Ｍｅｄ ２４３ ３ ９７４． １５３ ２ ００８． ７６５ ７３６ ２１ １６６． ７５
Ｗｅｌ ２４３ ４６ ００９． ７８ ８９ ９０３． ３１ １６９． ９ ６８９ ９８７
Ｃｏｖ ２４３ １０１． １６４ ５． ０７３ ８４． ０７４ １１３． １１６
Ｄｅｅ ２４３ １４１． ８１１ １２． ７２５ １０４． ７４５ １７８． ６３１
Ｄｉｇ ２４３ １０１． ３５１ ６． ４０７ ５９． ５４２ １２４． １
ＷＭＹ ２４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６ ０． ２
Ｃｏｇ ２４３ ８５． １７３ ７８． ３１４ ０ ４３４． ７７９
Ｏｒｇ ２４３ ２４． ７８４ ２３． ４３５ ０ １０９． ２９６
Ｐｒｏ ２４３ ３１． １７９ ２３． ７１８ ０ １８３． ０９１
Ａｇｅ ２４３ １４． ４０７ ９． ８８７ ３ １１７

附录表 Ｄ　 本研究 ２０１８ 年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ａｂｌｅ 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指标代码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ＶＡ ２４３ ６３ ９６０． ７１ ５７５ ２８２． ８ － １ ２２６ １９８ ６ ０３０ ２４２

Ｒｅｖ ２４３ ２ １０８ ０２７ ８ ６３１ ９７７ ２８ ６７２． ９２ ７７ ４００ ０００

Ｄｅｐ ２４３ ５４ ４００ ０００ ２３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２ ６３２． ６ ２ １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Ｔｓｃａｌｅ ２４３ ６９０． ６６７ ３ ７３９． ７７７ ０ ３４ ３５１

Ｈｓｃａｌｅ ２４３ ５０４． ７９４ ２ ５５４． ６６１ ３ ２７ ６０４

Ｔ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１ ７７０． ０２５ １ ５３２． ７６８ １ ９ ４７９． ４６８

Ｈｌｏａｄ ２４３ １ ８４４． ６１５ ９６６． ６５３ ７５． ３３７ ５ １９０． ９１７

Ｇｄｐ ２４３ ８０ ８８３． ０８ ３５ １３５． ２ １２ ５６２ ２８４ ６４９． ２

Ｓａｖ ２４３ １５ ４００ ０００ １８ ９００ ０００ １ ０６６ ８９７ １５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Ｅｄｕ ２４３ ０． ８５５ ０． ０５６ ０． ６５６ ０． ９７８

Ｍｅｄ ２４３ ４ ２２１． ７６５ ２ ９３３． ９６３ １ ４０８． ４０６ ２７ ９６９． ９６

Ｗｅｌ ２４３ ３４ ７９９． ７８ １３２ ２５８． ７ １４６． ６ １ ８５４ ８１９

Ｃｏｖ ２４３ １００． ４４５ ５． ２６４ ７９． ６３５ １１３． ２８４

Ｄｅｅ ２４３ １４４． ２７７ １４． ４６９ ９４． ５７ １８１． ４８８

Ｄｉｇ ２４３ １１４． ３１９ ４． ８７４ ９３． ０１９ １３８． ２６４

ＷＭＹ ２４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 ０． ０２９ ０． １５

Ｃｏｇ ２４３ １０６． ４３１ ９７． １１ ０ ５０６． ７６２

Ｏｒｇ ２４３ ２６． ６４４ ２３． ２６３ ０ １０８． ６６７

Ｐｒｏ ２４３ ３３． ８７４ ２９． ８５１ ０ ２９５． ０４８

Ａｇｅ ２４３ １５． ４０７ ９． ８８７ ４ １１８

—９９１—第 ５ 期 黄敏学等： 技术与人力网络结构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基于银行网点空间竞争的全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