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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ing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the workforce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loan 
bal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amount of P2P online lending platform as input factors, 
and GDP and the total salary of urban employees as output ones, applies DEA to compare and ana-
lyze the changes of the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the coastal and global areas of 
our country before and after P2P online lending created, to make sure the influence of P2P online 
lending on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P2P online lending 
has positive advantages on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moreover, to most of the coast-
al provinces, it plays a role in maintaining, even promoting alloc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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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DEA方法，把政府财政支出、金融机构从业人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P2P网贷平台数量作为

投入要素，GDP和城镇就业人员单位工资总额作为产出要素，对比分析P2P网贷产生前后我国沿海地区

以及全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从而确定P2P网贷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P2P
网贷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对我国大部分沿海省份具有保持甚至促进配置效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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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逐渐在中国盛行。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一种表现形式，P2P 网

贷行业也在“互联网金融”热潮下迅猛发展。P2P 即 peer to peer，意为“个人对个人”。P2P 网贷，是指

个人通过网络平台相互借贷，贷款方在 P2P 网站上发布贷款需求，投资人则通过网站将资金借给贷款方。

P2P 网贷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一种模式，对我国的金融资源效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P2P 网贷最大的优越

性，是使传统银行难以覆盖的借款人在虚拟世界里能充分享受贷款的高效与便捷。 
英国的 Zopa 是全世界第一个 P2P 网贷平台，诞生于 2005 年 3 月。随后，P2P 网贷平台逐步出现在

其他国家。2006 年 2 月美国成立 Prosper 平台；2006 年 5 月丹麦建立 MyC4；2007 年 2 月德国建立 Smava
平台。2007 年 8 月，我国最早的 P2P 网贷平台——拍拍贷成立于上海。随后几年，国内的网贷平台还是

寥寥无几，鲜有创业人士涉足其中。直到 2010 年，网贷平台才开始出现一些试水者。2011 年，网贷平

台进入快速发展期，一批网贷平台踊跃上线；2012 年网贷平台进入了爆发期。根据网贷之家统计数据，

截止到 2014 年 6 月底我国的网贷平台约达到 1184 家，2014 年底网贷平台预计将达 1500 家。网贷天眼

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 2013 年网贷平台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民间借贷较发达的地区，其中广东省有 122
家、浙江省 103 家、山东省 47 家，三省共计 272 家 P2P 网贷平台，超过了全国总数的 50%。 

国内关于 P2P 网贷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定性分析方面。最早的文献是钱金叶和杨飞[1]，文中梳理了 P2P
网络借贷的起源、特点及国内外发展现状，探讨 P2P 网贷这一新型民间借贷的主要业务模式及未来发展

前景；王紫薇等[2]以“拍拍贷”和“宜农贷”为例，对现有的中国 P2P 网络小额信贷运营模式进行了探

索研究，总结其中存在的风险管理机制不完善、合适的利率水平难以确定、缺少相关法规规范这三点问

题，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冯果和蒋莎莎[3]对我国 P2P 网络贷款平台的异化进行剖析，认为应

根据现实情况确立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导的监管机构框架，通过实施市场准入监管、业务

活动监管、资金监管、利率监管等措施来规范 P2P 网络贷款平台的发展；李雪静[4]借鉴美、英等国对 P2P
网络借贷的监管模式，结合目前国内监管现状，对我国规范发展 P2P 网络借贷平台提出可操作性的法规

和细则、细化 P2P 借贷平台的制度建设、加强行业自律建设的政策建议；沈良辉和陈莹[5]在总结美国 P2P
网贷行业运营模式基础上，从信息公开制度、借款人身份真实性审核机制、内部风险评估体系等方面分

析其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经验，结合我国 P2P 网贷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 P2P 网贷行业信用风险管

理的若干政策建议。 
在金融效率方面，由于国内学者对金融效率还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因此对金融效率评价体系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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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及其评价方法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曾康霖[6]论述了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认为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不节

约，存在浪费；唐青生和周明怡[7]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认为西部地区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较低，各省市之间配置效率也存在较大差异；李红梅[8]利用 DEA
方法并考虑区域货币乘数的影响，对我国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研究，认为区域货币乘数对于

一些省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有影响的；王晓莉和韩立岩[9]运用 DEA 方法对中国各地区金融资源的分

布进行了有效性评价，认为中国各地区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王锦慧和蓝发钦[10]运用 Pagano 金融与经

济增长模型和 Wurgler 资本配置效率，给出计量宏观金融效率的综合指标，对中国宏观金融效率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元 VAR 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宏观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推

动作用并不显著，但经济增长对宏观金融效率有显著的“需求引致”效应；晏露蓉、陈宝泉和吴伟等[11]
采用多元统计和计量方法剖析了福建省金融服务业的机构结构、市场结构和功能结构以及金融效率现状，

并得出福建省金融结构对金融效率的影响作用较为明显；李政为[12]通过因子分析提炼出金融效率因子，

得出了全国各地区金融效率的差别，最后对全国 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找出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综上，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定量研究 P2P 网贷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事实上，在开放的市场

条件下，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 P2P 网贷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的影响对我国沿海地区及全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本文将运用 DEA 方法，通过比较 2003 年~2006
年及 2007 年~2012 年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来分析 P2P 网贷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借以探讨

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并有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 

2. DEA 模型简介 

Charnes 等[13]于 1978 年提出数据包络分析(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该方法的原理主

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DMU, Decision Making Units)的输入或者输出不变，借助于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

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各个决策单元投影到 DEA 的生产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

DEA 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 
假设对中国 n 个地区进行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比较，每个地区都有 m 种投入要素和 s 种产出

要素，Xij 表示第 j 个地区的第 i 种金融资源投入总量，Yrj 表示第 j 个地区第 r 种金融资源的产出总量。令

vi 为投入向量的 x 的权系数向量，ur 为产出向量 Y 的权系数向量，以第 j 地区的效率评价为目标函数，以

全部单元的效率指数约束，得到最优化的 C2R 模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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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对偶规划，接着进一步引入松弛变量 s+和剩余变量 s−，将不等式约束变为等式约束，模型就变成

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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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模型(2)的解 θ* = 1，且 s*+ = 0，s*− = 0，则 DMUj0 为 DEA 有效，经济活动同时为技术有效和规模

有效；若 θ* = 1，但至少某个输入或者输出大于 0，则 DMUj0为弱 DEA 有效，经济活动不是同时为技术效

率最佳和规模最佳；若 θ* < 1，则 DMUj0不是 DEA 有效，经济活动既不是技术效率最佳，也不是规模最佳。 
通过 C2R 模型中的 λj 还可判断 DMU 的规模报酬情况：如果 *

jλ∑  = 1，则 DMU 为规模报酬不变；

如果 *
jλ∑  < 1，则 DMU 为规模报酬递增；如果 *

jλ∑  > 1，则 DMU 为规模报酬递减。 
本文运用 DEA 方法对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到我国的综合效率 C (crste，也叫

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 V (vrste)以及规模效率 S (scale)，且三个效率的关系式为：C = V × S。 

3. 指标选取 

袁科在研究香港、深圳及广州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时选取的投入要素为金融业从业人数、金融机构

贷款余额、保险业收入额、政府财政支出额，产出要素为金融业增加值[14]；李季刚和向琳运用 DEA 方

法对我国各地区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整体评价和比较时选取金融机构职工人数、金融机构农业贷

款总额、财政支农与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投入要素，农民人均收入与第一产业人均生产总值作为产

出要素[15]；王晓莉和韩立岩选取了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作为投入要素，GDP、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

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作为产出要素；李红梅选用的投入要素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

机构从业人数，产出要素为金融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地区金融业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国内

各地区生产总值。 
总体上看，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是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地方人民生活水平，因此，本文参考

国内相关学者在研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时选取的指标，考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

以下投入、产出要素： 
投入要素： 
1) 政府财政支出，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

财政资金的支付，作为政府金融资源要素，对经济发展具有保障作用； 
2) 金融机构从业人数，代表金融人力资源的投入，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3)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表示我国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数量。贷款余额越大，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数

量越多； 
4) P2P 网贷平台数量，是 P2P 网贷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产出要素： 
1) GDP，反映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GDP 值越大，经济越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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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镇就业人员单位工资总额，包括了城镇各类单位、私营个体经济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及灵活

就业人员的工资，反映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城镇就业人员单位工资总额越高，生活水平越高。 

4. 实证分析 

4.1.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 2013 年网贷平台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民间借贷较发达的地区，因此选择沿海省份(河北、

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和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以及全国共 13 个对象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投入和产出要素及数据的取得情况，2003~2006年选取政府财政支出、

金融机构从业人数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作为投入要素，GDP 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作为产出要素；

2007~2012 年以政府财政支出、金融机构从业人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 P2P 网贷平台数量作为投入要

素，GDP 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作为产出要素。其中，政府支出、金融机构从业人数和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工资总额数据来源于中诚信数据库；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来源于各省份的统计年鉴；GDP 数据来

源于同花顺数据库；P2P 网贷平台数量根据网贷之家和网贷天眼平台导航进行统计得到。 

4.2. 实证结果 

应用 DEAP2.1 软件，将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的数据代入 DEA 模型中，计算可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值，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 

 
Table 1. Financial resources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each region 
表 1. 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序号 地区 
2007 年前 2007 年后 

C V S  C V S  

1 中国 0.906 0.994 0.912 drs 1.000 1.000 1.000 - 

2 北京 0.930 1.000 0.930 drs 1.000 1.000 1.000 - 

3 天津 0.988 1.000 0.988 drs 0.931 1.000 0.931 drs 

4 河北 1.000 1.000 1.000 - 0.978 1.000 0.978 drs 

5 辽宁 0.958 1.000 0.958 irs 1.000 1.000 1.000 - 

6 山东 0.938 0.970 0.968 irs 1.000 1.000 1.000 - 

7 江苏 0.984 0.985 0.999 irs 0.990 1.000 0.990 drs 

8 上海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9 浙江 0.937 1.000 0.937 irs 1.000 1.000 1.000 - 

10 福建 0.953 1.000 0.953 irs 1.000 1.000 1.000 - 

11 广东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12 广西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13 海南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均值 0.969 0.996 0.973  0.992 1.000 0.992  

注：drs 表示规模报酬递减，irs 表示规模报酬递增，-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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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体上看，P2P 网贷发展前后，综合效率的平均值由 0.969 上升到 0.992，纯技术效率的均值由

0.996 上升到 1.000，规模效率由 0.973 上升到 0.992。说明，P2P 网贷发展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于 P2P
网贷发展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2)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的综合效率由 0.906 提高到 1.000，纯技术效率由 0.994 提高到 1.000，规模

效率由 0.912 提高到 1.000。说明 P2P 网贷对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促进作用。 
3) 从我国沿海地区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看，效率值都大于 0.9，说明沿海地区的金

融资源配置效率普遍较高。 
4) 分别对比各个地区出现 P2P 网贷前后的效率值，发现天津和河北的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略有下降，

其他地区的效率均有上升或者保持最佳效率值，说明 P2P 网贷对沿海的大部分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具有促进作用。 
5) 在 2003~2006 期间，北京和天津的规模报酬递减，说明效率较低是由于金融资源投资过剩；辽宁、

山东、江苏、浙江和福建的规模报酬递增，没有达到最佳配置效率 1，说明金融资源投资不足是因为。

2007 年~2012 年，天津效率有所下降，规模报酬还是递减，说明金融资源还是过剩，出现 P2P 网贷前相

比过剩增加；河北的效率下降，规模报酬由不变变为递减，说明金融资源过剩；与江苏的效率提高，规

模报酬由递增变为递减，说明金融资源投资由不足变为过剩；辽宁、山东、浙江和福建由规模报酬递增

变为不变，说明金融资源达到了最有效的配置。 

5. 结论及建议 

通过 DEA 方法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可基本得出 2007 年后的综合效率大于 2007 年前的

综合效率，即出现 P2P 网贷后，我国整体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由此可见 P2P 网贷对我国的金

融资源配置效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我国的 P2P 网贷在近两年开始快速发展，在网络技术及安全方面还不成熟，由此必定会造成金融资

源的浪费。为使 P2P 网贷在促进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得到进一步提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 
1) 综合效率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影响，由实证结果可知纯技术效率几乎达到最优配置 1。

因此，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时，要注意 P2P 网贷及其他金融资源的配置与我国的发展规模相匹配，避

免金融资源投资的浪费和不足而导致的规模效率降低或者规模报酬递增及递减。 
2) 根据我国沿海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规律，P2P 网贷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应

着重提高效率下降的天津和河北的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全国的效率值。 
3) 积极借鉴国外 P2P 网贷的经验，进一步促进我国 P2P 网贷的发展，从而使金融资源配置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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