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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城镇化率的地区差异较大#东部较高#西部较低#中部居中$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区的城

镇化率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提高幅度的地区差异也较明显#东部地区提高幅度较大#西部地区提高幅度较

小#中部地区提高幅度居中%各地区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中#城镇化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顺序恰好相反%因此#继续加快中&西部地

区的城镇化进程#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关键词!城镇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面板数据模型$东&中&西部

中图分类号!9!<""9<A=!!!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CDEF@A#<=="$=!D==EAD=W

C0".+-,$’*),’+-+<)$*%-’:%,’+-’-"%(,!/’66&"%-65"(,%$"%(
+<?0’-%,+".+-+/’.9$+5,0+<?0’-%

\Kk.3I;.+!H‘Bak.L$I[3!H‘5bL+INL+
"!"#$#%&")5",##6!@#+.,(*).@#+%*6B$&C(+)&.3!Z&6&$0,*$9",/$:=;::<!0,&$*#

2*(,$%.,3/*0:0.4L>.,,LS$M3:>L+.JL8.$+:L80$M)*.+L>08T00+0L48O;.QQ%0L+QT048L:0L4$M)*.+LO8*00L48L:0L4$M
)*.+L*L4:0%L8.60%N*.,*0:3:>L+.JL8.$+:L80O8*0T048L:0L4$M)*.+L*L4:0%L8.60%N%$T0:3:>L+.JL8.$+:L80L+Q8*0;.QQ%0L:0L4
$M)*.+L*L4;0Q.3;I%060%3:>L+.JL8.$+:L80U/*03:>L+.JL8.$+:L80$ML%%SL:84$M)*.+L.4.+1:0L40QL%$84.+10)*.+L.;S%0D
;0+80Q8*0:0M$:;L+Q$S0+.+,8$$384.Q0T$:%QS$%.1NO>388*0Q.MM0:0+10.+3:>L+.JL8.$+:L80>08T00+Q.MM0:0+8L:0L4.4$>6.D
$34OL+Q8*0S:$;$8.$+0MM018$M3:>L+.JL8.$+$MQ.MM0:0+8L:0L4$+01$+$;.1,:$T8*.4$>6.$34U/*01$+8:.>38.$+$M3:>L+.JL8.$+
8$01$+$;.1,:$T8*.4*.,*048.+8*0T048L:0L4$M)*.+LO.4;0Q.3;I%060%.+;.QQ%0L:0L4L+Q.4%$T048.+8*00L48L:0L4>N
1$;SL:.+,8*00L48O;.QQ%0L+QT048L:0L4$M)*.+LOT*.1*.4$+8*01$+8:L:N$M01$+$;.1Q060%$S;0+8%060%U/*34O1$+8.+3L%%N
L110%0:L8.+,3:>L+.JL8.$+.+;.QQ%0L+QT048L:0L4$M)*.+L.4*0%SM3%8$+L::$T.+,8*0,LS>08T00+Q.MM0:0+8L:0L4U

4"15+$6(33:>L+.JL8.$+:L80VS0:1LS.8L:0,.$+L%GYZVSL+0%QL8L;$Q0%V0L48O;.QQ%0L+QT048L:0L4$M)*.+L

!!一&有关文献和研究成果

国内外学者在揭 示 城 市 化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关 系 方 面 做 出

了许多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兰帕德在其发表的一篇名为

%经济发达地区 城 市 发 展 历 史&的 论 文 中 指 出!近 百 年 来!美

国城市发展与经 济 增 长 之 间 呈 现 一 种 非 常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关

系!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化 阶 段 之 间 有 很 大 的 一 致 性$!AEW
年!美国地理学家贝里选用了AW个 国 家 的F@个 变 量 进 行 主

成分分析!以解释 城 市 化 水 平 与 这 些 因 素 之 间 的 关 系!证 明

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 的 相 关 关 系!徐 雪 梅&王 燕#<==F"$
钱纳 里 在 其!A"W年 出 版 的%发 展 的 型 式’!AW=!!A"=&一 书

中建 立 了 两 个 基 本 跨 国 回 归 模 型!并 对!=!个 国 家!AW=!

!A"=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 明!在 一 定 的 人 均G’Z
水平上!有一定的 生 产 结 构(劳 动 力 配 置 结 构 和 城 市 化 水 平

相对应!钱纳里#!ACC"$雷诺德!A"A年通过对!!!个国家的

抽查证明!一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 例 与 人 均 收 入 之

间有很强的正相 关 关 系!人 均 国 民 收 入 增 加!城 市 化 水 平 随

之相应提高!董 大 敏#<==F"$根 据!AC!年 美 国 人 口 咨 询 局

的资料!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人均G’Z的加权 平 均 值 与 其

相应的加权平均 城 市 化 水 平 之 间 确 实 呈 现 出 一 种 很 明 显 的

相关关系!人均G’Z高的国家!一般城市 化 水 平 也 高$周 一

星"!AC<#对!@"个国家的城市化水 平 与 人 均G’Z进 行 相 关

分析!得出了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 总 值 的 对 数 成 正 比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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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式!即"DH=XF=E<%,3J=X"WC@#D代表城市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重!3为 人 均 G’Z$%他 还 用 经 济 处 在 不 同 发 展 水

平的南斯拉夫&前苏联&日本和美 国W=年 代 以 来 的 数 据 构 成

一个具有发展过程的城市化水平&人均G’Z对 应 序 列!并 进

行相关分析!得 出 了 相 同 的 结 论%之 后!许 学 强 等#!AAE$用

!W!个国家的资料进行 回 归!也 得 出 了 相 同 的 结 论%梁 进 社

#!AAA$从理论 上 证 明 了 上 述 统 计 关 系 式 的 成 立%ZL3%&’&
2L%1*.+&YL6.QK4LL1和(0L+)*0+对!AAE年世界上几十个国

家的数据进行了整理!同样验证了城市化 水 平 与 经 济 发 展 水

平的关系!徐雪梅"王燕#<==F$%
夏永祥&余其刚#<==<$和 张 宏 霖#<==<$对 中 国 数 据 的 回

归分析和李文溥&陈永杰#<==<$对 跨 国 数 据 的 回 归 分 析 均 证

明了城市化水 平 与 经 济 发 展 之 间 的 对 数 关 系%张 颖 和 赵 民

#<==@$对钱纳里 的 研 究 成 果 进 行 辨 析 和 延 伸!并 对!AAA年

!FC个国家 的 数 据 样 本 进 行 检 验!证 实 城 市 化 水 平 与 人 均

G’Z之间的对数曲线 模 型 和 三 次 曲 线 模 型 都 是 显 著 的%李

郇#<==W$就城市 化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关 系 建 立 了 世 界 面 板 数 据

模型和中国的时间序列模型及基于省区 的 面 板 数 据 模 型!对

!AC!!!AAW年"=个国家的数据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世界模

型检验的结果显 示!经 济 增 长 对 城 市 化 的 影 响 显 著!但 不 同

人均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 影 响 差 异 较 大’经 济

增长对城市化的 弹 性 系 数!对 应 低 收 入 水 平 组&中 低 收 入 水

平组&中高收入水平组 和 高 收 入 水 平 组 分 别 是=&W!E&=&WW&
=&F""和=&FEE%从 中 国 的 情 况 看!时 间 序 列 模 型 和 基 于 地

区的面板数据模 型 的 检 验 结 果 同 样 证 明 了 经 济 增 长 对 促 进

城市化的显著作 用!但 弹 性 系 数 小 于 世 界 模 型 的 结 果!分 别

为=&<@@和=&F<%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城 市 化 对 经 济 增 长 影 响%王 小

鲁#<==<$认为!在 加 速 城 市 化 的 条 件 下!城 市 化 对 经 济 增 长

的净贡献#扣除 了 外 部 成 本 以 后 的 贡 献$可 以 达 到@&E个 百

分点%
傅鸿源&钟小伟&洪志伟#<===$根据美国&英国&加拿大和

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散点图判断二者的拟合曲

线为"3H*(FD#3为人均GYZ!D为城市化水平!*为常数项&
F为城市化水平的系数$%进 行 线 性 化 处 理!令/H%+3!1 H
%+*!7HF!得到"/H1L7D%对美国#!CW=!!AA@年$&英国

#!C<=!!ACC年$&加 拿 大#!CA=!!AA=年$的 非 连 续 数 据 和

中国!AFA!!AW"年和!A"C!!AAC年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

析!证明上述关系式 是 成 立 的!且 回 归 系 数 分 别 为=&=@""F&
=&=@"&=&=F"W&=&<=CA"&=&=<@C!E!即美国&英国&加拿大和中国两

个时期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X!人均GYZ将增加=&=@""FX&
=&=@"X&=&=F"WX&=&<=CA"X&=&<@C!EX%

郑晓芳#<==F$以人均地区 生 产 总 值 为 因 变 量!以 非 农 业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建成区面积&道 路 面 积&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完成额为自变量对!AA!!<===年江苏省!@个省辖市的数据

进行回归表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
徐雪梅&王燕#<==F$以城市 化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对 数 关 系 式

为基础!估计经济增长影响城市化 的 弹 性 系 数!然 后!计 算 城

市化对经济增 长 的 弹 性 系 数%城 市 化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对 数 关

系式为 "3H!L"%+D#3为城市化水平!D为人均GYZ!!&"分

别为常数项和人均GYZ的系数$%通过回归分析估计出"后!

定义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弹性&H 2D
(D

!==23 H
!
!=="

%她们计算

了<==<年全国<EE个地级以上 城 市 的 城 市 化 水 平 和 人 均 地

区生产总值!并计算出&为F&!"X%说明在其他条件 不 变 的

情况下!城市化水 平 每 提 高 一 个 百 分 点!就 会 对 该 地 区 的 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F&!"X的推动作用%
卢大公#<==E$则基于)IY生产函数!以二&三产业产值

为经济总量b!把 技 术 和 资 本 存 量 一 起 看 作 外 生 变 量 B!劳

动力存量用城市化水平\代替!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得到模

型"%+UH%+1L"%+]#"为回归系数$%通过对!AAE%<==F年

中国的数据进行回归 分 析!证 明 上 述 模 型 是 显 著 的!且 城 市

化水平每提高!‘!将会带来WXWC‘ 的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虽然就城 市 化 与 经 济 增 长 呈 正 相

关的关系达成了共识!但在具体的模型形 式 方 面 仍 存 在 一 定

的分歧!而且实证 分 析 城 市 化 影 响 经 济 增 长 的 研 究 还 较 少!
得到的城市化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的 差 异 也 较 大%本 文 借

鉴已 有 研 究 成 果!以 中 国 省 级 区 域 为 研 究 对 象!以!A"C!
<==F年为研究时限!计算和分析各地区的城镇化率与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并将其分别组成东&中&西 部 三 个 地 区 的 面 板 数

据模型进行估计!从而比较分析三大地区 城 镇 化 对 经 济 增 长

的贡献!本文的东 部 地 区 包 括 北 京"天 津"河 北"辽 宁"上 海"
江苏"浙 江"福 建"山 东"广 东"广 西"海 南%中 部 地 区 包 括 山

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 徽"江 西"河 南"湖 北"湖 南%西 部

地区包 括 重 庆"四 川"贵 州"云 南"西 藏"陕 西"甘 肃"青 海"宁

夏"新疆$%
二&中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的计算与分析

按照定义!城镇 化 率 应 该 是 城 镇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重!
但是!建国以来!中国城镇人口的定 义 发 生 了 五 次 变 动!使 城

镇人口统计数据的口径前后不一!城镇化 率 指 标 也 因 此 不 仅

缺乏可比性!而且难以准确反映城镇化 的 真 实 水 平!陈 涌 军"
徐强等#<==<%黄 飞 扬"徐 月 虎"丁 金 宏#<==<$%为 了 获 得 连

续的&具有可 比 性 的&能 真 实 反 映 城 镇 化 水 平 的 数 据!陈 涌

军&徐强等#<==<$把城镇人口分为 非 农 业 人 口 和 农 业 人 口 两

类"城镇中的 非 农 业 人 口 用 户 籍 统 计 中 的 非 农 业 人 口 来 反

映’而城镇中的农 业 人 口 又 分 为 两 种 类 型"从 事 农 业 活 动 的

人口和从事非农 产 业 活 动 的 人 口!后 者 如 乡 镇 企 业 的 职 工&
城市中的流动人 口 等!这 一 部 分 人 长 期 从 事 非 农 的 职 业!享

受着城市的公共 服 务!只 是 由 于 户 籍 制 度 或 其 他 的 原 因!被

排除在城市人口以外!将这一部分人口也计入城镇人口%
本文按照上述思路!对!A"C!!AAA年全国<C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海 南&重 庆 和 西 藏 的 数 据 不 全!未 予 以 考 虑$的

城镇化率进行计算!<===年及其以后的城镇化率即为统计上

的城镇人口占 总 人 口 的 比 重%对 于 已 经 进 行 统 计 口 径 调 整

的省份!直接以调整后的各年城镇人口除 以 总 人 口 计 算 城 镇

化率%在计算过程中!总人口均采用常住人口’所用数据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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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AFAI<==F"#!新中国

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

料汇编!AFAI!ACA"#!中国统计年鉴"相 关 年 版 以 及 各 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计算结果见表!%
表!!!A"C!<==F年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城镇化率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A"C WF&AE FA&<< !!&!E !A&!C <F&!= @A&"W @@&@" @W&CC W"&=" !<&"F !!&CA !<&E< @=&=@ !E&"W
!A"A WE&CW W=&AA !!&"" !A&C! <F&WF F<&E! @F&"= @"&<C WC&A< !F&!C !<&W" !<&A" @=&"F !"&FF
!AC= W"&E! W!&CC !<&!< <=&@= <W&<! F=&"< @W&C@ @C&FC WA&@W !F&WW !@&== !@&@@ @!&"E !C&"A
!AC! W"&AA W<&=E !<&@" <=&E! <W&WA F!&F" @E&FF @A&@" WA&EF !F&"" !W&E! !@&"C @<&=A !A&=E
!AC< WC&!@ W<&@F !<&EA <!&F" <"&CC F<&F! @E&E" @A&A! E=&=! !W&!W !W&CA !F&<W @<&<E !A&FW
!AC@ WC&@C W<&"W !@&@@ <<&@< <C&== F<&E= @E&E! F!&=F E=&E= !E&F< !W&W< !F&"< @<&@W !A&WE
!ACF WC&A" W@&CA !E&@! <@&<! @@&<= FE&W= FW&WC F!&A" E!&CA !"&@F !E&<C !W&@< @<&FC !A&E"
!ACW WA&<W WF&@" !"&WA <F&!W @F&@F FC&EA FA&WE F<&A! E<&@" !"&"= !A&AE !W&AF @<&AA !A&"C
!ACE E=&!W WF&!W !C&CE <W&!E @W&E= FC&A< W=&F" F@&CC E@&A= !C&<< <!&@@ !E&WE @@&=" !A&CA
!AC" WA&"! WF&!" !A&@C <E&!" @"&<@ FA&C! W<&@W FF&CE EF&WF !C&W! <@&=W !"&!" @@&!C <=&==
!ACC E=&!F WW&=@ !"&!= <"&!C @C&=E W=&E= WW&@E FW&C" EW&=! !A&A= <F&WE !"&FC @@&<@ <=&!!
!ACA E!&!W WW&<" <!&@C <C&<" @C&WE W!&=C WW&C! FE&A! E"&<= <=&A= <W&FE !"&"A @@&<= <=&<<
!AA= E=&AA WF&AC <!&!F <C&A= @E&!< W=&CE W"&<< F"&AE E"&WA <!&WE <W&WA !"&AW @@&!F <=&@W
!AA! E!&<< W@&=A <!&C= <A&=E @E&A" W!&"@ WE&WF FA&=F EW&@! <@&<= <E&AE !"&AW @@&<C <!&=C
!AA< E!&W< W<&AW <<&A< <A&<" @"&=@ W!&<= WA&!F W=&!F EW&E@ <@&"C @!&WC !C&<! @@&<C <!&C<
!AA@ E<&!" W@&=@ <F&F@ <A&WF @"&<E W!&FC E=&A= W!&<" "<&WA <F&=< @@&<F !C&F" @F&<@ <<&WW
!AAF E<&<" W@&=A <W&<A <A&C< @"&W" W!&C! E<&F@ W<&F< "E&W@ <F&EC @W&F! !C&"C @W&<@ <@&<A
!AAW EA&E@ W@&!F <E&"! @=&!! @C&<< W<&!= E@&!E W@&EE C=&=W <"&@= @E&@< !A&!= @W&=A <@&CW
!AAE "=&=< W@&@E <A&CA @=&F! @C&FE W<&AA FE&A= W@&CW C=&W= <"&@< @"&=E <!&"! @W&FE <F&WC
!AA" E"&CA W@&FA @=&!@ @=&"! @C&AF W@&=A F"&=" W@&A= "A&WC <A&CW @E&A= <<&=! @W&E! <W&@<
!AAC EC&W= W@&"W @=&EF @!&=@ @A&AW W@&W= F"&<@ WF&== "C&"E @!&W= @W&W= <<&@< @W&@W <E&=W
!AAA E"&AF WF&@" @=&@= @!&@W F=&AC W@&A= FC&F= WF&<= "A&WA @F&AF @W&"C <E&== @W&@W <E&"A
<=== ""&A" W<&C= <E&=A @W&CC F<&<= WF&A= FA&EE W!&AF "<&<< F!&W= FC&"= <C&== @F&CE <"&EA
<==! "C&=A W@&!< @=&"! @W&=A F@&WF WW&=! FA&C= W<&@C "F&!" F<&E= W=&A= <A&@! @W&!< @=&F!
<==< "C&W" WC&FA @@&=C @C&=A FF&=E WW&W! W=&CA W<&W" "W&!E FF&"= W!&A= @=&"= F=&AF @<&<=
<==@ "A&=W WC&@! @@&W< @C&C! FF&"F WE&=! W!&"E W<&WA "<&F! FE&"" W<&AA @<&== F=&"= @F&=<
<==F "A&W= WC&<" @W&C@ @A&E@ FW&CE WE&=! W<&<A W<&"C "<&CF FC&!C WF&== @@&FA F=&WC @W&WC

<==FI!A"C<F&WF A&=W <F&E" <=&FW <!&"E !E&<E !C&A< !E&A= !W&"" @W&FF F<&!! <=&C" !=&WW !C&C@
年份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A"C <!&C! !@&E@ !W&@" !!&W= @@&<W !=&WA !!&=A !!&W= !=&"E !W&=C !@&WA !C&WA !"&!C <E&WW
!A"A <<&@E !@&C@ !E&!F !<&<W @F&=@ !!&=E !!&F@ !<&"" !!&=! !W&WF !F&== !A&!= !"&"! <C&<W
!AC= <@&=F !F&=< !E&"A !<&"! @F&A" !!&<= !!&E= !<&CF !!&!< !E&<C !F&<! !A&C< !C&!W <A&=E
!AC! <@&WF !F&!A !"&<! !<&AE @W&!C !!&@F !!&A! !<&"< !!&!A !E&EC !F&F= <=&!= !C&W< <A&@!
!AC< <@&AA !F&F< !"&EC !F&<! @W&=@ !!&WE !<&!@ !W&=" !!&<" !E&CC !F&@A <=&@! !C&W" <A&!A
!AC@ <<&"= !F&WE !"&AE !F&F< @W&=F !!&EW !<&@E !<&C! !!&WF !"&<A !W&F@ !A&EE !C&AC @!&A!
!ACF <W&!F !F&"= !A&CC !W&F< @E&F@ !W&CC !<&AA !F&@W !<&"W <<&!" !W&A@ @<&== !A&<< @E&<@
!ACW <E&<" !F&C@ <<&FA !E&<A @"&W" !E&F= !@&C@ !F&AE !F&=@ <@&<F !A&WE @@&CW <=&=C @"&"<
!ACE <E&== !F&AC <@&W< !E&A! @"&"E !E&E! !@&E= !W&=F !F&W< <@&@F <=&WE @@&F@ <!&FE @C&E"
!AC" <E&EC !W&!< <W&!" !"&@W @C&FC !E&A! !@&"@ !W&W! !F&WE <@&"" <!&== @@&F! <<&@C @A&<F
!ACC <A&!A !W&<E <E&C! !"&EW @A&@< !"&C= !@&CF !W&=@ !E&W< <W&=W <!&!" @@&CF <@&=W @A&EW
!ACA @=&F" !W&F= <C&@E !"&FW @A&FF !C&F" !@&AW !W&!A !E&C" <W&@< <!&<W @F&<W <@&E< @A&CE
!AA= @=&EC !W&W< <C&W< !"&WW @A&WA !C&EF !@&AE !W&F! !E&"C <W&@= <<&=F @F&<@ <@&A< @A&WW
!AA! @!&<C !W&CW <E&== !C&E! F=&W< !A&=! !F&=C !E&!= !"&=< <W&W@ <<&<C @F&!@ <F&=@ @A&C!
!AA< @<&@W !E&!C <A&@W !A&E< F<&!E <=&@= !F&E" <=&W= !"&@! <W&AA <<&F" @F&!@ <F&!" @A&A=
!AA@ @@&A@ !E&W! @=&E@ !A&@! FF&<F <<&== !W&=C <=&WA !"&"@ <E&CF <<&"@ @@&CE <F&@E F=&WF
!AAF @@&"! !E&CF <C&=W <!&W< FW&=W <@&WE !W&"" <!&=E !C&WF <"&!! <<&AE @@&AW <E&EE F!&"=
!AAW F=&W! !"&!A @!&<= <F&<E FF&!= <W&=W !E&@< <!&F= !C&C" <"&AA <@&!" @@&A= <E&A< F<&E=
!AAE F=&A@ !C&@A @@&"F <W&== FF&AC <E&<< !E&"" <!&AC !A&<= <A&CC <@&F@ @F&!A <"&=! F@&!!
!AA" F!&!F !A&WA @!&<F <W&<= FW&FA <E&E= !"&!C <<&!< !A&"F @<&E= <@&"= @F&EA <"&"F F@&!<
!AAC F!&!A <=&"A @!&A= <W&A= FW&@E <E&@" !"&WE <!&WF !A&CE @F&=@ <@&CE @F&EF <C&@" F<&E<
!AAA F!&<" <!&AA @@&W< <E&@A FW&@! <E&E= !C&=F <=&C! <=&F< @W&@E <F&=" @F&WA <C&E= F@&"C
<=== F<&<" <@&<= F=&<< <A&"W F<&AF <E&!" !C&E! <@&AE <@&@E @W&E< <F&=! @F&"E <A&C= @@&"W
<==! F@&=F <F&F@ F!&=F @=&C= F<&"! <E&W< !A&<@ <@&AE <F&CE @=&C= <F&W= @E&@< @=&<A @@&"W
<==< F@&"E <W&C= F!&"= @<&== FW&@= <C&@! !A&C= <F&<A <E&=! @=&CA <W&AW @"&EC @=&CF @@&CF
<==@ FF&E" <"&<! F<&A= @@&W= FE&<A <A&=W <!&=W <F&"" <E&E= @<&"F <"&@A @C&!C @F&AC @F&@A
<==F FW&F< <C&A! F@&EC @W&W= F"&CW @!&"= <<&<" <E&<C <C&!= @<&AC <C&E= @C&W@ @E&A! @W&!W

<==FI!A"C<@&E! !W&<C <C&@! <F&== !F&E= <!&!! !!&!C !F&"C !"&@F !"&A= !W&=! !A&AF !A&"@ C&E=
!!注!表中数据起伏较大者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变化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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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可以 看 出!"!#全 国 各 地 区 的 城 镇 化 水 平 差 异 较

大$从高到低基本上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北京&上
海和天津’第二层次为东北三省’第三层次为广东&内蒙古&山
东&福建&青海及新疆’第 四 层 次 为 浙 江&江 苏&湖 北&山 西&宁

夏&河北&江西&陕西&广 西 和 甘 肃’第 五 层 次 为 湖 南&安 徽&河

南&云南&贵州和四川%总体来看$东部城镇化水平较高$西部

地区较低$中部地区居中%"<#!A"C!<==F年$中 国 各 地 区 的

城镇化水平普遍大幅度 提 高$但 提 高 的 幅 度 也 存 在 差 异%从

东&中&西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大部分地区提高幅度较大$西部

地区提高幅度较小$中部地区提高幅度居中%
三&中国东!中!西部地 区 城 镇 化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的 实 证

检验

为了实证检验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本文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因变量$城镇化率作为自

变量%由于有些地区公布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按户籍人口

计算的$而且有些地区的统 计 年 鉴 与(中 国 统 计 年 鉴)公 布 的

人口数据不一致$因此本文 按(中 国 统 计 年 鉴)中 公 布 的 常 住

人口对各地区!A"CI<==F年 的 人 均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进 行 了 重

新计算%在计算过程中对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进 行 了 价 格 平 减$即

根据各地区的生产总值 指 数 将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按!A"C年 的 价

格进行消胀处理%所用数据 主 要 来 源 于(新 中 国 五 十 五 年 统

计资料汇编!AFAI<==F)&(中 国 统 计 年 鉴)相 关 年 版 以 及 各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
多数研究成果表明$城 镇 化 与 经 济 增 长 之 间 呈 非 线 性 关

系$且各地区的散点图也表 明 城 镇 化 与 经 济 增 长 之 间 并 非 都

符合对数关系式$因此本文建立了如下的回归方程!
%+W_\I&. H"=L"!%+/++&.L#
下标&"&H!$<$*$<C#&.".H!A"C$*$<==F#分 别 代 表

第&个省份和第.年$本文的样本包括了除海 南&重 庆 和 西 藏

"这三个地区的数据不全#以外的<C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W_\I 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城镇化率$"= 为常数项$"!
为城镇化 率 的 回 归 系 数$其 取 值 应 为 正$#为 残 差 项%取 自 然

对数是为了将非线性关系转化为线性关系%
为了避免伪回归$在进行模型检验之前$本文首先对已经

进行了对数处理 的 人 均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和 城 镇 化 率 的 面 板 数

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检 验 时$假 设 各 地 区 具 有 不 同 的 单 位

根过程%结果见表<%从 表<可 以 看 出$东&中&西 部 地 区 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 和 城 镇 化 率 的 对 数 值 的 水 平 序 列 均 为 非 平

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因此对三个地区

的上述两个指标值分别进行了一阶差分处理%
表<!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地区 变量
K;DZ04L:L+D]*.+检验的 7统计量 9.4*0:DBY9检验的卡方统计量 9.4*0:DZZ检验的卡方统计量

水平值 一阶差分 水平值 一阶差分 水平值 一阶差分

东部

%+SGYZ
D<&!C!=W
"=&=!FE#

DF&A"!E<
"=&====#

@C&@F=F
"=&=!EC#

E!&FAA=
"=&====#

!W&=!=!
"=&CE!C#

WE&!AC!
"=&===!#

%+3::
=&E!AAE
"=&"@<F#

D!=&C@!F
"=&====#

!A&FEF@
"=&E!EW#

!@@&E<=
"=&====#

!W&@<=W
"=&CFC!#

!E!&@E=
"=&====#

中部

%+SGYZ
=&A<EE"
"=&C<@=#

DE&=W=FF
"=&====#

!!&FWWA
"=&EFAA#

WC&"CCE
"=&====#

F&E!@@W
"=&AA=W#

FC&!="W
"=&====#

%+3::
D<&CW"!!
"=&==<!#

DE&ACEFE
"=&====#

FA&!F<=
"=&====#

EC&"AA<
"=&====#

W&<=@!"
"=&AC<C#

A=&"EW<
"=&====#

西部

%+SGYZ
=&@F"EF
"=&E@WA#

D"&@<EE!
"=&====#

!W&CW!<
"=&FE@F#

""&A<EA
"=&====#

!!&"@!=
"=&"E<@#

CF&E"WF
"=&====#

%+3::
!&"ACW"
"=&AEF=#

DC&@@@<C
"=&====#

C&AFW!@
"=&A!W"#

CF&<<CF
"=&====#

A&@!E@C
"=&CAAC#

CW&"!F!
"=&====#

!!注!括号中数字为相关统计量的Z值$

!!在模型设定方面$因 为 本 文 将<C个 省&自 治 区 和 直 辖 市

作为研究总体$因此选择了固定影响模型"高铁梅%<==E#%为

了消除面板数据模型常见 的 异 方 差 与 序 列 自 相 关 问 题$本 文

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分 别 选 择 了 跨 省 份 残 差 的 协 方 差

"):$44]018.$+]5f#与 方 差"):$44]018.$+70.,*84#作 为 权

数$运用广义最小二乘 法"G\]#进 行 估 计%初 步 回 归 结 果 显

示$东&中部 地 区 的 模 型 存 在 序 列 自 相 关 问 题$因 此 运 用 了

Bf"!#技术$以便消 除 序 列 自 相 关 性%由 于 中 部 地 区 的 模 型

不能通过检验$因而采用 变 系 数 模 型 进 行 检 验$结 果 发 现$吉

林和黑龙江两省的自变量系数1! 的值为负数$这与预期符号

不符$主要是因为统计口径 不 统 一 所 造 成 的 城 镇 化 率 的 偏 差

没有得到彻底修正$如吉林省的城镇化率在!AAW年达到最高

值$为E@X$而<==F年为FCX’黑 龙 江 省 的 城 镇 化 率 在!AAA
年达 到 最 高 值$为WFX$<==F年 为W@X%为 此$在 中 部 的 模

型估计中剔除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模

型的最终估计结果见表@%
从表@可以看出$东&中&西 部 三 个 地 区 的 加 权 估 计 要 比

不加权估计的效果好$因 此 选 择 广 义 最 小 二 乘 法 进 行 估 计 是

正确的’三个地区的9统计量分别为!F&<<&!=&FF&!"&C<$其

Z值均为=$Y&7&值分 别 为!&A<&!&"W&!&EA$说 明 模 型 估 计

是有效的’三个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均显著$且达到了!X的显

著水平$其系数分别为=&="&=&!@&=&!A$说明在保持其他因素

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率每提高!X$三个地 区 的 人 均 地 区 生

产总值将分别增加=&="X&=&!@X和=&!AX’f< 分别为=&@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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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调整后仍分 别 为=&@"!=&@=!=&@A"说 明 城 镇 化 可 以解释三个地区经济增长的@=X以上#
表@!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

地 区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变量 系 数 8统计量 Z值 系 数 8统计量 Z值 系 数 8统计量 Z值

) =&=A<"FE !F&CF=@C =&==== =&=C==AA !C&F<<@@ =&==== =&=ECA"" <E&<"<F" =&====
Y"5ff？#=&="<FC@ @&WC!=F" =&===F =&!<CA@W !&A"A"EF =&=FAF =&!CCCF! F&W<!=CF =&====
Bf"!# =&@=C"=A W&@CC=<< =&==== =&@<@!E" F&<CWA=@ =&====

加权统计量

f< =&@AFFFA =&@@FEF< =&F!"@<C
调整后的f< =&@EE"!F =&@=<W"" =&@A@A=F
回归标准差 !&=<=!<W =&=@CEA< =&=F"W!F
9统计量 !F&<<!AC !=&F@E<@ !"&C!E<"

9统计量的Z值 =&====== =&====== =&======
因变量的均值 =&AEEAF! =&=A!=<! =&=AC"@=

因变量的标准差 !&<C!CAC =&=FE@@! =&=E!=@!
残差平方和 <"<&EW!A =&<FCW=A =&FFA<E<
Y&7&统计量 !&A<@FWW !&"W!EA= !&EA==@W

未加权统计量

f< =&<W"AE= =&!@<F@" =&=EW@!<
残差平方和 =&@CAF=A =&<FC"=E =&FFA<E"

因变量的均值 =&=A@W"@ =&=C@"F= =&="F<@=
Y&7&统计量 !&EE""FE !&C@<CE@ !&CCF<C"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城

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都 是 显 著 的"城 镇 化 可 以 解 释 三 个

地区经济增长的@=X以上%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经

济发展水平的顺序恰好 相 反"依 次 为 西 部!中 部 和 东 部%城 镇

化率每提高!X"西部!中部和东部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分

别增加=&!AX!=&!@X和=&="X#
针对上述结论"中国应继续推进各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这

有利于推动各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尤其是要加快中!西部地

区的城镇化进程"尽快提高其城镇化水平"以加快其经济增长

速度"不断缩小其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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