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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八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 于重庆与全国的比较分析 

应枢廷 

(重庆工商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根据全国和重庆市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重庆市与全国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虽然 

在细微之处有所差别)，即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服从 Kuznets“倒 u型”曲线)，而金融发展 

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农村金融的发展对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直接的作用。因此，重庆市应积极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中介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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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ongqing 

YING Shu—ting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VAR model，with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the Nation and Chongqing from 1987 to 2007，this paper empirically 

conducts the research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between Chongqing and the Nation has subtle differences，they have 

strong consistency，and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Kuznets“the inverted U type”curve while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scale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of active significance to narrowing urban—rural income gap，especially，the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plays a direct role in narrowing urban—rural income gap．Thus，Chongqing should actively propel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deepen rural financial reform and raise financial agenc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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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重庆市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西部地区 

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然而，重庆的基本市情是集 

“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 

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据《重庆统计年鉴》 

(1987--2008)的数据显示，重庆市城乡收入比由 

1987年的2．87，上升到 2007年的3．91，即自1997 

年直辖以来重庆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上升了 104 

个百分点。尤为糟糕的是，重庆每年的城乡居民人 

均相对收入差都比全国的城乡居民人均相对收入 

差要大0．5左右，即大约 50个百分点 。显然，重 

庆市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统筹城乡发展道 

路上的重大障碍，并且其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在我国 

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代表性。因此，将重庆设为全 

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以为全国统筹 

城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示范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内外学者研究发 

现，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性影响。最 

早从金融视角研究城乡收人差距的是 Greenwood 

(1990)，他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呈 

倒“U”型关系，即金融发展在初期既会促进经济增 

长也会扩大收入差距，但随着收入的增长，金融发 

展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Townsend(2003)进一 

步论证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 

茨(Kuznets)曲线 J。而 Clark(2003)发现金融发展 

会显著地降低一国的收入分配差距 。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金 

融发展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例如，姚耀军 

(2005)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 

差距正相关，并且两者具有双向的 Granger因果关 

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两者也 

具有双向的 Granger因果关系 。杨俊、李晓羽、张 

宗业(2006)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全国、城镇、农村以 

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 

展显著扩大了全国、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 

的程度 j。洪雪峰、王志江(2009)的实证结果显示 

金融发展可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城乡收入 

差距对金融发展各指标没有反作用 。翟立宏、徐 

志高(2009)的研究结果是金融发展规模会加剧城 

乡收入差距，同时城乡金融发展差异也会加剧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 。但是，陈志刚、师文明(2008)通 

过分别建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和含个体 

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回归分析发现金融发展缩小了 

城乡收入差距 。当然，也有学者试图验证我国金 

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关系是否符合 Kuznets“倒 U型” 

曲线。比如，唐礼智、刘喜好、贾璇(2008) 101，李勇 

辉、蒋序全(2008)u ，陈伟国、樊士德(2009)̈ 论 

证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进程遵循倒“U” 

曲线的演化路径，即存在 Kuznets效应。也有学者 

利用本省(市)的统计数据研究具体情况，例如，胡 

金焱、卢立香(2009)基于山东省的统计数据，借助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从长期和短期两个 

侧面研究山东省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人差距的 

关系 。 

不难发现，现有的文献多半只是从国家层面或 

地区层面单一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之间的关系，而以全国为背景研究地区情况的则相 

对少见。本文将利用全国和重庆市 1987--2007年 

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评价指标与数据来源 

1．指标体系的构建 

(1)城乡收入差距指标 ． 

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测度通常采用高低比、基尼 

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本文采用通用的城市居民 

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 

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即：IG=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 

(2)金融发展规模指标 

对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国际上通常采用戈氏 

指标和麦氏指标。Gold Smith指出金融发展就是金 

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包括金融工具(数量、种类 

和先进程度)和金融机构(数量、种类和效率等)。 

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数量、 

种类就越多，金融的效率就越高。他创造性地提出 

了用金融相关率指标(FIR)去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 

化程度。金融相关率(F )是一定时期内社会金融 

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社会金融活动总 

量一般用金融资产总额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的定义，金融资产包括通货和存款、非股 

票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股权、保险准备金、货币 

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金融衍生产品和其他应收应付 

账款。结合 Mckinnon的建议，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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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要使用广义货币存量(M：)与 GDP的比来测 

度。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银行存 

款总额与银行贷款总额的和表示(从统计的角度来 

看，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但将银行存款与银行贷款 

视为金融资产也是国际惯用做法)地区金融资产总 

额，经济活动总量则以地区GDP表示，即：脚 =(银 

行存款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GDP。 

(3)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银行系统在地区国民经 

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银行系统在地区金融机构中 

的主体地位，用金融中介效率(FIE)测度金融发展 

效率。金融中介效率主要包括运行效率和配置效 

率。运行效率指的是银行体系消耗尽可能小的资 

源成本(人力和物力)动员到尽可能多的社会资金 

(或者说是使实现配置资源所消耗资源数量达到最 

小)；而配置效率是指存款货币银行将从资金盈余 

部门动员到的资金分配到最有效率的资金赤字单 

位 14]。m ：银行存款总额／银行贷款总额，即可 

以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 

化为贷款的效率  ̈。 

2．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7--2008)和《重庆统计年鉴》(1987--2008)。 

分别对金融机构存款年末余额、金融机构贷款年 

末余额采取了序时平均数法处理；金融机构存款 

年末余额使用的是本外币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 

款年末余额使用的是本外币贷款余额；其他原始 

数据未作任何技术处理；计量分析在 Eviews 6．0 

上实现。 

三、实证分析过程 

1．单位根检验 

格兰杰、纽博尔特(1974)和菲利浦(1986)指 

出，当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将会造成虚假 

回归；沃森(1989)也证明了当变量存在单位根(非 

平稳)时，传统的统计量(t值、F值、DW值和R )将 

出现偏差。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性， 

首先对，G、m 和 FIE进行平稳性检验。记国家数 

据以CN为下标表示，重庆数据以 cQ为下标表示， 

如表 1所示。 

表 1 ADF检验结果 

注：AIG表示 的一阶差分，其余类同；(c，T，L)表示检验模型含有截距项、趁势项、滞后阶数 L。 

通过ADF检验发现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重 

庆市来看，其城乡收入差距(，G 和 ，GcQ)、金融发 

展规模(FIRcⅣ和 脚  。)、金融发展效率(FIE。 和 

F co)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 

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同时也都是一阶单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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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整检验 

表 1表明城乡收入差距 (IGcⅣ和，G。。)、金融发 

展规模(F 和 F 。。)、金融发展效率(F旭。 和 

F 。)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根据协整理论， 

它们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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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 

系。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 VAR模型的 

结构，因为 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VAR模型 

的检验方法。根据 AIC和 SC准则可以确定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1，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2和 

表 3所示。 

表 2 全国数据(1987--2008)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 迹统计量 临界值(5％) P值 

表3 重庆市数据(1987--2008)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 迹统计量 临界值(5％) P值 

Johansen协整检验(表 2)表明在 1987--2007 

年的样本区间内，全国城乡收入差距(，G )与金融 

发展规模(腑 cⅣ)和金融发展效率( E )这 2个 

变量之间存在 1个协整关系。同时，Johansen协整 

检验(表3)表明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 (，G。。)与 

金融发展规模(， c口)和金融发展效率(F 。。)这 

2个变量之间也存在 1个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估计分 

别如下， 

IGCN= 5．804 2FlRcN一13．270 1lFlE CN 

(1．165 22) (2．486 79) 

IGcQ = 1．796 810FIRGp一5．687 213FIEc。 

(0．187 60) (0．463 69) 

由协整方程，就长期而言，全国和重庆市均表 

现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 

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69)和 Sims(1972)提出的因果关系 

检验的实质是确定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 

个变量。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根据 Granger因果关 系检验结果 ，我们得到 以 

下结论：在 10％显著水平上，全国和重庆市的金融 

发展规模是各 自城乡收入差距的 Granger原因，但 

是全 国的城 乡收入差距 不是金融 发展规 模 的 

Granger原因，而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是金融发展 

规模的 Granger原因。同样，在 10％显著水平上，无 

论从全国还是从重庆市来看，金融发展效率都不是 

城乡收入差距的 Granger原因，而全国的城乡收入 

差距是其金融发展效率的 Granger原因，重庆市的 

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是其金融发展效率的 Granger 

原因。 

基于本文研究 目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分别对全国 1992--2007年和重庆市 

1987--1997年与 1998--2007年的金融发展效率 

数据和城乡收人差距数据进行进一步 Granger因 

果关系检验 ，结果分别如表 5、表6和表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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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992---2007年全国数据的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表6 1987--1997年重庆市数据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表 7 1998----2007年重庆市数据的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分析表明，全国在 1992年至 2007年间金融发 

展效率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是 

金融发展效率的原因表现不显著；1987--1997年重 

庆市金融发展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也 

是难以确定的，而1998--2007年重庆市金融发展效 

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单向的 Granger因果关系。 

这说明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 

在第3个变量(如制度变量)，该变量是它们的共同 

原因。 

4．脉冲响应分析 

现在分别给变量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 
一 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在不受其他变量冲击的情 

况下，得到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脉冲响应函数曲 

线。图 1至图4是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时间滞后为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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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 对 ，G 的脉冲响应曲线 

我们不难得出这样 2条结论：(1)综合图 1和 

图2，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正效应。 

在图 1中，这种正效应从滞后 2期开始，到滞后5期 

时达到顶点，在滞后 5—10期中正效应在不断地减 

弱；这样的正效应的运动轨迹在图2中有相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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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m ∞对 IG卯的脉冲响应曲线 

说明金融发展规模开始是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扩 

大效应，在扩大效应达到最大时，金融发展规模对 

城乡收入差距起缩小效应，这一现象证明了金融发 

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服从 Kuznets“倒 U型”曲线 

路径。(2)结合图3和图4来看，在图3中，全国的 

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负效应是交互 

出现的，在滞后 1～3期表现为正效应，滞后3—6期 

表现为负效应，并且在滞后 6期开始持续的表现为 

正效应；在图4中，重庆市的金融发展效率与其城乡 

收入差距在滞后 1～4期中表现为负效应，而从滞后 

4期开始则表现为不断上升的正效应。分析表明在 

某一段时期之后，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确实有助于 

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四、实证结果讨论 

在对 1987--2007的样本数据(全国和重庆市) 

进行实证分析后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 

距是存在影响的。但由于不同的指标所代表的具 

体经济意义有差别，因此针对不同的指标体系，其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和作用效果是不同的， 

具体讨论如下： 

1．结合协整方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 

响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 

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 

距有扩大作用，金融发展规模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直 

接原因，且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是遵循 

Kuznets“倒 u型”曲线路径。本文认为，由于金融资 

本具有追逐利润的偏好，而农村地区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和收益不能平衡，加上国家的重工业化战 

略，致使大量的金融资源集聚城市，而在农村则显 

的相对稀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刺激了金融资本 

向收益率高的大城市、大项 目集聚，同时也导致大 

量的农村金融资源流人城市，加速了城乡差距，使 

二元结构的矛盾更加突出。但是，这也从另外一个 

方面说明了增加农村金融规模总量对农村经济增 

长、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人差距有一定 的推动 

作用。 

2．结合协整方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 

响应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 

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即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 

差距有缩小作用，但这种收缩作用只是在一定时期 

内存在的，相关的脉冲响应函数 曲线证明了这一 

点。根据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们还可以发现 

金融发展效率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并不是 
一 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它是在一定时期之后才有显 

著的表现。本文认为，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 

距具有负效应的原因在于，虽然中国农村(包括重 

庆市)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金融资源配置存 

在不平衡性，但只要是融发展效率有所提高，还是 

会有一部分资金流向农村市场并将产生一定的经 

济效益，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而这种负效应只存在某个特定时期，并且是在某个 

时期之后才有显著性表现。本文认为是金融体系 

要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才能 

明显地发挥其作用。 

3．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全国金融发展规模的弹 

性系数要比重庆市金融发展规模的弹性系数大，且 

全国金融发展效率的弹性系数也 比重庆市金融发 

展效率的弹性系数大。这说明全国金融发展规模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大于重庆市金融发展规 

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全国金融发展效率对 

城乡收入差距的负效应也大于重庆市金融发展效 

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效应。上述结果意味着，从 

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来看，重庆市的金融发展水平 

要低于全国金融发展水平。本文认为，虽然国家对 

西部实施大开发战略，并将重庆设为全国统筹城乡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由于“大农村”的市情，重 

庆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偏小、金融效率低下，从整体 

上拉大了其与全国的差距。 

4．基于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 

来看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人差距的影响，存在两 

个方面的差异：(1)在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过程 

中，重庆市金融发展效率是城乡收人差距的直接原 

因显现的时间要晚于全国金融发展效率是城乡收 

入差距的直接原因显现的时间。(2)在脉冲响应分 

析过程中，重庆市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负 

效应显现的时间要早于全国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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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负效应显现的时间。本文对第一个差异 

的解释为：金融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发展状 

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和稳定等因素有着密 

切的联系。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 

和重庆市直辖(1997年)以来各项配套改革的纵深 

推进，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水平(重庆市生产总 

值 1997年为 1 360．24亿元，2007年为4 122．51亿 

元)的提高，促进了信贷需求和供给，为金融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本文对第二个差异的解释 

为：由于重庆市金融基础相对低于全国水平，加上 

金融资源在城乡分配的不平衡性，农村金融资源极 

度匮乏，只要有适量的金融资本流人农村，金融发 

展效率就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效应，从而使重庆市金 

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负效应显现的时间要 

早于全国。 

五、对策建议 

1．促进地区金融发展。首先要积极吸引国内外 

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来重庆开设 

分支机构，促进地区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打破现 

有国有银行垄断的状态，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 

率；其次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地区发展的 

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工具，丰富金融市场，充分发挥 

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再次要进一步加大对 

各类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走出一条适合地区经济 

发展的金融道路。 

2．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金融规模的扩大不仅仅 

要有量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在于质的提高。在扩 

大金融规模的过程中，农村金融规模的提升是核 

心。多年来，农村金融领域只是扮演“蓄水池”的角 

色，只存不贷，大量的农村资金流人城市，支援城市 

工业化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我们一 

方面要加强农村存款资金的管理，控制农村资本流 

向，引导资金回流，使其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另一 

方面要充分利用税收杠杆和利率杠杆对农村金融 

机构的调节作用，以强化农村金融的支农力度和提 

高农村金融的服务效率。 

3．提高金融机构效率。要在金融机构改革的过 

程中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效率和运行效率。一方面 

需要注重对内部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使其各尽其能； 

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管理效率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农村金融而言，政府既要改善农村投资的政策环 

境，培育农村新的投资需求，提高农村的储蓄一投资 

转换率，发挥金融发展效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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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也要采用支持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鼓励 

现有的金融机构到区县设立网点，发展农村新型金融 

机构，扩大各类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 

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对“三农”的资金供给， 

引导金融资本合理流人农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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