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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现代计量方法对中部地区 1978—

2007年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中部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

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且两者的长期均衡关系对短期波动存在着较强的制约作用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均显示无论是城市化水平 ,还是经济增长水平均受自身波动的影响较大 ,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机制尚未形

成。应理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 ,使两者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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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integration, Error Correction Model,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d other modern

measurement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mechanism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 ic growth of m iddle area

during 197822007.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long2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 ic growth of

the m iddle area, and that the long2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has strong constraints to short2term fluctuations; that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have demonstrated that both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econom ic growth are

subject to their own fluctuations and that the mechanism of mutual p romotion has not been formed.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 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p rocess should be rationalized for form ing mechanism of mutual p 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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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

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

长过程中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往往是相伴相随的。

国外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和经济

增长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经济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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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城市化水平也越高。[ 1 ]国内对城市化和经济

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早期研究主

要是利用国际比较数据来验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周一星 (1982)以 1977年世界 157个

国家和地区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城市化与经

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 2 ]许

学强 ( 1988)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 1981年

151个国家的资料 ,利用散点图选配对数曲线 ,得到

城市化水平与人均 GNP之间同样存在着对数曲线

相关。[ 3 ]

进入 21世纪以来 ,更多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国

内 ,关注国内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张宏霖

(2003)利用我国各省 1978年、1998年的城市化水

平以及人均 GDP数据得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间的

显著正相关关系。[ 4 ]余志祥等 (2005)通过对西部地

区城市化水平与 9个经济变量的相关分析 ,揭示了

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

性。[ 5 ]赵显洲 ( 2006)以我国 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

列数据为样本 ,对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进

行了分析 ,证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都存

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6 ]李金昌等 ( 2006 )利用

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 , 对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 ,发现经济增长是城市

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原因 ,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产生

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 ,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强度不大。[ 1 ]除了实证研究之外 ,不少学者还从理

论上分析了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 ,并运用经济学

理论来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和内在

机制。[ 729 ]

纵观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的空间范围

上看主要包括国际、国内两个层面 ,其中对国内城

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多集中于全国层面 ,对不

同板块及省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较少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是用截面数据或

时间序列数据结合回归分析等方法 ,拟合出对数线

性方程、指数方程、一元或二元线性方程以及多元

线性方程等数学等式 ,或采用相关分析方法研究城

市化与经济增长二者的长期静态关系 ,而对现代计

量工具运用较少。[ 10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多是非平稳

的 ,如用非平稳的数据直接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 ,

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可靠的 ,且相关分析和回归分

析方法只是揭示了变量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和单

方面影响关系 ,并没有表征出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和

相互影响的机制。[ 11 ]

中部地区作为 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向内地转

移的第一梯度 ,对未来中国整体经济持续增长和

区域协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2 ]中部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 ? 二

者的相互作用机制怎么样 ? 如何促进二者的协调

发展 ? 本文在对中部地区 1978—2007年相关数

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 ,采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

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现代计量方法 ,对

中部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

制进行分析 ,以期为中部地区的经济崛起提供

参考。

一、中部地区经济与城市化发展概况

本文所指的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

安徽、江西、山西六省 ,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中占据

重要位置。2007年中部六省土地面积 102. 8万平

方公里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0. 7% ;总人口 3. 53亿

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27. 2% ;国内生产总值为 5. 2

万亿元 ,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8. 9%。但由于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 ,且人口基数大 ,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

是 ,近年来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 2007年中

部六省中的湖北、湖南、山西、河南经济增长速度

均在 14. 0%以上 ,远高于全国同期的 11. 9% ,特

别是河南省的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三年保持在 14%

以上。

从城市化进程来看 ,中部地区城市化过程起点

较低 ,进程先慢后快。1978年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

仅为 14. 2%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 7 个百分点。

1978—1999年虽然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 ,

但提高的速度较慢 ,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0. 6% ,而同

期全国年平均增长率为 0. 8% , 1999年与全国平均

水平的离差达到最大值 7. 9%。2000年之后中部地

区城市化进程开始明显加速 , 2000—2007年平均增

长率为 1. 6% ,高于全国 1. 3%的平均增速 , 2007年

底中部城市化水平为 39. 4%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离

差下降到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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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部地区主要年份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城市化水平

　

1978

人均

GDP /元

城市化

率 /%

1985

人均

GDP /元

城市化

率 /%

1992

人均

GDP /元

城市化

率 /%

1999

人均

GDP /元

城市化

率 /%

2007

人均

GDP /元

城市化

率 /%

全国 381 17. 9 858 23. 7 2 311 27. 5 7 159 34. 5 18 934 44. 9

中部 278 14. 2 663 18. 0 1 596 21. 2 5 120 26. 8 14 782 39. 4

安徽 244 12. 6 646 15. 9 1 390 18. 2 4 829 26. 0 12 633 38. 7

河南 232 13. 6 580 14. 8 1 452 16. 2 4 894 22. 0 14 405 34. 3

湖北 332 15. 4 808 22. 5 1 986 29. 3 6 514 33. 5 16 060 44. 3

湖南 286 11. 5 626 16. 3 1 595 19. 6 5 105 26. 4 13 090 40. 5

江西 276 16. 7 597 19. 8 1 472 21. 8 4 402 26. 8 12 045 39. 8

山西 365 19. 2 838 24. 1 1 862 29. 3 4 727 31. 4 16 835 44. 0

　　　数据来源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年鉴 2008》

　　　注 :中部地区的人均 GDP和城市化率是根据中部六省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二、分析指标与方法

城市化的内涵十分丰富 ,包括城市人口、城市

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城市质量、城市文

化等诸多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有不同衡

量标准 ,常见的衡量方法有综合指标法和单一指标

法。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

市化水平 ,用 U表示。

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同样也很多 ,有学者以国

内生产总值 ( GDP)、人均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等指标来衡量。本文认为人均 GDP既能包含经济

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等内容 ,同时又可以排除人

口等因素的影响 ,用来衡量经济增长较为合理。为

了避免数据波动性 ,对人均 GDP取对数 ,用 P表示。

本文的分析数据 , 1978—2004年的数据来源于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 2005—2007年的

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其中中部

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 GDP根据中部六省相关

数据计算得到。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同时消除物

价变动的影响 , 以 1978年 GDP为基准将各年 GDP

进行折算后计算得到相应人均 GDP。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大多是非平稳的 ,采用非平

稳的数据进行分析通常会给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

带来虚假回归问题。现代计量经济学一般采用协

整分析 ( Cointegration)、误差修正模型 ( ECM: Error

Correction Model)、脉冲响应函数 ( IRF: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 以 及 方 差 分 解 ( Variance

Decomposition)等数学方法对非平稳宏观经济时间

序列变量进行分析研究 ,以确定变量之间的相互作

用关系。[ 13 ]

三、中部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计量

分析及结果

1. 协整分析及结果

进行协整分析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考

察这些变量是否具有时间趋势 ,从而确定能否采用

协整分析方法。本文运用 ADF检验法和 PP检验法

来对经济增长水平 ( P)和城市化水平 (U )进行单位

根检验 ,运用 Eviews5. 0得到表 2结果。从表中可

以看出经济增长水平 ( P)和城市化水平 (U )的时间

序列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 ,说明两

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将这两个变量经过一

阶差分后 ,发现在显著性水平 5%的条件下 ,均能通

过两种检验 ,表明差分变量是平稳的 ,两个变量是

一阶单整的 ,即为 I( 1)的。从上述检验可以看出 ,

经济增长水平 ( P)和城市化水平 (U )这两个变量是

非平稳的 ,故不能采用简单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两者

的相关性 ,应采用协整分析来进行检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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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U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序列
ADF检验

检验值 临界值 结论

PP检验

检验值 临界值 结论

P - 2. 117 5 ( c, t, 2) - 4. 339 3 (1% ) 非平稳 - 1. 304 1 - 4. 309 8 (1% ) 非平稳

△P - 4. 149 7 ( c, 0, 1) - 2. 986 2 (5% ) 平稳 - 3. 414 3 - 2. 976 3 (5% ) 平稳

U - 0. 081 9 ( c, t, 1) - 4. 324 0 (1% ) 非平稳 0. 327 3 - 4. 309 8 (1% ) 非平稳

△U - 3. 824 9 ( c, 0, 1) - 3. 595 0 (5% ) 平稳 - 3. 027 7 - 2. 971 8 (5% ) 平稳

　　注 : (1) 检验形式 ( c, t, l) 中的 c、t、l分别表示模型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 (2) 滞后期的选择以赤池信息

准则 (A IC)和施瓦茨信息准则 ( SC) 为依据。

　　为了进一步确定经济增长水平 ( P)和城市化水

平 (U )两者的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 EG检验法 ,用计

量分析软件 Eviews5. 0估计得 :

U t = - 0. 470 1 + 0. 104 3Pt

t = ( - 15. 462 6) (23. 370 2)

　　其中 , R2 = 0. 951 2 , F = 546. 167 6。对残差

序列 e进行 ADF和 PP检验 ,在显著性水平 5%的

条件下 ,检验统计量分别为 - 3. 393 9、- 3. 568 9,

均小于临界值 - 2. 976 2、- 2. 971 9,据此可以认

为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 ( P )和城市化水平

(U )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即协整关系。同时从上

述方程中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水平 ( P )的系数为

正 ,表明经济增长水平 ( P)与城市化水平 (U )两者

存在正相关 ,城市化水平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

高而不断提高。

2. 误差修正模型

采用最小二乘法 (OLS)来估计误差修正方程

如下 :

ý U t = - 0. 001 5 + 0. 120 1ý Pt + 1. 037 8ECM t - 1

t = ( - 0. 765 6) 　　 (5. 525 4) 　　 (7. 875 7)

　　其中 , R
2

= 0. 737 1 , F = 35. 044 6。上式表明 ,

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对城市化水平存在正向影响 ,

即两者具有相同变化趋势 ,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发

展水平越高 ,城市化水平也就越高 ,这与前面协整

分析的结果一致。同时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

1. 037 8,说明误差修正项对城市化水平短期波动的

修正速度较快 ,即城市化水平 (U )与经济增长水平

( P)的长期均衡机制对城市化水平变化具有较强的

制约作用。

3. 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

准差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

尽管城市化水平 (U )与经济增长水平 ( P)是施加了

协整约束的变量 ,仍可建立脉冲响应函数。[ 15 ]本文

采用渐进分析法计算脉冲响应函数的标准差 ,得到

结果如图 1。从图中可以看出具有以下特征 : ( 1)城

市化水平 (U )与经济增长水平 ( P)均受自身波动的

影响比较大 ,但从第 3期开始影响逐渐下降 ; ( 2)经

济增长水平 ( P )对城市化水平 (U )的影响始终存

在 ,且在第 3期后逐渐增大 ; ( 3)城市化水平 (U )对

经济增长水平 ( P )的影响虽然呈现逐渐增大的趋

势 ,但始终较弱 ; ( 4 )对比图 A、图 B 可以看出经济

增长水平 ( P)对城市化水平 (U )的影响要明显大于

城市化水平 (U )对经济增长水平 ( P)的影响。出现

上述特征的原因是因为中部地区目前的经济增长

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较低 ,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机

制尚未形成。

4. 方差分解

为了更好地理解随机信息对内生变量的影响 ,

在前面脉冲响应函数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了方差分

解模型 ,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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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U、P对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响应结果

表 3　U、P的方差分解结果

时期
U的方差分解

S. E. P U

P的方差分解

S. E. P U

1 0. 028 695 7. 38 92. 62 0. 005 233 100. 00 0. 00

2 0. 0477 54 6. 10 93. 90 0. 007 861 99. 90 0. 10

3 0. 063 175 5. 91 94. 09 0. 009 832 99. 93 0. 07

4 0. 075 971 6. 38 93. 62 0. 011 444 99. 91 0. 09

5 0. 086 941 7. 31 92. 69 0. 012 838 99. 71 0. 29

6 0. 096 667 8. 59 91. 41 0. 014 092 99. 28 0. 72

7 0. 105 556 10. 14 89. 86 0. 015 257 98. 60 1. 40

8 0. 113 891 11. 87 88. 13 0. 016 364 97. 70 2. 30

9 0. 121 873 13. 75 86. 25 0. 017 436 96. 61 3. 39

10 0. 129 643 15. 71 84. 29 0. 018 489 95. 37 4. 63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经济增长水平 ( P )

还是城市化水平 (U ) ,都是受自身波动的影响较大。

经济增长水平 ( P)受自身影响的波动始终在 95%以

上 ,而城市化水平 (U )受自身波动的影响也保持在

80%以上。比较而言 ,经济增长水平 ( P )对城市化

水平 (U )的影响较大 ,末期的解释水平达 15. 7% ;而

城市化水平 (U )对经济增长水平 ( P )影响较弱 ,末

期的解释水平还不到 5% ,这与前面脉冲响应函数

的结论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 ,城市化水平 (U )与

经济增长水平 ( P)两者的相互影响程度出现日益加

深的趋势。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协整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

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中部地区 1978—2007年城

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主要结论

如下 :

第一 ,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显示 , 1978年以来中

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显著正相关 ,

且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即城市化

水平随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

第二 ,误差修正模型说明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

对城市化存在着正向的作用 ,而且误差修正项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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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水平短期波动的修正速度较快 ,即城市化水平

与经济增长水平的长期均衡机制对城市化水平变

化具有较强制约作用。

第三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显示无论是城

市化水平还是经济增长水平均受自身波动的影响

较大 ,而相互之间的影响作用有限。值得注意的

是 ,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 ,

说明近年来随着中部地区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加

深及市场竞争机制的不断完善 ,经济增长水平和城

市化进程之间的双向促进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中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聚集区 ,要顺利

实施国家的中部崛起战略 ,必须理顺经济增长和城

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 ,使两者之间形成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格局。根据前面对中部地区城市化与

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 16 ]

(1)城市化进程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

上。计量分析结果显示 , 1978年以来中部地区的城

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显著正相关 ,城市化水平

随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因此 ,中部地

区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就需要加快经济发展的速

度 ,加速工业化进程 ,提高工业化质量 ,为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奠定基础。要加速工业化进程 ,首先要调

整轻、重工业的技术结构。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

区 ,努力发展深加工工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加速

重工业的技术进步 ,重工业的发展必然带动现代服

务业的大发展。而对于中小城市 ,则需要根据自身

优势生产与大城市重工业配套的产品 ,适度发展轻

工业 ,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其次 ,由于企业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富有竞争力和活力的经济主体 ,

中部地区还需要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业的整体技术素质 ,提高制造

业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为城市化发展奠定产

业基础。

(2)城市化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城市化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必须同社会经

济发展相适应。应将城市化真正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之中 ,并协调好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

间的关系。同时 ,要制定城乡协调发展规划 ,城市

与乡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

的过程中 ,政府应重视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 ,鼓励

工业向城市周边和乡村扩散 ,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

力。要加强市带县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实行城

乡经济统一领导 ,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以农村

为基础、以小城镇为纽带的横向经济网络。

(3)要加快市场化的进程。要形成经济增长和

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双向促进机制 ,需要加大改革开

放的力度 ,加快市场化进程 ,建立起不断完善的市

场竞争机制。具体而言 ,首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

改变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和企业经营的行为 ,建立和

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制度环境 ;其次还要

改革收入分配机制 ,缩小收入差距以及建立起城乡

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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