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6·财会月刊2016.21

□金融与理财

【摘要】城镇化、工业化与金融发展是现代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本文对甘肃省

1983 ~ 2014年金融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定量分析方法进

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化、工业化促进金融发展，且工业化对金融发展的贡献大于城镇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并

不协调，城镇化能够促进工业化，而工业化阻碍城镇化发展；金融发展虽能够促进城镇化发展，但滞后于工业化。最后根据

实证结果和甘肃省实情分析相关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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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城镇化、工业化与金融发展动态探析
——基于VAR模型

一、引言

众所周知，城镇化与工业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城镇化和工业化发挥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同时，工业化发展带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人

口向城镇集聚，而人口集聚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基

础设施的扩大，从而推动工业化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

心，在一国经济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金融发

展、工业化和城镇化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系，又存在怎

样的内在关系？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对甘肃省的金融发

展、工业化、城镇化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尝试对此做出

相应的解答。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学者对城镇化、金融发展和工业

化的研究较早。例如钱纳里（1975）通过定量分析，认为在城

镇化进程中，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逐渐降低，第二、第三产业

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并且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作用过程由紧

密型发展到松散型。布莱恩·贝利（1965）通过定性分析，认为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城市化程度之间有着某

种联系，即城镇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会加快

城镇化建设，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休·T·帕特里

克（1966）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家发展的不

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King和Levine（1997）认为，只有不

断地进行创新与资本积累，金融发展才能对城镇化产生推动

效应。

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研究上，国内学者得出的结论大致

相同。例如姜爱林（2002）认为，城镇化可以促进工业化的发

展，工业化也能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夏春

萍等（2012）指出，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依赖，工业化发展推

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建设又可以带动工业化发展。李国平

（2008）通过分析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大致可以协调发展，

但是在中西部地区的某些省份，城镇化程度远远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而东北地区却恰恰相反。然而，并非所有地区的城镇

化与工业化都能协调发展，刘传玉（2006）以甘肃省为例，通

过理论与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即甘肃省的工业化阻碍了

城镇化发展，甘肃省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

导致二者不协调的根源。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

对城镇化的支持方面。例如，伍艳（2005）分析指出，西部欠发

达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效

率低下，金融发展对城镇化没有起到支撑作用，因此需要通

过推行金融区域创新、完善金融机构体系等方式来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从而推进城镇化发展。郭璇（2014）运用计量分析

方法对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支持效应进行研究，她认为金融

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支持效应。张正斌（2008）在城镇化

的衡量指标上分别采用了以人口计量和以收入计量的城镇

化率，然后通过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金融发展与两个城镇化

指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带动经济发展，提

高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镇化发

展。郭江山（2011）在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对河北省30年

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建设有

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不断增强。

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大多是单独研究金融发展与城镇



2016.21 财会月刊·57·□

金融与理财□
化、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很少有人对金融发展、城镇化

和工业化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系统研究，而对西部欠

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城镇化、工业化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

更是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

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并结合 1983 ~ 2014年相关数据，研究金

融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为今后甘肃

省的城镇化发展、金融发展和工业化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现

实依据。

三、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指标的选取

1. 城镇化指标。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

过程，其中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

率。本文采用甘肃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甘肃省

的城镇化率（UR），即：

UR=城镇人口/年末总人口

2. 工业化指标。工业发展是伴随着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库兹涅茨，1944），随着农业产

值比重下降，农业活动逐渐向非农业活动转换，大量农业劳

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因而用非农就业比重可以准确地反映

工业化进程（IND），即：

IND=（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总就业

人口

3. 金融发展指标。金融发展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资金

支持，鉴于甘肃省的资本市场发展缓慢，金融机构主要通过

发放贷款来支撑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所以本文采用金融机

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即：

FIN=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甘肃省1983 ~ 2014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共计

32个样本点。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甘肃统计年鉴》、《甘肃发

展年鉴》、《甘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四、实证分析

（一）ADF检验

通常情况下，经济活动的时间序列数据是不平稳的，它

们在时间上往往表现为一致性的上升或下降，即使它们之间

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在进行回归时也会出现高度的拟合

性。为了避免出现此种情况，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先要对各变

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提出的ADF单

位根检验法进行平稳性检验，并借助Eviews 6.0进行操作，结

果见表1。其中：检验类型中的C、T、P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

项和滞后期数；当ADF大于临界值时，表明时间序列不平稳；

D为各变量的一阶差分项。

从表 1中可以看出，原序列 IND的ADF统计值小于 1%

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说明变量 IND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下是稳定的，而变量UR和 FIN的ADF统计值均大于

1%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变量UR和 FIN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下是不稳定的。对不稳定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

后，DUR和DFIN分别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由此可

见，变量UR、IND和FIN不同阶单整。

（二）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在对VAR模型进行估计前，先要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本

文根据LR、FPE、AIC、SC和HQ原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

阶数为1。结果如表2所示。

（三）VAR模型估计

由上文可知，DFIN、IND和DUR为平稳序列，可以建立

VAR模型。通过检验，得出最优滞后阶数为1，构建含有变量

DFIN、IND和DUR的VAR（1）模型，矩阵形式如下：

从VAR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对于金融发展指标，滞后

1期的工业化指标与城镇化率对其存在较大的影响；对于工

业化指标来说，滞后1期的金融发展指标、城镇化率对其均存

在一定影响，且城镇化率对其影响更大；对于城镇化率，滞后

1期的金融发展指标与工业化指标对其存在一定影响。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前提是确定VAR模型的稳

定性。如果VAR模型所有特征根的倒数都小于1并且都在单

位圆内，则该模型是稳定的；相反，若所有特征根的倒数都大

于1并且都在单位圆外，则说明得到的结果有些是无效的，该

模型不稳定。对VAR模型的平稳性检验，如图1所示。

表 1 ADF检验结果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207.3457

NA

1.21e-09

-12.02034

-11.88566

-11.97441

1

239.4925

56.72963∗
3.11e-10∗
-13.38191∗
-12.84320∗
-13.19820∗

2

247.9329

13.40529

3.26e-10

-13.34899

-12.40624

-13.02749

表 2 VAR模型滞后期检验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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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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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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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形式
（C,T,P）

（C,T,0）

（C,T,1）

（C,T,0）

（C,T,0）

（C,T,0）

ADF值

3.397084

-4.483196

0.371322

-3.687233

-4.380731

1%的
临界值

-3.626784

-3.632900

-3.626784

-3.632900

-3.632900

5%的
临界值

-2.945842

-2.948404

-2.945842

-2.948404

-2.948404

10%的
临界值

-2.611531

-2.612874

-2.611531

-2.612874

-2.612874

平稳性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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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可知，VAR模型所有的特征根都在圆内，则甘肃

省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工业化的VAR模型是平稳的，因此可

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

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即在随机扰动项上施

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

动态影响。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分别是基于DFIN与

DUR、DFIN 与 IND、IND 与 DFIN、IND 与 DUR、DUR 与

IND、DUR与DFIN的VAR（1）模型绘制的脉冲响应函数曲

线图，追踪期皆为十年。其中，横坐标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

间数，纵坐标表示单位冲击引起的波动（以百分比表示），实

线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曲线，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

差偏离带。

1. 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工业化。由图2可知，给定一单位

城镇化冲击，金融发展指标随即做出反应。前两年中，金融发

展对城镇化的响应为负，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化单位信息

冲击呈增长趋势并为正响应，但是响应较弱，在第5年时趋于

图 1 VAR模型的平稳性检验

图 2 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

图 3 金融发展对工业化的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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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工业化对金融发展的脉冲响应

图 5 工业化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

图 6 城镇化对工业化的脉冲响应

图 7 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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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由图3可知，给定一单位工业化冲击，金融发展指标即

期产生负响应，并在第2年达到最低值，随后，工业化单位信

息冲击呈增长趋势，从第 4年开始转为正响应，在第 5年时，

脉冲响应有所减弱，并趋于稳定。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城镇化

和工业化对金融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在建设城镇化的进程

中，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聚集，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不断增

加，从而加大了金融机构的获利空间，促使金融发展。工业化

发展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促使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从而为

金融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 工业化与金融发展、城镇化。由图 4可知，在前两年，

工业化对金融发展的冲击为0，从第四年开始，脉冲响应为负

响应，且逐渐趋于平稳。从图5可得，给定一单位城镇化冲击，

工业化指标随即做出反应，在整个响应期内，工业化对城镇

化的冲击皆为正响应，在第 2 年时冲击最大，其响应值为

0.07，之后逐渐下降，在第6年时趋于平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甘肃省工业在经济中一直处于主导

地位，是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从脉冲响应图中可以

看出，金融发展滞后于工业化，这主要是因为甘肃省的金融

起步较晚，金融发展缓慢且规模有限，金融机构数量较少，因

此金融对工业企业的资金供给不能满足甘肃省工业发展的

融资需求。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劳动

力增加，从而促进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城镇化能够

集约利用土地，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由此可知，

金融发展滞后于工业化，而城镇化能够带动工业化。

3. 城镇化与工业化、金融发展。由图6可知，在整个追踪

期内，城镇化对工业化的脉冲响应为负，在第 2年时冲击最

大，随后逐渐减弱，在第8年时趋于平稳。从图7可知，给定一

单位金融发展冲击，城镇化指标随即做出反应，在整个追踪

期内，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冲击皆为正响应，且在第2年时达

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在第8年时趋于平稳。

经济学家钱纳里在 1975年提出世界发展模型，该模型

指出，在工业化早期，工业化通过调整生产供给结构来满足

城镇化对基础设施、服务、非农劳动力就业等的需求，从而

促进城镇化发展。人均生产总值是国际上用来衡量工业化

进程的指标，2014 年甘肃省人均生产总值为 4256.6 美元

（2014年人民币汇率的平均值约为1美元兑换6.21人民币），

根据钱纳里多国模型，甘肃省正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也就

是工业化促进城镇化阶段。但是从图6的脉冲图来看，工业化

阻碍城镇化发展，两者之间发展不协调，这与理论分析结果

相背离。

甘肃省产业结构扭曲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协调的根源。

一直以来，重工业在甘肃省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扭曲

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不利于人口非农化转

换，加上甘肃省走的是以政府为主导（主要是中央政府）的

“嵌入式”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布局未能有效地带动其他产

业发展和城镇化集中。从图 7可知，给定一单位金融发展冲

击，城镇化指标随即做出反应，在整个追踪期内，城镇化对金

融发展的冲击皆为正响应，在第二年时冲击最大，随后下降，

在第8年时趋于平稳。从经济意义上来说，金融发展对城镇化

有带动作用。甘肃省改革开放 30多年里，即使金融市场发展

缓慢，金融工具不够丰富，融资渠道单一，但是信贷资金的增

加还是对城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五）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用来分析变量的扰动项对于变量变动的贡献

度，反映了变量变动的相对重要性。表3和表4分别给出了城

镇化和工业化指数的预测方差分解结果。

从城镇化水平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城镇化对来自当期自

身的因素冲击最大，在第 1年达到 88.23594，在第 2年时已下

降到 73.73073，随后自身的冲击逐渐减弱。在第 1年时，工业

化对城镇化的冲击为 4.783242，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化对

城镇化的影响不断增强，在第 10年时，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冲

击达到12.18865。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冲击在第2年时最大，

达到 19.39178，在第 6年时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 17.5的水

平，而且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要大于工业化对城镇化的

作用。

期限

1

2

3

4

5

6

7

8

9

10

DUR

88.23594

73.73073

73.41694

72.16285

71.80371

71.14489

70.79508

70.56839

70.41492

70.29737

IND

4.783242

6.877489

8.996448

10.41702

10.89095

11.35984

11.70670

11.93356

12.08043

12.18865

DFIN

6.980813

19.39178

17.58661

17.42013

17.30534

17.49527

17.49821

17.49804

17.50466

17.51398

期限

1

2

3

4

5

6

7

8

9

10

IND

95.03881

93.97993

92.32216

90.08103

89.09305

88.52558

88.03785

87.62591

87.30481

87.05076

DUR

0.000000

0.579474

0.449656

0.396688

0.450930

0.573935

0.749589

0.936806

1.118860

1.284649

DFIN

4.961188

5.440594

7.228188

9.522282

10.45602

10.90049

11.21256

11.43729

11.57633

11.66460

表 3 城镇化水平的方差分解结果

表 4 工业化水平的方差分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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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化水平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工业化对当期自身的

冲击最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逐渐减弱。在第1年时，城镇

化对工业化冲击为 0，随后逐渐增加，在第 10年时，冲击为

1.284649，相比而言，城镇化对工业化的影响较弱。金融发展

对工业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在第 10年时，冲

击达到11.66460。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甘肃省 1983 ~ 2014年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

VAR模型研究了甘肃省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

动态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从VAR模型估计可知，城镇化和工业化能够带动金融

发展；城镇化促进工业化，而工业化阻碍城镇化发展；金融发

展滞后于工业化，但对城镇化发展有带动作用。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并没有同

步发展，二者之间发展不协调，其主要原因是甘肃省产业结

构扭曲和工业布局不合理，未能很好地吸纳劳动力，不利于

人口非农化转换，同时未能有效地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在城

镇化过程中，随着人口和生产要素的不断聚集，金融产业得

以发展，从而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但是甘肃省

金融发展滞后于工业化，金融工具不够丰富，融资渠道单一，

因此在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加快金融服务业发展，拓

宽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工具升级，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有力

的支撑。

（二）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实证结果，针对目前甘肃省城镇化、工业化

与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推动甘肃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建设以“丝绸之路经济

带”为廊道，以陇海—兰新铁路为依托的城镇群为平台，发挥

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协调城镇群之间、城镇群内部城市之间

的关系。进而推动跨区域城市之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等协

调联动。同时构建城乡高度融合的一体化功能空间，推动基

础设施、产业链条、公共服务向乡村扩散，实现大中小城市、

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

2. 加快工业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信

息化和工业化高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用高新技术和先

进技术提升石油化工、冶金有色、建材等产业发展水平，调整

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条，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后续资源保障

能力，壮大产业基地，发展产业集群。同时依托资源和产业优

势，培育发展新能源和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医药、

生物制造、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全国重要的特

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鼓励农产品龙头加工企业整合资

源，引导企业按园区模式布局，发展产业集群。

3. 加快发展金融服务业，加强金融监管。着力培育兰州

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加快金融产业集聚。吸引金融机构进

驻甘肃省，支持地方中小银行，鼓励民间信贷机构发展，拓宽

融资渠道。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鼓励发展以服务农业为

主的地方中小银行。进一步培育发展保险市场，大力发展多

层次资本市场，推动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等多种形

式，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拓宽金融服务业。从而为甘肃省工业

化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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