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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邹勇 肖燕

【摘 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国内外学者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成果为基础，结合安徽省 1990-2005 年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数据，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安徽省金融发展和经济

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人均 GDP 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作

用力度较强。在此基础上，为安徽省金融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提出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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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研究的热点课题。很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能动地服务于经济；但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效果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发展中国家广泛存

在金融压抑问题，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金融资产单调、金融机构形式单一、过多的金融管制和金融

效率低下制约了经济增长。但是大部分研究基本上是从国家整体上来进行分析，较少研究一国国内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差距，经济金融的发展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双重“二

元性”。中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均衡提供了转轨时期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重要素材，有利于研究区域

层次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怎样的关系，影响其关系与效率的微观基础是什么，如何促进两者协调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

的核心，在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有必要对安徽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一、国内外相关理论

自熊彼特、麦金农和肖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二是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即银行系统和股票市场的相对重要性问题。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方

面存在三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供给驱动”型的，即金融发展引领经济增长；一种

观点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需求跟随”型的，即实体经济的增长导致了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从而拉动了金融的发展；第三种

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内生性的双向因果关系。

在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也存在三种观点：第一，银行论，强调银行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更

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市场论，强调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三，金融服务论，强调整个金融体系对经济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认为银行和股票市场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互补的服务，不存

在孰优孰劣的金融体制。

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已有大量成果，谈儒勇(2000)在实证研究方面进行了开创性工

作，他考察了 1993—1998 年之间的金融数据，结果发现，我国金融中介体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金融中介体的发展

不能滞后于经济增长；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和不利的；其后，韩廷春(2001)从金融发展影响经济

增长的渠道入手，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为储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以及资本的边际效率，并运用中国的相关数据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深化程度对经济的影响不同，金融体系的

效率和质量与金融发展的数量同等重要，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冉茂盛等(2003)将经济分为金

融部门和产业部门来研究，在对两个部门同经济增长之间进行线性回归后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低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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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中国金融部门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金融部门以外

的产业部门的发展。沈坤荣等(2004)从金融效率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指出虽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但金融效率的低发展已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对于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金融发展状况，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李炜(2001)研究了区域金融对我国东、中和

西部地区在资本形成、劳动力就业和技术创新三方面贡献的差异，结论是区域金融的发展与金融资源的投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

是极为重要的。支大林(2002)的研究则把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概括为增加区域的资本投入和提高区域的要素生产率

两个方面。周立和王子明(2002)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

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强相关，尤其是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十分显著。张兵、胡俊伟(2003)

以江苏省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是江苏省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证券

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二、模型的设定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安徽省金融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以银行业为主体，各类金融机构为补充的较为完

善的金融体系，为安徽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金融支持。本文拟从实证角度，建立经济模型，解释检验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

济增长之间关系。

1.指标选择

(1)国内生产总值指数(GDP*)。理论界普遍认为，最能充分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我们选择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GDP*作为模型的因变量来衡量安徽省经济增长的总量，因为它已经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所

以能够反映安徽省经济总量的真实发展状况。

(2)金融相关比率 FIR。本文选择戈德史密斯提出的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 FIR 作为解释

变量，由于缺乏安徽省金融资产和 M2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这一指标，在此我们用区域金融机构存贷款的数据作为金融资

产的近似衡量指标。我们定义金融相关比率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 GDP 之比，即：

FIR=(Dl+L)/GDP

其中，Dl、L分别代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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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R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RGDP 最能体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决定个体消费的

高低和投资能力的大小，因此把它也作为一个变量。

对我国而言，金融体系主要包括银行、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但是，大部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发现，股票市值波动较大，

与 GDP 之间没有呈现明显的规律性关系。另外，股票市场对安徽经济的发展没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股票市场规模较

小(见表 1)，另外，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保费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低，对 GDP 的影响不大。因此，模型没有把股票市

值和保费收入这两个因素包括在内。

三、数据分析和理论解释

我们选择安徽省 1990～2004 年的相关数据，把 GDP 作为因变量。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一方面，详细地计算整理反映安徽省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实际数据，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等；另一方面，根据

整理出来的数据分别计算出安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 GDP、RGDP、FIR(%)，见表 2：

建立模型之前，我们先用图示来直观地看安徽省各指标的变动情况，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

1990-2005 年，安徽省 GDP*增长呈现快速上升态势，人均 GDP 的增长基本与 GDP 增长同步，与之相比，FIR 的增长一直比较

平稳，自 1990 到 2005 年，FIR 比率在 106 和 192 之间变化，波动幅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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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指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GDP*=β1+β2βFIE+β3RGDP+ε

其中β1为截距项，β2和β3为斜率，ε为残差。

运用 Eviews4.0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为：

GDP = -37.51732772 + 1.087948754*RGDP + 0.2919772671*FIR

T 检验值(-3.58)(89.59) (30.26)

F=12010 R
2
=0.99

从回归结果看，方程的判定系数 R
2
为 99%，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理想，T检验值也在显著范围内，人均 GDP 和 FIR 能够很

好地解释安徽省经济增长情况。

对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和建议：

(一)金融发展指标 FIR 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呈弱的正相关关系，FIR 每提高 1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提高 0.29 个百分点，这

说明安徽经济与金融的相关性较高。这是因为安徽经济增长中一直以来存在着过度依赖投资、消费率偏低、二元结构、经济自

主增长能力弱等问题，虽然近些年有些因素有缓解趋势，但短期内还无法真正改变，有的因素则在进一步强化。这种增长方式

导致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明显，对能源、环境、市场、宏观调控等制约因素的敏感度高。从经济和金融关系看，就会表现为对银

行信贷资金的过度依赖，一轮经济增长高峰往往是一轮信贷投放的高峰。

(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RGDP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强的正相关关系。人均 GDP 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

1.08 个百分点，作用力度较强。作为控制变量，人均 GDP 反映了安徽省消费和储蓄的水平，影响拉动内需的力度和资本形成的

程度，是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安徽省的情况看，由于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相对来说，人均 GDP 的持续增长

对安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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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安徽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建议

毫无疑问，金融发展对安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会大幅度提高，进

而会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效率提高，但这一促进，更多的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完成。在资源的有效配置过程中，政府、银行、

企业是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提高效率中优化资源配置。为此应做到：

(一) 调整和改善安徽现有的经济结构是实现区域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当务之急。从战略规划及实施要点的角度，主要注意

以下几方面：

1.真正重视“三农”问题，确实把农业放在“重中之重”位置上。要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思路，以增加农

民收入为核心，大力发展农产品流通和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打造一批皖优

农产品品牌；与此同时，要适应取消农业税的新形势，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以

利形成安徽农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真正将安徽从农业大省变为农业强省。

2.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加快发展交通和能源建设。安徽崛起采取东向发展战略，加速融入长三角经济圈，而近年来

制约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土地、能源瓶颈恰恰为安徽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快速推进“路桥运动”和盐化、煤化一体化工

程，有计划地扩大火电建设，是安徽利用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抓紧调整经济结构极好机遇。

3.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区域经济增长极的角色通常是由具有较强内聚力、辐射力和带动力的中心城市担当的。由于安徽

没有特大城市，因此在“借梯登高”的东向发展中，沿江城市群将历史地、责无旁贷地成为与长三角无缝对接的平台。

(二) 建立良好的金融支持体系。一是要把金融业作为先导产业优先发展，把金融业作为“十一五”安徽经济发展的核心内

容，在战略布局上予以统筹考虑。要通过金融体系的发展，着力改善非国有经济的融资环境，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提升

金融体系的效率；二是要形成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使其连带效应充分发挥出来；三是大力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采取得力措施

将现有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壮大，避免来之不易的金融资源丧失。建立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产业组织体系，尽快培育一批

中资中小银行，为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大力培养一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四是积极引导民间融资，使其逐步正规化，为民营金融组织打下基础，引导民间金融对乡镇企业、私营经

济的支撑作用；五是积极引进域外金融机构，摒弃“小金融”的狭隘观念。

(三)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涉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司法公正、金融部门独立、社会诚信、金融资产质量、

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要通过指标比较和专家参与的方式对不同地区的金融生态评级。随着国内对金融生态认识的提高，区域金

融生态环境优劣可能会成为地方债券发行、各银行贷款流向、民间资金流向和外资投资指引的重要参照，势必导致区域间金融

资源的重新分配。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着手制定相关政策，把建立金融生态作为发展规划加以立项。各级党政部门应健全组织、

强化管理、加强协调，增强建设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合力，把金融生态环境创建目标纳入政府目标考核范围。制定维护金融债

权的地方性法规，规范企业改制行为，发挥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的作用，严厉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

信用系统，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塑造“信用安徽”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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