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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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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因此，本文选取安徽省 1990-2011 年的相关数据，运

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济

增长扩大了收入差距；相反，长期内，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济增长缩小了收入差距。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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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渐增大。关于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随国

内外学者的研究视角、样本选取、数据处理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目前关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

究很多都是从其中一方面进行，关于三者之间动态关系的研究很少，研究对象大多是整个国家。由于各个区域之间各方面都存

在很大差异，再加上近几年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越来越多。为此，本文对安徽省 1990-2011 年的有关数据，运用 VEC 模型进行

实证分析，以此来说明安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对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 Christopoulos 等(2004)以 10 个发展中国家对研究对象，[1]实证结

果说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国内学者丁晓松(2005)运用 1986-2002 年的数据，[2]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也说明了中国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赵小克、李惠蓉(2013)选用 1978-2011 年的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

再检验，[3]表明长期内金融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金融效率反而下降；然而，单俏颖(2003)

运用协整检验等计量方法，[4]选取 1978-2001 年的名义 GDP 增长率和金融总资产/GDP 的增长率两个指标，实证分析结果却表明，

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的作用要强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除了以上两种观点，岑树田(2008)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

实证分析，[5]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谈儒勇(1999)运用最小二乘(OLS)法，[6]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

长是显著正相关的。

(二)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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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海曙，陈力(2009)选取中国县域截面数据，[7]运用非参数相关检验和分位数方法，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深化位于不同的分

位数区间，城乡收入差距是不同的，即两者之间存在“倒 U”的非线性关系；丁忠民，朱晓姝以重庆市为样本，[8]选取 1978-2011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总体上，金融规模的扩大不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从长期来看，金融效率促进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短期却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本文在借鉴以上文献的基础上，以安徽省 1990-2011 年的数据为例，对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

行动态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金融发展包括金融规模的扩大和金融效率的提高，所以，本文把金融发展分为金融规模和金融效

率，分别来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在数据合理和可得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的四个变量为:1.城乡收入差距(CR):

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值越大，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2.金融发展规模(FIR 即金融相

关率):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之和与 GDP 的比值来代替，之所以选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之和与 GDP 之比是因为安徽省的资本市场

还不发达，金融机构的资产占其总资产的比重相当大；3.金融发展效率(FE):用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值代替，因

为此指标可以反映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4.经济增长指标(RGDP):用人均 GDP 来代替，对人均 GDP 取对数处理以消除分析中可

能的异方差。以上所需的基本数据来源于 1999-2012 年的《安徽统计年鉴》和安徽统计信息网并通过整理得到的，采用的分析

软件是 Eviews6.0。

(二)实证分析结果 1.平稳性检验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时，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免建立的回归方程是“伪回归”。

本文采用最常用的平稳性检验方法——ADF 检验法。检验结果如下表 1所示:

由以上 ADF 检验结果可知，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lnrgdp、fir、fe、cr 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一阶差分后是平稳

的时间序列。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Johansen 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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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DF 检验结果可知，四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都变得平稳。为了检验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关系，

本文使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其结果如表 2:

由上表检验结果可知，指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由其检验结果，可以得到协整方程如下式(其中括号

中是标准差):

从所估计的方程(1)可以看到，长期内，经济的增长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金融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却增

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3.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虽然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关系，但还是需要进行因果检验，进一步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现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方法对四个变量进行检验，以此来说明这几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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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表明，即使在最大滞后阶的情况下，金融效率(FE)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异(CR)的 Granger 原因，人均 GDP 的对数

(LNRGDP)也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异(CR)的 Granger 原因，说明金融效率(FE)和经济增长(LNRGDP)的滞后项应作为外生变量引入

其变量 CR 的方程中；其他的在 10%显著性水平下都互为 Granger 因果原因。

4.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协整向量说明了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为了说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动态关系

关系，因此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进一步验证，其模型结果如下式: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内，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即短期内经济的增长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

差距；但是，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短期内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ECM 系数为负说明反向修正机制，表明短期非均

衡向长期均衡趋近，系数大小说明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安徽省 1990-2011 年的相关数据对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

析，首先运用 ADF 检验法检验了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并验证了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再采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变量

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在以上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从(1)式反映的长期均衡关系和(2)式反映的短期

关系，我们得出:短期内，经济增长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而

在长期内，经济增长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其主要原因可能

在于我省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金融规模的扩大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在提高城市发展方面，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金融支持

的力度不够。结果导致，长期内金融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说明了金融发展在城乡之间呈

现出非均衡性。短期内经济增长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说明我省政府短期内是以 GDP 的增长来评估业绩，而不管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的大小。本文针对实证结果所表现的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大金融支持农村地区发展的力度

在全国加大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城市建设，金融的发展存在着城市化的倾向。但是，我省是农业大

省，导致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地区收入群体享受不到金融发展带来的好处。因此，在国家倡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

过程中，我省政府要落到实处，要扩大商业银行对农村地区的贷款规模，降低农村贷款的门槛，使金融发展在城乡之间呈现均

衡发展。

(二)保证金融支持农村发展过程中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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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的发展相对还是比较落后的，在加大金融支持农村地区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金融效率的提高。比如在乡镇小微企

业申请贷款时要深入调查其贷款目的，防止那些利用国家政策骗取贷款资金的行为。

(三)改变评估地方政府业绩的标准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 GDP 来衡量政府的业绩，从本文的实证可以看出，短期人居 GDP 的提高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短期经济的增长是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代价的。因此，我们要改变衡量政府业绩的标准，比如，可以以金融支持农村发

展过程中的效率为标准，以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状况为标准来衡量政府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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