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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第三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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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 2000-2017 年的年度数据，运用协整分析等方法对贵州省城镇化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的关

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贵州省城镇化发展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二者呈正相关，第

三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贵州省城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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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水平是指一个地区城镇化所达到的程度，是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十多年来，贵州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近几年，贵州省的经济增长率稳定在 10%以上，在全国名列前茅。与此同时，贵州省的城镇化水平也取

得了较快的发展，城镇化率从 2000年至今近乎翻了一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2014年以来，贵州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保持了超过 2个百分点的增长，但仍与全国平均水平低 14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有了较大提高，但仍低于全国近 7个

百分点。由此可见，即使在经济呈高速发展态势的情况下，贵州省城镇化率却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

增长速度。城镇化的发展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状况、科教水平、政

策支持等。其中，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和第二三产业比重的提升，可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必然

体现为城市化的变动。以往的多个文献资料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为了证实城镇化发展与第

三产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采用 2000 年至 2017 年的年度数据对二者进行实证分析，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对寻找提

高贵州省城镇化水平的途径以及对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的估计等都具有现实意义。

1、实证分析

采用贵州省城镇人口比重来代表城镇化的发展程度，记为 Y（%），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来代表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记为

X（万元）。选取 2000-2017年的年度数据为依据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法对贵州省第三产业增加值（X）及城镇人口比重（Y）两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选择具有截距

项和趋势项，获得检验结果如下表：

由上表可看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Y与 X的一阶差分序列的 ADF检验值都分别小于其临界值-3.7347，分别拒绝存在单

位根的原假设，即 Y与 X都是同为一阶单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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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阶数 变量 ADF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值

检验结果
1%水平 5%水平 10%水平

0阶
X -0.19008 -4.6193 -3.7119 -3.2964 非平稳

Y -1.47031 -4.6193 -3.7119 -3.2964 非平稳

1阶
X -4.16586 -4.6712 -3.7347 -3.3086 平稳

Y -4.62826 -4.6712 -3.7347 -3.3086 平稳

为了分析贵州省第三产业增加值（X）及城镇人口比重（Y）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先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然后检验所

得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 1%、5%、10% 三个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分别为 -2.7158、-1.9627、

-16262，序列的 ADF检验值为-3.066338，小于相应的临界值，这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说明贵州省第三

产业增加值（X）及城镇人口比重（Y）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二者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回归结果为：

由模型（1）可看出，从长期来看，贵州省第三产业增加值（X）及城镇人口比重（Y）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若第三产业增

加值每增加 1万元时，城镇人口比重平均将增加 0.0041个百分点；从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来看，由于模型中两个系数的 t值

都明显大于相应的临界值，因此，贵州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城镇人口比重有显著的影响。从短期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会

出现失衡，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参数可得 et-1的系数为-0.375798，表明误差修正模型具有反向的修正机制，et-1的系数

-0.375798体现了对偏离的修正，上一期偏离越远，本期修正的量就越大。

2、结 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贵州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城镇化之间呈正相关，并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由定性分析可知，第三产

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为城镇带来更多的就业人口，使得城镇人口比重上升。要促进贵州省城镇化发展，

一个有效的渠道是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贵州省产业结构调

整比较缓慢，主要是受资金、技术、制度等因素的制约，由此使得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目前，全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

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从贵州省目前的产业结构上看，近五年来，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总体还呈下降趋势，从 2012年

到 2017年，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 47.9%、46.6%、44.6%、44.9%和 44.7%，这也是贵州城镇化发展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之

一。但同时也可以看到，贵州省城镇化在未来还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只要继续积极发展经济，依靠贵州省气候、生态、环境、

交通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借助大数据发展的契机，推动大数据与第三产业的融

合发展，增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优化产业结构，必定能加速贵州省城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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