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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证分析 1995—2014年江西省城镇化与城乡居民储蓄的相关性，发现两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进一步建立 VEC模型确定两者的动态关系，发现城镇化的发展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分析其中原

因并提出政府应在涉及民生的社会项目上加大扶持力度、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完善收入再分配政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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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在推进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建设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并且带动各种需求消费与投资建设的过程。江西省

作为中部省份的重要一员，其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满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和医疗住房等需求。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人口的增加势必会扩大已有的城镇消费群体，改善原有的消费结构，增加储蓄向消费转

化的比率，消费能力也将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的城镇化建设迅猛发展，江西省城镇化比率已经从 1978年的 16.75%增长到 2014年的 50.22%。但是，

江西省的城镇化率还是低于同期的全国平均值，江西省城镇化建设仍处于爬坡阶段，今后有很长的路要走。消费作为拉动经济

增长和间接促进城镇化建设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对城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储蓄作为消费的间接反映，直接关系到消费的

规模、消费的结构，进而影响城镇化发展，所以有必要对江西省的城镇化与城镇居民储蓄进行定量研究。 

一、文献综述 

国内对城镇化和储蓄率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郑其敏、王振兴运用面板模型分析我国

1978 年到 2012年数据，发现城镇居民储蓄欲望更强，而且城镇化率的提高对储蓄率变动的影响不大
[1]
。胡日东通过向量自回归

模型，分析我国 1984 年到 2004 年的数据，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同时发现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增速略高于农村居民
[2]
。潘明清采用了 GMM动态预测方法，对我国城镇化，劳动力以及居

民消费三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认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对城乡居民的储蓄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反向

作用
[3]
。罗豪通过研究江西省贵溪市数据，从城镇化影响居民收入与消费角度入手，结果发现大城镇化居民比小城镇化居民储蓄

率低
[4]
。杨良燕、卢莉建立了一元回归模型，运用计量的方法实证研究，分析得到江西省城镇居民储蓄与城镇化存在正向关系的

结论
[5]
。 

上述文献运用了很多方法从不同角度分析城镇化与储蓄的关系，但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分析的文献不多。本文运

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直接对江西省城镇化比率与居民储蓄率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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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江西省城镇化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城镇化率的平均值。2015年全国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 56.1%，超江西省 4.48个

百分点。为了有效反映江西省城市化水平，本文采用吴其勉的方法
[6]
选取《江西统计年鉴》给出的江西省 1995—2014 年城镇户

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中国自古就有“崇尚节俭，反对奢华”的传统，因此储蓄率排名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江

西省作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代表省份，城镇居民储蓄率一直稳步增长，为有效反映江西省城镇居民储蓄水平，本文选用《江西统

计年鉴》给出的江西省 1995—2014年城镇居民储蓄率作为代理变量
[7]
，研究城镇化与城镇居民储蓄的相关性（见表 1）。 

 

（二）数据平稳性检验 

涉及时间序列的数据通常有其自身的特点，所选的数据极有可能是非平稳的，从而产生虚假回归的问题，为减少异方差现

象，对数据取对数，分别记为 LCZH、LCX。进一步通过 ADF检验确定两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从所给数据的时序图可以看出两个

时间序列都有趋势，所以 ADF检验应该包含趋势项，带趋势项的 ADF检验的一般表达式为： 

 

式（1）中，p 是滞后阶数，εt 是滞后的差分项，原假设 HO：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两个时间序列带趋势项的 ADF 检验结

果（见表 2）。 



 

（三）协整检验 

根据 ADF检验结果显示，取对数后的江西省城镇化率（LCZH）与江西省城镇居民储蓄比率（LCX）均存在一阶平稳性。确定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非常重要，太大太小都会出现问题，滞后阶数过大所需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减少；过小

会出现残差自相关问题。为了合理确定最优滞后阶数，选用的标准包括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以及似然比统

计量 LR。通过建立一阶、二阶、三阶、四阶模型，得到相应的 AIC 值、SC 值，以及 LR 统计量的数值，根据相应的准则进行比

较选取（见表 3）。 

 

由表 3可知，在 P=4时，AIC 取得最小值-11.83869，SC取得最小值-10.98903。根据 AIC、SC最小的准则，当 P=4时，AIC

与 SC 都取最小值。因此，最佳滞后期选择 4，协整检验的滞后期选择为 3，约根森协整检验结果（见表 4）。从结果来看，最大

特征值检验和特征根（迹统计量）检验都表明两个变量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说明两个变量存在唯一的协整

关系。江西省城镇化比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的协整关系为： 

 

式（2）表明，江西省城镇化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长期存在正向相关性。每增加 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江西省城镇居民就

会增加 0.678859%的储蓄率，说明城镇化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进而提高了居民的储蓄比率。 



 

（四）VEC模型估计 

矢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是在矢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基础上加入了误差修正项。恩格尔和格兰杰对此模型的建立和推

广做出了一定贡献。一般形式表达为： 

 

式（3）中，Y代表 K维的内生变量矢量，A表示相应的系数矩阵，P表示内生变量滞后的阶数，是扰动项。由上面的准则可

知，建立的 VEC 模型滞后期为 3。在建立模型之前，需要检验模型的稳定性，通过滞后期为 3 的 AR 特征多项式逆根图可知，所

有的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模型稳定（见图 1）。 

 

建立的 VEC模型矩阵形式为： 



 

一般的方程式为： 

 

式（4）和（5）两个模型的 R2均大于 0.8，说明模型的估计效果非常好，具有可行性。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分别为-0.831和

-0.260984，符合模型的调整机制，模型偏离可以调整为均衡状态。从储蓄的修正模型（4）可以看出，城镇化的滞后二期和三

期的系数值和误差修正项相反，说明这两期的城镇化减弱了储蓄的波动性，这也和江西省城镇居民储蓄率稳步提高的现实相符。

从城镇化的修正模型（5）可以看出，储蓄的滞后二期系数值为正，对城镇化率的稳步提升也具有均衡作用。 

（五）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方法是用来描述误差项对内生变量冲击所做出的反应，通俗地讲就是一个标准的冲击施加到变量上所

造成的影响，包括当期和未来的效应。根据 VEC（3）模型得到的江西省城镇化比率对江西省城镇居民储蓄率的逐期和累计脉冲

响应分析图（见图 2），图中包括实线表示的脉冲响应函数和虚线表示的正负偏离带。从逐期的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江西省城镇

化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先是反向冲击，第三期以后一直为正向冲击，之后趋于稳定，说明从长远看，城镇化对储蓄率具有正向的

推动作用。但是，城镇化比率对储蓄率的累计冲击一直是正向的，而且冲击会长期稳步提升。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 VEC 模型，分析了 1995 年到 2014 年江西省城镇化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通过数据

平稳性检验（ADF检验法）发现对数化后的城镇化与城镇居民储蓄都是一阶单整的，在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确定最优滞后

期后进行约根森检验发现，两者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最后得出 VEC 模型的矩阵表达式以及城镇化与储蓄单独的误差修正模型

方程式，结合逐期和累计的脉冲响应函数和误差修正系数以及各滞后期的参数分析两者的相关性。结合上述实证分析给出几点

建议：首先，江西省的城镇化发展态势很好，而且高储蓄率是促进其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在动力。储蓄的原因有很多，江西的医

疗卫生、教育、交通通讯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政府应该在涉及民生的社会项目上加大扶持力度，完善社会对每个公民的

保障体系，让江西省城乡的居民愿意将巨额储蓄转化成巨大的消费和投资能力，从而拉动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其次，江西

省在建设城镇化的同时，一定要完善涉及每个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体系，同时建立统一的劳动市场和居民再就业市场，完善劳

动力流动机制。最后，为了实现储蓄向投资与消费的转变，应努力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信心，另外，完善

收入再分配政策，增加对贫困县乡镇的扶贫力度，保障低收入区内的利益，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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