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于 VAR 模型的湖南省城市化进程与 

经济增长关联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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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本文选取 1990～2015 年湖南省城市化率和 GDP 增长率数据，构建 VAR 模型检验湖南省城市化进程

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湖南省的城市化率与 GDP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推动

湖南省城市化进程的格兰杰原因，但城市化进程不是促进湖南省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湖南省的城市化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城市化进程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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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Lampard(1995)的研究发现美国的经济发展与城市

化进程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Bertinelli 和 Strobl(2003)通过分析 1960-1990 年 39 个国家的数据，发现经济增长与城市

聚集之间呈现出 U形的非线性关系。Hemnann和 Khan(2008)的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发挥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

马成文(2010)的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安徽省的经济增长。熊艳喜和李波平(2011)利用 VAR 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湖

北省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的长期均衡关系。葛腾飞(2012)选取江苏省 1978～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城

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江苏省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相互推动的作用，且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

度因不同的城市而异。 

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研究中部省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具

有必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 1990～2015年湖南省城市化率和 GDP数据，利用 VAR模型来研究湖南省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联关系。 

2 湖南省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联效应的实证分析 

2.1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择城市化率(CSHL)作为城市化水平的度量指标，通过计算总人口中城镇人口所占比重来测算。GDP增长率(GDPL)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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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本文选取 1990～2015年之间的城镇人口、总人口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来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以上数据均

来自 1990-2015年期间的湖南省统计年鉴。在后续建模过程中，城市化率(CSHL)和 GDP增长率(GDPL)数据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2.2 VAR模型构建与相关分析 

对时序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是构建 VAR模型所必需满足的前提条件，表 1给出了变量平稳性的 ADF检验结果。 

表 1变量平稳性 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T，L) ADF检验值 临界值(1%) 临界值(5%) P值 结论 

Lncshl (C，T，0) -1.589 -3.724 -2.986 0.4732 非平稳 

△Lncshl (C，T，1) -4.69 -3.738 -2.992 0.0011 平稳 

Lngdpl (C，T，0) -1.704 -3.724 -2.986 0.4171 非平稳 

△Lngdpl (C，T，1) -4.143 -3.738 -2.992 0.0039 平稳 

 

检验结果显示，原始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因此判定各变量的原始序列都是 I(1)时间序列，

满足了构建 VAR 模型的条件。在建立 VAR 模型之前，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模型中各变量的滞后期。表 2 给出了确定 VAR 模型中变

量滞后阶数的判定准则。 

表 2 VAR模型滞后期的选取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19.52945 NA 2.23E-02 1.872126 1.970865 1.896959 

1 40.00273 103.5342* 0.000179* -2.956759 -2.660543* -2.882261 

2 42.76329 4.320883 0.000201 -2.848982 -2.355289* -2.724819 

3 45.7558 4.16349 2.25E-04 -2.761374 -2.070203 -2.587546 

 

通常采用 LR 准则、赤池(AIC)信息准则以及施瓦茨(SC)准则来作为确定变量滞后期的判定准则，一般是先借助 AIC 准则和

SC准则选择，当这两个准则的判定结果不一致的时候，再借助 LR准则来优选滞后阶数。显然，由表 2可知，应选择一阶作为模

型中变量的滞后期，建立 VAR(1)模型。模型估计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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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还需要利用单位根检验对所构建的 VAR(1)模型的结构稳定性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VAR 模型中不存在大于

1的特征根，说明该 VAR(1)模型的结构是稳定的，两个序列间存在协整关系，意味着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通过协整检验只能初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判断这种均衡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则需进一步通过格兰杰因

果关系检验来完成。 

表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滞后期 样本观测值个数 F统计量 P值 

Lngdpl不是 Lncshl的 Granger原因 Lncshl不是 Lngdpl的 Granger原因 1 25 

0.07684 0.78421 

0.63815 0.43292 

Lngdpl不是 Lncshl的 Granger原因 Lncshl不是 Lngdpl的 Granger原因 2 24 

1.1034 0.35208 

1.03776 0.37348 

Lngdpl不是 Lncshl的 Granger原因 Lncshl不是 Lngdpl的 Granger原因 3 23 

0.98799 0.42336 

0.40195 0.74 

Lngdpl不是 Lncshl的 Granger原因 Lncshl不是 Lngdpl的 Granger原因 4 22 

3.049 0.05619 

1.73449 0.20238 

Lngdpl不是 Lncshl的 Granger原因 Lncshl不是 Lngdpl的 Granger原因 5 21 

2.30519 0.02229 

1.26421 0.35074 

Lngdpl不是 Lncshl的 Granger原因 Lncshl不是 Lngdpl的 Granger原因 6 20 

3.72051 0.05469 

0.89433 0.5461 

 

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在滞后 1 期到滞后 6 期的检验结果中，滞后 4期时经济增长不是城市化水平

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最高，但仅为 0.05，这说明经济增长对湖南省城市化水平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意味着经济增长是推动湖南

省城市化进程的格兰杰原因。与此同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在滞后 1 期到滞后 6 期的检验结果中，城市化水平不是经济增

长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均在 0.2 以上，说明湖南省的城市化进程虽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作用不明显，意味着

城市化进程不是推动湖南省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2.3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由于 VAR 模型中的参数在经济意义上的解释性不是很清晰，而脉冲响应分析则可以通过对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施加一个标

准差大小的冲击，分析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对误差项所带来的冲击的反应，度量该冲击对模型中当期和未来期内生变量的值所产

生的影响程度。下面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来描述城市化率和 GDP增长率的脉冲响应，结果如图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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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 

 

图 2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的脉冲响应 

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显示，城市化率对 GDP 增长率的正向冲击在短期内较强，而在长期内冲击会逐渐削弱。而 GDP 增长率

对城市化率的冲击在短期和长期内均维持在较高水平。至于对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程度进行评

估，则需通过方差分解来做进一步分析。 

表 4 的结果显示，在第 1 期，城市化水平的波动只受到其自身波动的影响，而从第 2 期开始受其自身冲击的影响就开始慢

慢减弱，而同期的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波动的冲击则开始逐步增强，直至第 10 期的 27.7%，之后该影响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

态，这种变化趋势和前面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相一致。与此同时，在第 1 期，经济增长就同时受到城市化水平冲击与自身波动

的双重影响，不过此时其受自身波动的影响为 95.2%，要远大于城市化水平冲击产生的影响。从第 2期开始，城市化水平冲击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直至增长到第 10 期的 5.82%；同期，经济增长受其自身波动的影响持续下降，之后保持

相对稳定，这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相一致。结果说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对彼此波动的反应呈逐步增强的趋势。 

3.4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 1990～2015年湖南省城市化率和 GDP增长率数据，通过对湖南省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率两个时序数据进行 VAR建

模，检验湖南省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长期内，湖南省的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

着稳定的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推动湖南省城市化进程的格兰杰原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湖南省的城市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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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却并不是促进湖南省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进程对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存在短期的促进作用，但

这种作用在长期内将会逐渐变弱。 

要想发挥城市化进程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湖南省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内涵，确保城市内部

能够有效集聚各种物质和人力资本，才能使得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更大程度地释放。湖南省应坚持正确的城

市化道路，提高产业支撑能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以及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市化管

理，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在城市化进程中，应坚持以大带小、以点带面的原则，发挥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大力发展中小城市，

通过统筹规划来逐步形成诸如长株潭此类的城市群，并依托城市群对经济资源的集聚能力，实现湖南省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相互促进。 

表 4方差分解结果 

Period 

城市化水平的均方分解结果 GDPL的均方分解结果 

S.E. 城市化水平占比(%) GDPL占比(%) S.E. 城市化水平占比(%) GDPL占比(%) 

1 0.032 100 0 0.360 4.754 95.245 

2 0.044 99.906 0.093 0.444 4.756 95.243 

3 0.054 98.154 1.845 0.481 4.785 95.214 

4 0.062 93.695 6.304 0.499 4.789 95.210 

5 0.068 84.503 15.496 0.508 4.833 95.166 

6 0.074 76.332 23.667 0.512 4.872 95.1273 

7 0.079 74.165 25.834 0.515 5.014 94.985 

8 0.083 72.590 27.409 0.516 5.220 94.779 

9 0.087 72.489 27.510 0.516 5.492 94.507 

10 0.091 72.257 27.742 0.517 5.824 9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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