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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利用中国 1987- 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结合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 考察了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 从累积效应来看,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

的负面影响, 同时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也呈现显著的负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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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引言

� �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年均

9�7%的增长率。同一时期, 城市化率从 1978年的

17. 92%上升到 2009年的 46. 59%。这一转变的主

要推动力是全球化浪潮下的市场化改革。伴随着体

制和机制的转变,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被以更

灵活、更富效率的方式投入生产过程,中国进行了面

向国际市场的工业化扩张, 实现了以要素投入和出

口需求为驱动的高速增长。但随之而生的资源短

缺、环境破坏、投资和消费失衡、劳动力短缺和国际

市场饱和等一系列问题开始在 2008年以来的经济

增长减速中逐步显现, 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

挑战。许多学者认为工业规模扩张难以为继, 城市

化作为重振内需和结构转变的枢纽, 是未来中国经

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的主要动力
[ 1- 4]
。

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传统的研究认为,二者

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增长带来的需求扩

大凸显了第二、三产业的优势,使得人口和产业在集

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下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

推动了城市化发展; 而人口、资本、信息等资源向城

市的集聚将扩大整个市场的规模, 促进分工和专业

化的发展,增加人们彼此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促进技

术的创新和扩散,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因而城市化成

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 5- 15]

。藤田 ( Fujita)等借助迪

克西特 � 斯蒂格利茨模型、冰山成本、动态演化的方

法构建了一个以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和

要素流动等为内容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人口和经济集

聚累积之间的因果机制
[ 16]
。布莱克 ( B lack)和亨德

森 (H enderson)建立起了一个在城市结构下的内生经

济增长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城市规模和数量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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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机制, 及实现稳定增长的基本条

件
[ 17]
。杨小凯、张永生利用超边际分析工具建立了

一个城市化模型,认为城市化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的

发展,提高了生产和交易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 18 ]
。

在实证研究方面, 绝大多数针对发达国家的研

究结果认为城市化有利于经济增长
[ 19- 21]

。然而,发

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检验结果却不

太一致。弗纳 ( Verner)利用墨西哥 1992- 2002年

的数据分析后认为, 城市化不但能促进经济增长还

能消除贫困
[ 22]
。亨德森 (H enderson )使用多个发展

中国家的面板数据, 验证了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以及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在有些国家,城市化

速度过快会给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损失, 但城市化

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 23]
。而近来对非

洲和拉美国家城市化的实证研究表明, 城市化演进

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城市化不仅没有带来经

济增长,反而使其陷入棘手的城市危机之中
[ 24]
。

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相类似,中国城市化与

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也存在分歧。李金昌、程开

明依据 1978- 2004年的时序数据,对城市化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后发现,经济增长对城

市化的影响较大,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不

大
[ 25]
。段瑞君、安虎森通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状

态空间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城市化和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

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反过来,经济增长对城市化

的作用有限
[ 26]
。王家庭、贾晨蕊通过引入空间计量

模型分析后发现,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空间

差异,城市化并不是对所有区域的经济发展都有促进

作用
[ 27]
。

既有实证研究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

大量的计量分析,但绝大多数采用单方程计量模型,

单方程计量模型往往存在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城市

化与经济增长这两个变量显然是相互影响的, 因此,

描述变量间的单向因果关系的单方程模型不足以揭

示多个内生变量间的互动关系。鉴于此, 本文将城

市化与经济增长作为两个相互影响的内生变量纳入

联立方程,并结合分布滞后模型来探讨中国城市化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二 �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1. 计量模型

为了考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随时间

变化,本文采用分布滞后模型进行研究,其一般形式

如下:

Yt = �+ �0X t + �1X t- 1 + � � � �

�2X t- 2 + � + �iX t- i + �t ( 1)

� � 在 ( 1)式中, Y表示被解释变量, X 表示解释变

量, �i表示影响乘数, t表示 t时期, i表示滞后 i期。

为避免 ( 1)式估计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假设 �i

可以写作:

�i = a2 ( i+ 1)
- 2

+ a3 ( i+ 1)
- 3

+ � +

a j ( i + 1)
- j
, j = 2, �, n ( 2)

� � 将 ( 2)式代入 ( 1)式整理得:

Yt = �+ a2 (X t +
1

4
X t- 1 +

1

9
X t- 2 + � +

1

( 1 + i)
2X t- i + � +

1

t
2X 1 ) +

a3 (X t +
1
8
X t- 1 +

1
27
X t- 2 + � +

1

( 1 + i)
3X t- i + � +

1

t
3X 1 ) + � +

an (X t +
1

2
nX t- 1 +

1

3
nX t- 2 + � +

1

( 1 + i)
nX t- i + � +

1

t
nX 1 ) + �t ( 3)

� � 为达到内生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目的, 结合

联立方程模型,本文用 URBANPIL和 GRPIL表示对

应 ( 3)式所有分布滞后项之和,并用方程 ( 4)和方程

( 5)表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方程:

URBAN = f (GRP IL, POPGR, ED U, � � �

TRADE, AGR, MSR ) ( 4)

GR = f (URBANP IL, POPGR, IN VT, EDU,

GOV, TRADE, PRIVATE, LNGDP ) ( 5)

� � 在方程 ( 4)中, URBAN表示城市化, 用城市常

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是被解释变量;在方

程右边, GRPIL表示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影响的分布

滞后项之和;分别用人口增长率 ( POPGR )和第一产

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AGR)来表示人

口增长和农业相对发展水平对城市化的影响
[ 28]
; 为

了表示教育对城市化的作用, 引入 EDU变量, 用初

中及以上在校人数占全部在校生人数的比例来衡

量; 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 TRADE )

来表示经济开放度
[ 29]
; M SR则表示第二、三次产业

增加值之比
�
。

在方程 ( 5)中, GR表示经济增长率, 用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衡量; URBANPIL表示城市化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布滞后项之和; INVT和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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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代表投资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 31]
; GOV

是政府财政一般预算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表示政

府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
[ 32]
; 此外, 为了考察其它经

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引入经济开放度

( TRADE )和非国有化程度 ( PRIVATE )两个变量,后

者用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表示。最后,考虑到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对即

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引入 LNGDP变量, 用滞后一期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表示。

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除香港、台湾和澳门之外的中国大陆

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最大程度

地利用数据, 我们的样本期选择为 1987年到 2008

年。表 1列出了各变量的定义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所有变量的数据皆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

汇编�和 1988- 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整理

得出。个别地区缺失的数据根据各省市区相应年份的

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补齐。

� � 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数

GR 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0. 098 0. 040 - 0. 037 0. 390 651

URBAN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0. 374 0. 167 0. 131 0. 875 651

PRIVATE 私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0. 132 0. 108 0. 006 0. 578 651

GOV 政府财政一般预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0. 152 0. 105 0. 049 0. 961 651

INVT 人均固定资产 0. 397 0. 509 0. 014 3. 513 651

POPGR 人口增长率 0. 010 0. 010 - 0. 047 0. 112 651

TRADE 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0. 244 0. 365 0 2. 711 651

EDU 初中及以上在校人数的比重 0. 378 0. 138 0. 024 0. 741 651

AGR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0. 201 0. 100 0. 008 0. 509 651

MSR 第二、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 1. 196 0. 337 0. 294 2. 322 651

� � 3. 计算方法

在估计之前需确定滞后期数和多项式阶数。滞

后期数大于 8时, �iX t- i趋近于 0,可以忽略;然后将

n从 2逐渐添加到 5, 以确定多项式的阶数
[ 33 ]
。经

计算, 当以城市化及其滞后变量去解释经济增长时

的多项式阶数 n为 3; 而当经济增长及其滞后变量

去解释城市化时的多项式阶数 n为 4。

对于联立方程 ( 4)和 ( 5)的估计,本文采用三阶

段最小二乘法。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同时对全部方程

进行估计,得到所有方程的参数估计量。它利用了

模型系统全部前定变量的数据结构和结构方程的相

关信息,因此,在大样本下其估计结果的渐进有效性

要高于有限信息估计方法。将估计结果中 URBAN�
PIL和 GRPIL的系数 a2, �, an的估计值代入 ( 2)

式,可以求得 �i的估计值。

� � 三 �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采用 STATA11. 0软件, 对联立方程 ( 4)和 ( 5)

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表 2所示。

1.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及长期影响

利用表 2的估计系数, 我们可以根据 ( 2)式计

算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系数,如图 1和图 2

� � 表 2�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PGDPGR URBAN

URBANPIL( n= 2 ) - 0. 124( 0. 058 ) **

URBANPIL( n= 3 ) 0. 127( 0. 074 ) *

GRPIL( n= 2 ) - 11. 606( 3. 377) * **

GRPIL( n= 3 ) 38. 44( 13. 208) * **

GRPIL( n= 4 ) - 27. 307( 10. 127) * **

POPGR - 0. 62( 0. 105 ) ** * 0. 14( 0. 602)

INVT 0. 007( 0. 004 ) *

EDU 0. 036( 0. 011 ) ** * 0. 152( 0. 06) **

GOV 0. 007( 0. 009 )

TRADE - 0. 018( 0. 005 ) ** * 0. 186( 0. 024) * **

PRIVATE 0. 066( 0. 012 ) ** *

LNGDP 0. 011( 0. 004 ) ** *

AGR - 0. 587( 0. 098) * **

MSR - 0. 048( 0. 022) * *

CON 0. 009( 0. 026 ) 0. 587( 0. 051) * **

� � 注:由于去掉了 8年的数据,实际进入估计的观察数是 403;括

号中为 t统计值; * 、* * 和 * *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

显著。

所示。从图 1中可以看出, 在当年城市化水平提高

会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在一年后城市化水平

上升经济增长水平反而下降, 并且这种负相关会一

直持续下去, 直至收敛为 0; 从累积效应来看, 除当

年的正影响外,一年后的影响为负,并逐渐扩大。从

结果来看,虽然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呈现正影响,但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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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当年,且累积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

因此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

不如期望的那样,其结果甚至相反。

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与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不

无关系。持续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人口由农村

向城市转移,带来统计数据上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因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这部分边际生产

力几乎为零的移民进入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工业

部门, 推动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但与此同时,农村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仅被当作纯粹的劳动力, 也不享

受平等的就业、居住、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权

利,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这种半城市化的结果严

重阻碍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 首先,

严重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张,进而限制了市场规模

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人力资本的形成, 使得城

市集聚经济特征不明显;其次,这些未被城市接纳的

人口,在全国范围内随工资待遇而流动,而加剧的人

口流动则极大地增加了地方经济波动的风险;最后,

进入城市现代部门的农民工被户籍制度锁在农村,

拥有宅基地和耕地,不能有效退出,导致农村人均资

源无法提高,收入也无法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也就无

法缩小而被长期保持,进而推动更多的农民进城,形

成恶性循环。

从整体来看, 这种半城市化特征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是负向的:第一,城市内部两类人群福利上的巨

大差异很可能会造成社会冲突, 为防范这种社会冲

突或保护居民财产,城市部门需要更多的非生产性

投资,而这将构成对城市产出的耗费; 第二, 无法缩

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及城市间发展水平的差异, 导致

劳动力流动不均衡,少数超大城市集聚不经济的现

象凸显,而大多中小城市却集聚不足,从而造成效率

的普遍损失。

从图 2可以看出,当年的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

影响为负,滞后一期才开始出现正影响,之后又开始

并一直呈现负影响, 直至收敛为 0; 从累积效应来

看, 经济增长对于城市化的影响为负,虽然在一年后

负影响有所减小, 但之后这种负影响又开始扩大。

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然而本

文的结果却有相异之处。在考虑了城市化与经济增

长的相互影响后,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从

长期来讲,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促进城市化水平的

提高。这暗合了张 ( chang)的研究结论:直到改革开

放,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并不滞后, 而城市化滞后发生

在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后期, 即经济增长并

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水平
[ 34 ]
。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本文认为主要是传导机

制出现了偏差:一方面担负发展地方经济责任的地

方政府大规模征收集体土地, 以廉价的工业用地转

让吸引制造业投资, 进行 �低价工业化 �, 进而带来

�高价城市化� (各类要素价格快速上涨 )
[ 3]
; 另一方

面, 中国 30年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的背景是国际

产业资本与中国内地及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

区的结合,只有生产增长而无消费增长
�
, 居民收入

增长幅度跟不上经济增长幅度。因此,政府土地城

市化而非人口城市化的强烈意愿以及居民城市化的

能力不足之间的发展结果, 是城市化的停顿和城市

产业竞争力的损害,进而使得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地

推动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甚至还起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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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

进作用在短期内是存在的;长期来看,中国的城市化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是负向的, 城市化与经

济增长之间通常所认为的相互促进的影响机制并未

在实证中得到验证。因此,从可持续性的角度看,现

在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城市化模式会造成城市化与经

济增长之间负向激励, 从而使得二者之间相互促进

的良性影响机制无法真正建立起来。

2.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其它影响因素

计量研究还发现了其它影响经济增长和城市化

之间关系的因素。在经济增长方程中, 实证结果表

明:滞后一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

正,且极为显著; 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

影响, 这可能与中国的劳动力总体过剩有关;教育和

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正影响; 政府支出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为正, 但不显著, 表明长期来看, 政府

财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非国有化程度

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

呈显著负影响,这可能与地方政府为获取地方短期

利益而对外参与国际分工、对内分割市场,导致经济

集聚效应不足而损害经济增长有关。特别是在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权下降, 地方政府

迫切地希望依靠本地经济来加强地方财力, 上述现

象就更为明显
[ 35]
。

在城市化方程中, 教育对城市化有显著的正影

响,表明教育对城市化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经济开放

对城市化有显著的正影响, 活跃的地方经济能够促

进劳动力要素由农村流向城市,经济活动也进一步

向城市集聚。农业经济活动的相对比例的下降推动

了城市化进程, 且影响显著, 这与戴维斯 ( Dav is)和

亨德森 (H enderson)的结论是一致的
[ 28 ]
。第二、三

产业之比对城市化有显著的负影响, 这表明中国面

向全球的工业化扩张模式对城市化的影响是负面

的。

� � 四 � 结语

� � 尽管在现阶段或未来一段时间内, 城市化仍然

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城市化与我国经

济增长之间的良性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因此, 为发

挥城市化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不能简

单地推动人口向城市集聚, 而应该注重:第一, 调整

经济增长方式,改变 �低价工业化 � 高价城市化 �的

发展思路,着力提高劳动者报酬,改善国民收入分配

格局,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以保证农村居

民的城市化能力; 第二, 改变当前的城市化模式, 避

免人口流动不平衡造成超大城市过度拥挤、中小城

市集聚不足。

就研究进展而言,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阶段性特点, 还有待

今后的研究加以发现和证明。但遗憾的是, 要研究

二者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还需要更长时间跨度的数

据, 而且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质量也还有待提高,这可

作为以后的研究方向。

�A bstrac t� � This article inco rpo ra tes distribution - lag

m odel into simu ltaneous equa tions to study the nexus of urban i�

za tion and econom ic g row th by the use o f pane l data from Ch i�

nese prov inces during the period 1987 - 2008. The find ing s in�

c lude that the mutual prom o ter re la tions betw een urbaniza tion

and econom ic g row th are ex istent in the short term; tha t the cu�

m ulative effec t of urban ization on econom ic g row th is s ignificant�

ly negative, and v ice versa; and that Chinese econom ic g row th

and u rban ization have no t fo rm ed a v irtuous c irc le in the long

te rm.

�K eywords�� urbaniza tion; econom ic g row th; simu ltane�

ous equa tions

注释

� � 已有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均产出水平受 MSR的影响, 参见欧

( Au)和亨德森 (H end erson )的研究 [ 30]。

� �  中国统计年鉴 �的数据显示:我国从 1978年到 2008年的总消

费率由 62. 1%下降到 48. 6% ,而居民消费率 (总消费构成中的

居民消费占 GDP的比重 )由 48. 26%下降到 3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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