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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构建 Var 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对福建省城镇化与内需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城镇化与内需的相互促进效应明显，城镇化刺激内需增长，内需增长也带动城镇化的发展; 另一方

面，短期内城镇化的投资效应先于并强于消费效应，但长期趋势上，消费需求与城镇化发展关系更为紧密，二者之间的相互

推动作用愈加明显。其政策启示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 1) 积极推进城镇化，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内需扩大效应; ( 2) 应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既要正确引导投资需求向利于城镇化方向发展，又要特别注重提高消费需求，以促进内需结构调整; ( 3) 坚

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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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domestic demand growth in Fujian Province

HONG Meng-ru
( School of Economic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108，China)

Abstract: Var model is built，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echnology are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dy-
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domestic demand growth in Fujian Province． On the one hand，mutual promotion be-
tween urbanization and domestic demands is significant，and urbanization stimulates domestic demand growth while domestic demand
growth has also accelerated the urba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in the short term the urbanization investment effect is ahead of and
higher than the consumption effect，but in the long te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ption demands and urbanization tends to be
closer，and the mutual acceleration between them is more remarkable． Accordingly the three policies are proposed as follows． ( 1)

Actively accelerate urbanization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nlarging effect of domestic demands in urbanization． ( 2)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development，correctly guiding the investment demands favorable for urbanization while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enhancing consumption demands，so as to promote the adjustment of domestic demands structure． ( 3) Persist in the urbanization
taking peopl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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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提出了扩大内需促进经

济平稳增长的政策，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对扩大内

需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并提出了详尽的措施。这表

明了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对经济结构进

行战略性调整的决心，也充分透露出扩大内需在中

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战略性意义。内需是相

对外需而言的，包括“两辆马车”即消费需求和投资

需求。经济危机以来外部需求疲软，地处我国东南

沿海的福建省出口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扩大内需是

保证福建省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出路。目前学术界

普遍认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和最有效

途径。
近年来，对“扩大内需”和“城镇化”及其关系

的研究较多。唐踔等认为城镇化是后危机时代扩

大内需的引擎，并从引发消费需求、刺激民间投资、
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分析了城镇化对扩大内

需的效应［1］。罗富政等分别利用我国省域面板数

据和国际上不同类型国家城镇化进程进行研究，发

现城镇化只有在诸多必要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发挥

好扩大内需的作用［2］。张士斌分析了城镇化与扩

大内需的关联机理，提出了政府要转变政策导向和

财政投入机制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3］。刘厚莲基



于全国 28 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推进

城镇化的过程中要警惕城乡收入差距，才能有利于

扩大内需［4］。
以上研究立足于内需总体增长的角度研究城

镇化对内需的作用机理，另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内需

结构的角度对问题进行了探讨。( 1) 关于城镇化与

消费需求的关联性研究。何晓英通过实证研究分

析了内需结构失衡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5］。陈

彦斌等认为投资主导的城镇化模式无法破解当前

的经济困境，未来城镇化应当以民生为导向、注重

社会建 设 和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建 设，实 现 农 民 市 民

化［6］。熊必琳等指出总需求存在结构问题，认为要

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7］。
( 2) 关于城镇化与投资需求的相关性研究。吕颖毅

对基础设施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与城镇化率的相关

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城镇化过程中投资效率的

评价体系，并强调要正确引导投资参与城镇化建

设［8］。
综合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单纯进行了理

论与政策研究的居多，进行实证研究的又集中从城

镇化对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的单一角度分析问题，

能将城镇化与内需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三者综

合进行实证研究的仍较为鲜见。而将消费需求水

平和投资需求水平作为衡量内需的指标分别与城

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考量，有利于从经济结构的角度

来分析问题，使得研究结果更深入和透彻。福建省

地处东南沿海，是海西建设重点开发省份，将其作

为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鉴于此，笔者以

福建省 1982 － 2012 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构建 Var
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分析城镇

化与内需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互动关系。

一、福建省城镇化与内需增长关系的实

证过程

1980 年由 Sims 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这

种模型克服了传统计量经济思路的困境，不以严格

经济理论为依据，系统中所有变量都作为内生变

量，模型的构建中每个内生变量都作为系统中全部

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进行回归。假设变量 y1t 与
变量 y2t存在互动关系，若分别建立 2 个自回归模型

y1t = f ( y1( t － 1) ，y1( t － 2) ，…) ，y2t = f ( y2( t － 1) ，y2( t － 2) ，

…) ，则无法分析 2 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 Var 模型

采用的是自回归模型的多方程联立形式，解决了这

一难题。因此，本文选取 Var 模型来分析城镇化发

展与内需增长的互动关系。
( 一)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笔者参考国内外文献，最终选取城镇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即城镇化率 UＲ 来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

数据全部来自《福建省统计年鉴》1982 － 2012 年共

31 个年份的年度数据整理所得，其中，2000 年之前

的数据由于年代较为久远，统计口径与当前存在较

大出入，未统计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只有农业与

非农业户籍人口。1982 － 1999 年的城镇化水平参

考周一星等以“五普”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分省城镇

化水平数据的修补结果，2000 － 2012 年的城镇化水

平则按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9］。内需和

外需共同构成社会总需求，而内需是相对国内的需

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本文分别以人均消

费水平 AC 和人均资本形成额 AI 来反映内需构成

中的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

影响，人均消费水平 AC 和人均资本形成额 AI 均以

1982 年为基期按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折算。同样，内

需构成中的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数据均来自《福建

省统计年鉴》1982 － 2012 年共 31 年的年度数据整

理所得。为消除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

又要保持数据特征，文章分别对城镇化率 UＲ、人均

消费水平 AC 和人均资本形成额 AI 进行对数转换，

分别记为 LＲ、LC、LI，并以此进行模型的构造。
以上整理所得数据显示，1982 － 2012 年，福建

省城镇化率从 21． 63% 提高到 59． 6%，年均增长

1． 27%。城镇人 口 从 1982 年 的 548 万 人 增 加 到

2012 年的 2234 万人，年均增加 56． 2 万人。人均消

费需求从 1982 年的 348 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19034
元，年均增长 623 元。人均投资从 1982 年的 127 元

提升到 2012 年的 27296 元，年均增加 906 元。通过

对相关数据进行作图，可以看到 LＲ、LC、LI 等 3 个

变量随时间的变化特点及增长率趋势图非常相似。
据此，可以判断三者存在显著相关性。下面笔者将

利用 Var 模型进一步做实证检验。
( 二) ADF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由于变量非平稳导致时间序列伪回

归现象，需要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只有变量

平稳或者存在协整关系的同阶单整序列才能构建

Var 模型。本文通过 eviews 6． 0 对反映城镇化水

平、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变化趋势的 3 个指标 LＲ、
LC、LI 进行 ADF 检验。由检验结果表 1 可以知道，

3 个指标在 5%和 10%显著性水平下均接受存在单

位根的假设，即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分别对 L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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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LI 进行一阶差分得到△LＲ、△LC、△LI 序列，再

进行平稳性检验，由表 1 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在 5%
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时间序列。

( 三) 协整分析

由以上 ADF 检验得出的反映城镇化水平、消费

水平和投资水平变化趋势的 3 个指标 LＲ、LC、LI 的

时间序列不平稳，但其一阶差分△LＲ、△LC、△LI 序

列均为平稳的结论，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从

软件 eviews 6． 0 对 LＲ、LC、LI 做协整检验的结果，可

以看到在 5% 显著性水平下，3 个变量存在协整关

系，这意味着在 5%显著性水平下城镇化率、内需的

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s of unit root test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检验值 临界值 5% 临界值 10% P 值 结论

LＲ ( C，T，3) － 1． 748331 － 3． 587527 － 3． 229230 0． 7012 不平稳

△LＲ ( C，0，4) － 3． 222253 － 2． 986225 － 2． 632604 0． 0305 平稳

LC ( C，T，1) － 1． 567332 － 3． 574244 － 3． 221728 0． 7811 不平稳

△LC ( C，0，0) － 3． 421004 － 2． 967767 － 2． 622989 0． 0184 平稳

LI ( C，T，1) － 1． 523672 － 2． 971853 － 2． 625121 0． 5072 不平稳

△LI ( C，0，0) － 4． 691419 － 2． 971853 － 2． 625121 0． 0008 平稳

注: 检验类型( C，T，L) 中 C，T，L 分别表示模型中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其中滞后阶数是根据 AIC 准则自动选择的结果。△

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结论是在 5% 显著性水平下做出的判断。

( 四) Var 模型的构建

1． 最优滞后阶数的确定。Var 模型最优滞后阶

数的选择既不能太大又不能太小，因为滞后阶数越

大越能反映变量长期关系的动态特征，在一定程度

上滞后期越长模型的解释能力越强，但随之需要估

计的参数就越多，模型自由度就越小。因此本文综

合 LＲ、FPE、AIC、SC、HQ 等 5 个评价指标来对最优

滞后期进行选择。最终得到最优滞后阶数为 4。
2． Granger 因果检验。前面通过 Johanson 协整

检验验证了 LＲ、LC、LI 等 3 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满足了 Granger 因果检验变量序列平稳或非平稳但

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条件。Granger 因果检验可以

判断 3 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城镇化率与内需

的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的因果关系。
表 2 为最优滞后阶数 4 下的 eviews 6． 0 软件检

验结果可以看到，一方面，在 5%显著性水平上城镇

化发展与人均消费存在着双向互动、互为因果关

系; 另一方面，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人均投资是城

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城镇化发展不是人均投

资的格兰杰原因。
表 2 城镇化发展与人均消费、人均投资的格兰杰原因检验结果

Table 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of urbanization and per capita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原假设 F － 统计量 P 值 结论

城镇化发展不是人均消费的格兰杰原因 5． 1678 0． 0060 拒绝原假设

人均消费不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3． 0186 0． 0455 拒绝原假设

城镇化发展不是人均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2． 1554 0． 1156 接受原假设

人均投资不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2． 8133 0． 0564 拒绝原假设

注: 以上结论是基于 10% 显著性水平作出的判断。

3． Var 模型稳定型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的前提是 Var 模型的平稳性，通过 eviews 6． 0 软件

对 Var 模型的稳定性进行判断，结果显示 Var 模型

所有特征方程根均落在单位圆内，即构建的 Var( 4)

模型是平稳的，可以进一步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和

方差分解分析。
4． 脉冲响应。Var 模型对于单个参数估计值的

解释性不强，往往需借助脉冲响应来观察一个内生

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映。脉冲响应函数可以通过

描述系统对单位冲击所作出的动态反应，判断变量

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和持续性。对一个变量的冲

击不仅直接影响到变量本身，还通过 Var 模型的动

态结构传导到其他所有内生变量。下面图 1、2 为

通过软件 eviews 6． 0 作出的脉冲响应轨迹，可以从

中得到以下结论。
( 1) 消费需求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分析。由图

1 可以看到，当城镇化受到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冲击

时，消费需求以正向响应为主，消费需求变动存在

一个滞后期，但从第 2 期开始正向响应迅速增大，

并在第 3 期达到最高水平，随后正向响应开始减

弱，并在第 4 和第 5 期出现短暂、微弱的负向响应，

此后第 6 期开始恢复并经历了一次上下波动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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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响应，直到第 8 期正向响应才开始收敛于 0。这

主要是因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转移到城

镇，虽然消费水平没有立即发生改变，但经历短暂

的生活环境的调整和适应之后，大量消费需求迅速

涌现。然而，由于城镇产业结构还不完善，尚不能

创造出足够多稳定的就业岗位，城镇就业压力大，

农村转移人口收入不稳定，于是，居民消费增幅逐

渐减弱。直到城镇化建设的逐步完善，农村转移人

口收入逐渐稳定，居民消费水平才出现了较长时间

的持续上涨。总体上，随着福建省城镇化建设水平

的提高，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生产要素

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生产方式由粗放式

农村自然生产转向城市社会化大生产，将使生产效

率极大提高，居民收入随之增加，进而促进消费水

平的显著提升。
( 2) 投资需求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分析。由图

1 可以看到，当城镇化受到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冲击

时，投资需求立即出现正向变动，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强度不断增加，并在第 2、3 期维持在较高的水

平，随后开始减弱，在第 4 ～ 7 期出现微弱的负向响

应，从第 8 期开始稳定并趋向于 0。这是因为随着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规模的扩大，城市基本设

施建设的投入，以及对住房、医疗等的大量需求，投

资水平在短时间内将显著提高，但随着资本的边际

报酬率递减和前期投资的消化需要一段时间，投资

需求逐步减弱，最终趋于平稳。总体上，福建省城

镇化进程中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带来了投

资需求的显著提升。

图 1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

Fig． 1 Impulse response of consumption demands and investment demands to urbanization

图 2 城镇化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脉冲响应

Fig． 2 Impulse response of urbanization to consumption demands and investment demands

( 3) 城镇化对消费需求的脉冲响应。由图 2
可以看到，当消费需求受到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冲击

时，刚开始城镇化出现低水平的负向变动。这一方

面可能是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消费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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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高收入群体带动，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

平没有得到改善; 另一方面，可能是消费水平的提

升主要是政府消费支出增加，而不是由居民消费带

动。所以，这 2 个方面原因使城镇化出现微弱的下

降。但从第 3 期开始，城镇化迅速提升并达到最高

水平，这可能是因为消费支出结构中，中低收入群

体的贡献率提高引起，随着群体收入差距的减小，

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

比重上升，居民消费提高带来的人口集聚、劳动力

转移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进而引起城镇化水平随之

提升。此后正效应开始减弱，到第 4 期以后，出现

平稳并趋向于 0。总体上看，消费水平的提升有利

于福建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 4) 城镇化对投资需求的脉冲响应。由图 2 可

以看到，当投资需求受到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冲击是

城镇化率存在一期的滞后反应，从第 2 期开始出现

正向响应，并持续到第 4 期，之后出现短暂的负效

应，从第 6 期开始归于平稳，并趋向于 0。正向响应

说明投资的扩张通过带动企业规模的扩大，就业机

会的增加，吸引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而加

速城镇化进程。而短暂却明显的负效应说明了城

镇化的推进对投资的要求，不仅要有数量的保证，

更要有质量的提升。当投资只追求量的扩张，而大

搞无效投资，重复建设，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完善，

反倒阻碍福建省城镇化发展。
5． 方差分解。脉冲响应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

其他变量误差冲击的反应，描述的是模型受到冲击

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而方差分解是评价不同结构

冲击的重要性，是通过每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

化的贡献率，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为了

更加全面了解福建省城镇化与内需的消费需求和

投资需求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及各影响因素的相

对重要性，本文对已构建的 Var( 4) 模型的各变量进

行方差分解( 表 3) 。
表 3 各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

Table 3 Variance decompositions

滞后期
LＲ 的方差分解

LＲ LC LI

LC 的方差分解

LＲ LC LI

LI 的方差分解

LＲ LC LI

1 100． 00 0． 00 0． 00 8． 29 91． 71 0． 00 0． 40 45． 92 53． 68
2 71． 88 0． 00 28． 12 3． 45 96． 13 0． 42 2． 82 39． 19 57． 99
3 67． 49 6． 29 26． 22 9． 84 88． 10 2． 07 9． 25 33． 19 57． 55
4 62． 70 13． 13 24． 17 15． 30 78． 70 6． 00 11． 97 32． 65 55． 38
5 55． 53 18． 45 26． 02 17． 21 76． 11 6． 68 12． 30 37． 02 50． 67
6 52． 05 21． 14 26． 81 16． 20 77． 81 6． 00 11． 02 41． 51 47． 46
7 50． 04 22． 90 27． 06 14． 06 77． 34 8． 60 9． 21 42． 69 48． 10
8 48． 84 24． 48 26． 68 12． 03 74． 60 13． 37 7． 91 42． 51 49． 59
9 47． 82 26． 03 26． 15 10． 85 72． 34 16． 81 7． 43 42． 86 49． 71
10 46． 88 27． 53 25． 59 10． 48 71． 57 17． 95 7． 57 43． 82 48． 61

从表 3 可以看到，方差分解结果与脉冲响应结

果基本一致，即内需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均能推

动福建省城镇化的发展，反之，福建省城镇化的发

展会促进内需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加。进一

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 福建省城镇化水

平、内需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均受自身变动影响

显著，尤其是城镇化水平和内需的消费需求，在第

一期福建省城镇化和内需的消费需求分别有 100%
和 97． 71% 由自身实现的; ( 2 ) 内需的消费需求受

福建省城镇化的影响比内需的投资需求受福建省

城镇化的影响更显著; ( 3) 内需的消费需求对福建

省城镇化的贡献率逐年增大并在第 10 期超过投资

需求对福建省城镇化的贡献率，即内需的消费需求

比投资需求更有助于推动福建省城镇化。

二、结论及政策启示

( 一) 结论

1． 从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判

断，福建省城镇化与内需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存

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这种关系表现为正向相

互促进作用。相比较于福建省城镇化与投资需求

的联系，城镇化与消费需求因果关系更加显著。
2． 从脉冲响应结果可以看到，当福建省城镇化

受到一个正向冲击时，内需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均主要表现出正向响应，但二者反应情况仍存在差

异。消费需求对城镇化存在一期滞后反应，与消费

需求不同的是，面对福建省城镇化的一个正向冲

击，投资需求当期便作出正向响应，且响应强度大

于消费需求。这说明，福建省城镇化的推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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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先表现出投资效应，消费效应要滞后于投资

效应，且投资效应强于消费效应，长此以往，若没有

政策引导，可能会带来内需结构失衡的问题。
当给内需的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一个正向冲

击时，福建省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正向响应。其

中，城镇化对消费需求的冲击反应存在 2 个调整

期，调整期过后基本呈现正向响应。而城镇化对投

资需求的冲击反应存在一个滞后期，滞后期过后以

正向响应为主，期间存在的负向响应虽然短暂却比

较明显。这表明内需的投资和消费均可以推动福

建省城镇化发展，但其中的投资若只求数量不求质

量，大搞“形象工程”或盲目投资，对福建省城镇化

建设不仅无利而且有害。
3． 从方差分解结果分析，福建省城镇化对内需

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均有贡献，且对消费需求的

贡献率要大于投资需求; 相应地，内需的消费需求

和投资需求也均对福建省城镇化进程有贡献，其中

消费需求对福建省城镇化的贡献率随时间的推移

而逐渐增加并最终超越投资需求的贡献率。这说

明了消费需求与福建省城镇化发展随着时间的推

进呈现出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
( 二) 政策启示

1． 积极推进城镇化，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内需扩

大效应。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城镇化蕴

藏着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与大城市相比，小城镇

的发展空间更为广阔，在扩大内需方面可挖掘的潜

力更大。小城镇是城镇化的基层单元，是城市与乡

村的连接纽带。小城镇的发展需结合城镇功能定

位以及地方产业优势，立足自身区位特点及资源禀

赋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布局和城镇经济。与特色

产业相结合，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培育各个城镇

的主导产业、骨干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用区域发

展政策指导城镇产业分工，避免低水平竞争和趋同

发展。
2． 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既要正确引导投资

需求向利于城镇化方向发展，又要特别注重提高消

费需求，以促进内需结构调整。前面研究结果表

明，城镇化的投资效应先于并强于消费效应，若没

有政策指引将导致内需结构失调，另外，不合理的

投资也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因此，一方面，要健

全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与农村转

移劳动力规模相适应，减少“形象工程”建设，引导

社会投资更多向基础教育、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养
老保险等民生工程倾斜; 另一方面，要推进产业结

构升级，为进城劳动力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提高

劳动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报酬，进而拉动消费增长，

以缓解内需结构的失衡问题。
3． 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仅是

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位置移动，更重要的是实现

劳动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让进城的农

民也享受到城镇文明成果。尽管短期内投资需求

推动城镇化效果更加显著，但从长远趋势上看，消

费需求对福建省城镇化的贡献更大。只有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实现农民收入增加

和消费水平提高，农民的市民化能力和意愿才能得

到满足，才能实现福建省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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