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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 1978 ~ 2006年的相关数据，从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效率变化三个角度对武汉市金融

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

系。其中，金融规模的扩大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金融结构的优化和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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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

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1. 国外研究综述。最早明确研究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

构内在关系的经济学家是金融发展理论创始人之一———麦金

龙。麦金龙研究了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后得出以

下结论：金融抑制条件下，各部门在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同待

遇会导致二元经济结构。此后，加尔比斯提出了两部门金融

发展模型，通过分析金融部门如何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之

间发挥中介作用，论证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Clarke、Xu和 Zou（2003）利用 1960 ~ 1995年 91 个国家的数

据，研究了金融中介部门的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

得出了金融发展速度与“现代部门的重要性”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的结论。

2. 国内研究综述。我国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

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理论研究方面，王少国（2003）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

构转换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

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

转换既有阻碍作用，也有促进作用。周振等（2008）以发展经济

学和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修正了外生技术进步假设，建立了

一个内生金融发展的二元经济增长封闭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提高部门资本存量及其积累速度，实现

二元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但是，受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配置资

源内在机制的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在部门之间会出现流动

性失衡，而这种失衡最终会在促进经济总产出增长的同时强

化二元经济结构。

在实证研究方面，彭建刚、李关政（2006）较早对我国金融

大小、成本高低和借款企业信用程度等因素来确定不同的贷款

利率；将部分短期贷款转为中期贷款，真正减轻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利息负担；制定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优惠利率政

策，适当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允许商业银行向中

央银行贴息再贷款，以大力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4）完善政府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服务体系。政府职能

要尽快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切实按照“简化环节、公

开运作、规范标准、注重实效”的原则，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强

化审批监督，推进一站式服务，减轻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负担；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肃查处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违

法违纪行为，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降低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办理注册变更、商标变更、税务登

记、土地变更登记、房产变更登记等服务的收费，切实维护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利益；搭建银行与企业的交流平台，定期或不

定期组织银企座谈会、企业自荐会、项目投资论证会、信贷资

金供需洽谈会、金融服务项目推介会、信贷咨询会等，实行企

业自荐、政府推荐、银行自选相结合的办法，帮助金融机构找

准信贷投入的突破口，确保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真正

落到实处。

【注】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渊编

号院07SJB630004冤尧常州科技城院校科研基金项目渊编号院

K2007305冤尧江苏工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渊编

号院JW200807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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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我国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著的影响。随后，

王修华、黄明（2007）以及华桂宏、吴晓松（2007）的研究都得出

了相似的结论。周振等（2008）以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反差指

数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度作为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的指

标，用金融发展规模来衡量金融发展，并以重庆市为例探讨了

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

的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以上文献大都只研究了我国整体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

构之间的关系，缺乏对区域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关

系的深入分析。本文的研究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 指标选取。

（1）二元经济结构指标。学术界通常采用比较劳动生产

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二元经

济结构。其中，二元对比系数是指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与工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该指标越小表明两部

门的差异越大。但是，在现代经济中，现代部门不仅指工业部

门，还包括第三产业，而且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现代

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仅仅考虑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对比

系数，并不能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的真实情况。因此，应对二元

对比系数的公式进行适当修改，以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

率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来衡量二元对比系

数。此外，由于二元对比系数是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合理延伸，

因此本文借鉴彭建刚和李关政（2006）的做法，选取修正后的

二元对比系数作为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指标，记为 ER。

（2）金融发展指标。为了准确探析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

构之间的关系，笔者从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效

率变化三个方面来确定金融发展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国际上通常采用麦氏指标和戈氏指

标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其中，麦氏指标为广义货币存量 M2

与生产总值 GDP之比，而戈氏指标则是一国全部金融资产

与生产总值 GDP之比。由于我国缺乏各地区M2和金融资产

的统计数据，因此无法直接使用麦氏指标或戈氏指标来衡量

区域金融发展规模。赵楠（2007）提出采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

存款和贷款合计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

规模，并诠释了设置该指标的内在原因。本文采用赵楠（2007）

的这一做法，将金融发展规模指标记为 FG。

金融发展结构指标。金融发展结构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

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相对构成。根据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这两种融资模式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可以区分为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和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我

国从建立金融系统到现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银行都在

金融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股票市场则由于我国

的体制性缺陷已演变成国有企业筹资的场所，并没有形成间

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互补的态势。鉴于此，本文选取金融中介农

业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来测度金融发展结构，记为 FJ。

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亚洲开发银行以私人部门的信贷量

与名义 GDP 之比来反映金融发展效率。King 和 Levine

（1993）则对这一指标进行了改进，提出用非私人部门的信贷

量与总信贷量的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王志强、孙刚

（2003）运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

贷款的效率。本文借鉴这一做法，用金融机构存款额与金融机

构贷款额之比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记为 FX。

2. 数据来源。鉴于 1978年之前数据的代表性、可获得性

较差，本文收集了 1978 ~ 2006年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其中，

1978 ~ 1995年采集的是银行信贷资金数据，1996 ~ 2006年采

集的是全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武汉四

十年》、《武汉五十年》、《武汉统计年鉴》等。

在实证分析前笔者对数据作如下处理：为了消除通货膨

胀带来的数据失真影响，通过官方公布的武汉市商品零售价

格指数（以 1978年为基年）对 GDP加以调整。存款余额和贷

款余额指标消除价格因素影响的处理方法是借鉴 King 和

Levine（1993）的做法，用名义值上年和本年的平均值来表示。

三、实证分析

1. 数据特征描述。武汉市 1978 ~ 2006年二元对比系数以

及金融发展指标的变化情况如图 1、图 2所示。从图 1可以看

出，1978年以来，武汉市二元对比系数呈现明显的倒 U形变

动趋势，但至今未突破 50%，这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差距，说

明武汉市二元经济结构明显，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很

大，工业化时代远未形成。从图 2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规模指

标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均呈波动性上升态势，而金融发展结

构指标在 1982年达到峰值后呈下降趋势。这三个指标与二元

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将在下面的实证检验中给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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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首先

采用 Dickey 和 Fuller（1974）提出的 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

验变量的平稳性。其中，检验过程中滞后项的确定采用 AIC

原则，结果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

ER、FG、FJ、FX表现为 I（1）非稳定序列；吟ER、吟FG、吟FJ、

吟FX表现为 I（0）稳定序列。

3. 协整检验。Engle和 Granger（1987）指出，如果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时间序列，

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并可得到协整方程。本文

采用 Johansen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Jonhansen检验法是一

种基于 VaR模型的检验法。因此，笔者在建立 VaR模型前，

运用 AIC原则和 SC原则选择滞后阶数为 4阶。上文已经检

验了变量序列 FG、FJ、FX与 ER为 I（1），由此可直接检验变

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的检验结果显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之间

具有两个协整关系，由于本文只考虑区域金融发展与二元经

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因此选取第一个协整关系进行分析，其表

达式为：

ER=-1.567 086FG+10.158 3FJ+4.857 987FX

（0.183 64） （2.296 29）（0.451 38）

括号内数字为 T检验值。由上式可知，武汉市金融发展

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其中，金融发

展规模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是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结构和

金融发展效率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而且金融

发展结构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正向影响较大。这与大多数学者

得出的结果一致。

4. 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本质上是用回归分析工具

处理一个经济变量对其他经济变量的依存性问题，但并不表

示这个经济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间必然存在着因果关系。所

以，变量之间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进一步验证。

本文重点讨论区域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下

面笔者分别对 FG、FJ、FX 与 ER 采用非平稳序列下的

Granger因果检验法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

从表 3可以看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发展结构

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的 Granger因果关系，而金融

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不具有任何方

向上的 Granger因果关系。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就长期而言，它们之间存在均衡关

系。其中，武汉市金融发展规模的迅速扩大强化了二元经济结

构，而金融发展结构的优化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则有助于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按照市场经济

体制的客观要求，减少对金融活动的不当干预，鼓励四大国有

商业银行在注重盈利性和风险性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地加大

支农力度并突出支农重点，先行解决如水利、道路、信息网络

等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二是大力发展城市商业

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中小

信托投资公司、中小担保公司等武汉市地方金融机构，以充分

有效地利用本地区的金融剩余，确保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可以

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三是积极推进金融与农业的对接，通过

金融发展促进农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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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FG

FJ

吟FJ

FX

吟FX

-1.676 040

-5.741 983

-2.419 568

-4.955 048

-0.595 566

-2.649 535

-1.310 207

-3.497 798

（c，0，0）

（0，0，0）

（c，t，2）

（c，0，1）

（c，0，6）

（0，0，5）

（c，t，4）

（c，0，3）

-2.971 853

-1.953 858

-3.595 026

-2.981 038

-3.004 861

-1.957 204

-3.612 199

-2.991 878

不稳

稳

不稳

稳

不稳

稳

不稳

稳

I渊1冤

I渊0冤

I渊1冤

I渊0冤

I渊1冤

I渊0冤

I渊1冤

I渊0冤

变量
ADF检验
统计量

检验类型
（c，t，I）

临界值
（5%的显著性水平下）

稳定性 结论

表 1 各个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院淤检验类型中袁c尧t尧I分别表示常数项尧趋势项和滞后

阶数曰于本表统计结果及临界值均由Eviews5.0计算得出遥

协整向量个数的原假设

r=0

r=1

r=2

r=3

特征值

0.927 029

0.544 529

0.308 588

0.006 436

迹统计量（LR）

94.489 84

29.047 47

9.386 884

0.161 411

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

40.174 93

24.275 96

12.320 90

4.129 906

表 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阴窑50窑 援 下旬

零假设

FG不是ER的Granger原因

ER不是FG的Granger原因

FJ不是ER的Granger原因

ER不是FJ的Granger原因

FX不是ER的Granger原因

ER不是FX的Granger原因

最优滞后期

4

4

4

4

4

4

目标数

25

25

25

25

25

25

F统计量

2.113 61

1.569 24

4.017 85

6.399 45

1.932 00

1.207 09

表 3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P值

0.126 46

0.230 44

0.019 22

0.002 84

0.154 11

0.346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