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 统计学与应用, 2023, 12(1), 139-145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a 
https://doi.org/10.12677/sa.2023.121016  

文章引用: 章标彪, 王承杰. 边疆省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以云南省为例[J]. 统计学与应用, 2023, 
12(1): 139-145. DOI: 10.12677/sa.2023.121016 

 
 

边疆省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 

章标彪，王承杰 

云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3年1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2月11日；发布日期：2023年2月23日 

 
 

 
摘  要 

《滇中城市群发展规划》于2020年8月26日印发，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把滇中城市群建立成为面向南亚以

及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核心区域，要实现此目标就要加强经济建设，而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是金

融市场的发展。本文对云南省1995~2019年年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了云南省经济增长与金融

市场的发展关系，利用R软件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ADF单位根检验、回归残差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

关系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金融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提

高云南省金融相关率，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金融市场的发展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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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 Yunnan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Plan, issued on August 26, 2020, clearly 
states that to establish the central Yunnan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 core area facing Sou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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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utheast Asia, to achieve this goal,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factors for economic growth i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this paper, the annual time series data of Yunnan Province from 1995 to 2019 are studied,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is 
analyzed, and the ADF unit root test, regression residual cointegration test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are performed on the time series data by R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Yunnan Province does not have an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re proposed, such as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correlation rate in Yunnan Province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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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云南省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印发了《滇中城市群发展规划》，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把滇中城

市群建立成为面向南亚以及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核心区域以及强大引擎，形成两个扇面服务国内和南亚和

东南亚，连接两地具有更加的辐射能力，成为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开放前沿门户，全面深化与南亚以及东

南亚的合作，建成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生态环境宜人、人民幸福快乐的现代化城市。要实现此目标

就要加强经济建设，而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就是金融的发展。经济与金融的关系相辅相成，两

者同增或者同减协同发展，金融业发展水平高会使得金融理论更加完善，各种新的金融服务会出现，资

金的周转率和利用率就会提高；同样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会更加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经济发展会促进金

融制度的变革进而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无论从现实的角度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一个地区或

国家金融发展的水平对经济增长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领域里运用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早已经是习以为常。Goldsmith (1969)收集了相关

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金融发展的数据，进而对相关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与快速增长的经济间的关系，研究

发现经济快速的增长的同时金融业也快速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同步增长[1]。King 等(1993)通过模型对

经济水平的进一步研究，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间有着正向的关系[2]。
Shaw (1973)结合有关理论得出了“金融深化论”，并据此提出了资源市场相对有效合理的配置，可以提

高政府和个人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进一步的带动经济快速增长[3]。 
国内学者对金融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做了大量研究，如谭艳芝等(2003)利用 OLS 方法对中国经济为何

快速增长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4]。卢峰等(2004)对中国 28 个省市区

1996~1999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私人部门从金融市场获取资金相对容易，进而对经济水平的快速增

长有着促进作用[5]。廖乔芊等(2016)通过构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类指标，以郴州市为例运用 ADF 单

位根检验方法以及回归残差协整检验方法，探讨了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之间蕴含的因果关系，最后给出

有关对策和建议[6]。孙敏等(2017)创新性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水平，运用协整检验法、

Granger 因果检验法以及脉冲响应分析对天津市的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进行动态分析[7]。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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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2018)通过构建 VAR 模型，对江苏省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与

金融市场的发展效率关系不显著，而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显著 Granger 因果关系[8]。于

涛(2018)以经济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模型，研究发现社会信贷水平、

金融相关率、保险市场指数对辽宁省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程度影响，并以此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对策

[9]。 
综上所述，在研究金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是以一省或者一市为例，并且多是东中部地区，

很少以边疆省份或者城市为例，本文将关注点集中于边疆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利用 1995~2019 年

云南省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 ADF 单位根检验、回归残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云南省金

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对策。 

2. 模型介绍 

(一) ADF单位根检验法 
假设序列的确定性部分可以由过去 p 期的历史数据描述，即序列可以表达为： 

1 1 2 2t t t p t p tx x x xφ φ φ ξ− − −= + + + +                              (1) 

式中， tξ 为序列的随机部分， ( )2~ 0,t Nξ σ 。 

其特征根 iλ 以及特征方程为： 
1 2

1 2 0p p p pλ φ λ φ λ φ− −− − − − =                               (2) 

如果所有的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 1iλ < )，则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平稳，反之不平稳。对于式(1)的序列

平稳性检验，可以通过检验它的回归系数之和的性质进行判断。对式(1)进行等价变换，简记为： 

1 1 1 2 1 1 1t t t p t p p t p tx x x x xρ β β β ξ− − − − + − − +∇ = − ∇ − − ∇ − ∇ +                     (3) 

其中： 1 2 1pρ φ φ φ= + + + − ， 1 2 , 1,2, , 1j j j p j pβ φ φ φ+ += + + + = −  。 
若 1 2 1pφ φ φ+ + + ≥ ，即 0ρ ≥ ，则序列不平稳且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 
若 1 2 1pφ φ φ+ + + < ，即 0ρ < ，则序列平稳。 

根据 ρ 构造 ADF 检验统计量：
( )
ˆ
ˆS

ρτ
ρ

= ，其中： ( )ˆS ρ 为 ρ̂ 的样本标准差。 

(二) EG检验 
多元非平稳序列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才能建立动态回归模型，故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才是关键。因此，

必须对多元非平稳序列先进行协整检验，才能确定是否能建立模型，也称为 Engle-Granger 检验，简称

EG 检验(EG 两步法)，它按照如下两个步骤进行。 
步骤一：建立响应序列与输入序列之间的回归模型： 

0 1 1
ˆ ˆ ˆ

t t k kt ty x xβ β β ε= + + + +                                (4) 

式中， 0 1
ˆ ˆ ˆ, , , kβ β β 为最小二乘估计值。 

步骤二：对回归残差序列{ }tε 进行平稳性检验。 
回归残差序列平稳性的判别一般情况下运用单位根检验，因此，假设条件等价于： 

( ) ( )0 1: ~ , 1 : ~ 0t tH I k k H Iε ε≥ ↔  

若回归残差序列{ }tε 通过平稳性检验，即 ( )~ 0t Iε ，说明响应序列与输入序列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三)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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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ger 因果检验，主要假设绝大多数时间序列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原假设是：序列 x 不是序列 y
的 Granger 原因；备择假设是：序列 x 是序列 y 的 Granger 原因。构造序列 y 的最优线性预测函数： 

0
1 1 1

p q l

t k t k k t k k t k t
k k k

y y x zβ β α γ ε− − −
= = =

= + + + +∑ ∑ ∑                          (5) 

式中，p 为序列 y 的自回归阶数；q 为引入的 x 序列的历史延迟阶数；{ }tz 为其他自变量序列。 
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拟合序列 y 的有约束预测模型(约束条件为 1 2 0qα α α= = = = )： 

0 1
1 1

p l

t k t k k t k t
k k

y y zβ β γ ε− −
= =

= + + +∑ ∑                              (6) 

对该模型进行方差分解： 

yz rSST SSR SSE= +                                    (7) 

式中， ( )2

1

n

i
i

SST y y
=

= −∑ ，代表序列 y 的波动平方和，n 为序列长度。SST 可以分解为由 y 和 z 的历史信

息解读的波动，记为 yzSSR ；不能由历史信息解读的随机波动，记为有约束残差平方和 rSSE 。 

在备择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拟合序列 y 的无约束预测模型： 

0
1 1 1

p q l

t k t k k t k k t k t
k k k

y y x zβ β α γ ε− − −
= = =

= + + + +∑ ∑ ∑                          (8) 

对该模型进行方差分解： 

xyz uSST SSR SSE= +                                    (9) 

式中， ( )2

1

n

i
i

SST y y
=

= −∑ ，代表序列 y 的波动平方和，n 为序列长度。SST 可以分解为由 x、y 和 z 的历史

信息解读的波动，记为 xyzSSR ；不能由历史信息解读的随机波动，记为无约束残差平方和 uSSE 。 

基于有约束残差平方和与无约束残差平方和构造 F 统计量： 

( ) ( )~ , 1
1

r u

u

SSE SSE q
F F q n q p

SSE n q p
−

= − − −
− − −

                        (10) 

式中， r u xSSE SSE SSR− = 。所以分子部分是 x 的回归误差平方和比上它的自由度 q，分母部分是无约束

残差平方和除以它的自由度。若显著性水平取α ，当 F 统计量大于 ( )1 , 1F q n p qα− − − − 时，拒绝原假设，

认为序列 x 是序列 y 的 Granger 原因。 

3. 结果分析 

(一)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指标)：通常用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增长水平，但是考虑到相关因素会对

经济总量产生影响，故本文选择云南省 GDP 实际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指标。 
2) 解释变量(金融市场发展指标)：本文选取了保险市场指标(IRS)、金融相关率(FIR)和社会信贷水平

(XDI)等三个指标来代表地区金融发展状况。IRS 将保险市场的保费收入与 GDP 的比值来表示；FIR 是金

融资产总量与 GDP 的比值，由于数据获取性低，故本文用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总额之和代替金融资

产总量；XDI 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 GDP 的比例来表示。 
3) 本文选取 1995~2019 年的云南省年度数据，数据均源自《云南统计年鉴》。 
(二) 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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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选取数据的对数进行分析检验。避免时间序列数据出现“伪回归”，首

先对原序列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当 ADF 检验的 P 值小于显著性水平时，拒绝原假设，变量不存在单

位根，序列是平稳的，反之，序列是非平稳的。ADF 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DF unit root test results 
表 1.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T,L) ADF 值 P 值 检验性质 稳定性 

lngdp (C,T,2) −1.89 0.600 水平 非平稳 

dlngdp (0,0,2) −2.93 0.01 一阶 平稳 

lnfir (C,T,2) −0.729 0.957 水平 非平稳 

dlnfir (0,0,2) −2.36 0.02 一阶 平稳 

lnxdi (C,T,2) −2.03 0.544 水平 非平稳 

dlnxdi (0,0,2) −2.70 0.01 一阶 平稳 

lnirs (C,T,1) −2.89 0.226 水平 非平稳 

dlnirs (0,0,2) −3.60 0.01 一阶 平稳 

注释：其中，C，T，L 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滞后阶数，0 表示没有截距项或者趋势项。 
 

根据上表的检验结果显示，原序列的 ADF 检验的结果都是接受原假设，即 P 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

( 0.10α = )，存在单位根，原序列不平稳。故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一阶差分后的 ADF 检验结果显示，

拒绝原假设即 P 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α = )，说明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时间序列数据是一阶单整的

I(1)，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2) 协整检验 
a) 按照 EG 两步法，对 lngdp、lnfir、lnxdi 和 lnirs 四个变量进行检验，判断它们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根据检验结果得出协整回归方程如下： 
ln gdp 7.3162 2.8494ln fir 1.5971ln xdi 0.6762ln irs= − + − −  

(−4.765***)  (2.114**)   (−1.062*)    (−1.881**) 
2 20.3507, 0.2579, 3.78R R F= = =  

在这里，括号内数值是 t 值，*、**、**与***分别表示在 10%、5%、0.1%与 0%显著水平下显著。协

整方程表明在 1995~2019 年 lngdp、lnfir、lnxdi 和 lnirs 这四个变量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GDP 增长率

与保险市场指标(IRS)、社会信贷水平(XDI)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GDP 增长率与金融相关率(FIR)存在着

显著的正向关系。从中可以得出保险市场指标(IRS)和社会信贷水平(XDI)增加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

金融相关率(FIR)增加会导致经济持续增长。 
b) 对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做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stationary test of the residual sequence 
表 2. 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C,T,L) ADF 检验值 P 值 结果 

error (残差) (0,0,2) −3.05 0.01 平稳 
 

根据上表检验结果显示，在显著性水平( 0.05α = )上拒绝原假设，即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故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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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是平稳的。说明 GDP 增长率与金融相关率(FIR)、保险市场指标(IRS)、社会信贷水平(XDI)之间具有

协整关系，意味着云南省经济发展与保险市场指标(IRS)、金融相关率(FIR)、社会信贷水平(XDI)之间存

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它们间具有同增或者同减的协同效应。 
3) 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ty test)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判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探寻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格兰杰因果检验可

以为我们寻求变量间的真正关系提供一种判断。格兰杰因果检验如表 3 所示。 
 
Table 3. Granger causality test 
表 3.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原假设 滞后期 F 值 P 值 结果 

lngdp 不是 lnfir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0.0431 0.8375 接受 

lnfir 不是 lngdp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1.5632 0.225 接受 

lngdp 不是 lnxdi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0.0429 0.8379 接受 

lnxdi 不是 lngdp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1.1062 0.3049 接受 

lngdp 不是 lnirs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0.0133 0.9094 接受 

lnirs 不是 lngdp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0.9107 0.3508 接受 

lnfir 不是 lnxdi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0.2517 0.6211 接受 

lnxdi 不是 lnfir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1.1145 0.3031 接受 

lnfir 不是 lnirs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1.3526 0.2579 接受 

lnirs 不是 lnfir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0.4904 0.4914 接受 

lnxdi 不是 lnirs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1.7555 0.1994 接受 

lnirs 不是 lnxdi 的 Granger 的原因 1 1.1753 0.2906 接受 
 

因为原序列是一阶单整，故在做 Granger 因果检验时选取滞后阶数为 1 进行 Graner 因果检验，从上

表可以看出 GDP 实际增长率、金融相关率(FIR)、保险市场指标(IRS)和社会信贷水平(XDI)相互之间不存

在 Granger 因果关系，说明在长期中金融相关率(FIR)、保险市场指标(IRS)和社会信贷水平(XDI)等金融市

场的发展指标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很明显，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不是很明显。 

4. 讨论与结论 

(一) 结论 
1) 云南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存在一定的联系，IRS、XDI 增加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FIR 增

加会导致经济持续增长。 
2) 从总体上看，云南省的金融发展水平不是很高，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是很明显；并且

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关系。一般情况下，金融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极大的促进

作用，而云南省并没有体现出这种现象。 
(二) 建议 
1) 提高金融相关率。金融相关率主要由金融机构贷存款总额构成，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

经济的增长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两者相互促进，但是我国现有的金融市场主要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

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竞争不强，不能更好的服务企业和个人。要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引入民间资本和中

小型金融机构，提高金融行业效率，加强金融供给，不断丰富金融产品和提升服务水平，满足消费者和

企业的各种需求，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从而进一步提高金融相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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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经济与推动金融发展并重。金融发展一般会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实证结果表明，云南省

并不符合这种情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金融发展，要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注意金融市场的

变动，及时挽回损失。并且有关部门应加快金融业改革、加强金融产品的供给力度，通过政策加大金融

市场对经济的支持力度，进而提高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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