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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运用Johansen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陕西省1991-2010年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

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陕西“三化暠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呈同向发展态势;短期内工业化和农业现

代化水平的提升会阻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滞后两期的情况下,陕西省工业化和城镇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现代化不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冲击总体上较为显著,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城镇化正向冲击较弱且逐步递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同

步推进陕西省“三化暠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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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针对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

现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

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暠这是党中央在新

的历史时期做出的重大决策。同步推进工业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暠)是现代化发展的客

观规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也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近年来,关于“三化暠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同步发

展问题,理论界与实践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与探索。
王全书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是农业现

代化的物质基础,加快工业化是加快城镇化的必然

选择,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而农业现

代化是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2]。夏春

萍等研究认为,工业化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提升农

业现代化水平[3灢4];但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又对工业

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业现

代化发展对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加速

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协助、推动作用,工业化、城镇化

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协调统一的关系。而王贝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但是由于农业现代化

发展和前两者间成反向变动,我国“三化暠发展处于

不协调的状态[5]。推进“三化暠同步发展,关键是要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充分发挥工业化和城镇化对

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与带动作用,实现工农和城乡协

调发展;同时需要建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提升与务

工经商农民同步市民化的机制,农业劳动力减量提

质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同时提高的机制等六大机

制[6]。
从国家层面考察,“三化暠之间相互影响、相辅相

成。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加速器,城镇化是工业化发

展的必然结果,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工
业化、城镇化可以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和保障,农
业现代化则巩固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但从区

域层面考察,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及其协同性有明显差异。厘清区域内部

“三化暠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对构建同步推进“三
化暠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将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与

实际意义。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理论及误差修

正模型探究陕西省“三化暠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及实现

“三化暠协同发展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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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一、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其统计性

描述

暋暋1.指标选取

设定工业化水平指标为INDR;对工业化水平

的衡量方法有多种,目前存在很大分歧,根据国际上

通常做法,并结合陕西实际,采用工业增加值占全部

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陕西省的工业化水平。设定

城镇化水平指标为URBR,采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百分比来表示城镇化水平。设定农业现代化水平为

AGRR,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综合有关统计

数据,采用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来衡量陕西省

农业现代化水平[7]。

2.数据来源及其统计性描述

计算工业化水平的工业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

的相关数据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2011》;计算城镇化

水平的城镇人口与人口总数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中国

卫生统计年鉴2010》;计算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方法采

用辛岭等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的评价的研究

成果[9],相关数据源于陕西省农业厅提供的相关材

料。1991-2010陕西省“三化暠发展水平见图1。
由图1可知,从1991年到2010年,陕西省工业

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其中城镇化的发展成效最为明显,城镇化水平由

1991年的22.3%到2010年上升至45.7%,年均增

长3.85%;特别是2005年以后,陕西省的城镇化进

程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增长4.06%。陕西省工业化

水平 从 1991 年 的 35.93% 增 长 到 2010 年 的

45.03%,年均增长1.2%,发展较为稳定。陕西省

农业现代化水平总体上处于盘旋式增长的趋势,年
均增长3.18%;在1998年前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

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经受挫,直到2004年前后,一
直处于低迷徘徊的状态。2004年以后,随着各项

“富农暠“惠农暠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陕西省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明显提速,年均增长4.6%。

图1暋1991-2010年陕西省“三化暠发展水平

暋暋二、实证分析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协整理论认为:虽然一些经济变量的本身是非

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

列。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且可被解

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8]。为避免数

据的平稳性变差、异方差等问题,对指标数据进行了

对数化处理,将反映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水

平的指标处理为lnINDR,lnURBR 和lnAGRR,经

处理后的指标并不影响原序列的协整性。
(1)单位根检验。为避免“伪回归暠现象,采用

Eviews6.0软件,运用ADF检验方法检验序列是否平

稳,滞后阶数的确定采用SC准则。检验结果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各序列在5%的水平下均为

不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在置信度为95%的置信区

间内平稳,所以这些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

lnINDR~I(1),lnURBR~I(1),lnAGRR~I(1)。

这表示三者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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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AR 模型的确定。采用Johansen协整检

验对这3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分析。
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法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

(vectorautoregressivemodel,VAR)模型的检验回

归系数的方法,适用于多变量协整检验,因此在协整

检验前首先要构造 VAR模型[9]。在 VAR(K)模型

的估计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滞后阶数 K 的确

定。在选择滞后期时,K 的取值要恰当,过小难以

完整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太大则会过于降低模型

的自由度,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值的有效性。为

了选择合适的K 值,根据 LR统计量(5%的显著水

平)、FPE最终预测误差、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

则与 HQ准则等5个指标进行判断,“三化暠关系模

型最终滞后阶数为2,即 VAR(2)。
表1暋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T,K) P 值 结论

lnINDR (C,N,2) 0.7817 不平稳

lnURBR (C,N,0) 0.8195 不平稳

lnAGRR (C,N,4) 0.8925 不平稳

殼lnINDR (C,N,4) 0.0326** 平稳

殼lnURBR (C,N,0) 0.0012** 平稳

殼lnAGRR (C,N,3) 0.0462** 平稳

暋注:表中检验形式(C,T,K)中C 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的截距

项,T 代表时间趋势,K 表示滞后阶数;N 表示不含截距项C
或者不含时间趋势T,**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

(3)Johansen协整检验。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

是对无约束 VAR(2)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

VAR 模型,所以该模型的滞后期是无约束 VAR(2)
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JJ协整检验的 VAR 模

型的滞后期为1,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在

1%的显著水平上变量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即三

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其协整关系式为:
lnURBRt =0.55lnAGRRt+1.07lnINDRt-

2.31+ECMt (1)

表2暋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协整方程个数 特征根 迹统计量 Prob.**

None* 0.8789 50.6663 0.0001

Atmost1 0.4936 12.6549 0.1279

Atmost2 0.0235 0.4278 0.5131

暋注:*、**分别表示在10%和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式(1)中ECMt-1表示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

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线性组合序列,也是该协整方

程的残差项,并将作为后面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

正项。从式(1)可知:从1991年到2010年,陕西省

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是同向进行的,工业化

和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正向影响。
“三化暠关系协整方程的系数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陕西农业现代化水平每提高1%,其城镇

化水平会提高0.55%;而工业化水平每提高1%,其
城镇化水平会提高1.07%。说明陕西省的工业化

比农业现代化能更好地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4)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陕西省的“三化暠之间

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但是,在短期内,城镇化水平与

工业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是否存在同向作用关

系,当城镇化水平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其回

调速度如何,可以通过构建其误差修正模型来进行

检验。其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殼lnURBRt = -0.16殼lnINDRt-1 -

0.37殼lnURBRt-1 -0.05殼lnAGRRt-1 -
0.09ECMt-1 +0.06 (2)

暋暋式(2)中的R2为0.7995,AIC为-7.5966,SC
为-7.3493,模型的整体效果较好。由模型可知,
城镇化水平的短期变动可分为四部分,分别为:工业

化的短期影响、城镇化自身的短期影响、农业现代化

的短 期 影 响 和 城 镇 化 偏 离 长 期 均 衡 的 影 响。

ECMt-1是误差修正项向量,反映了“三化暠之间的长

期均衡关系。模型的均衡调整系数为-0.09,表明

当城镇化水平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

-0.09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另外,短期内工业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对城镇

化水平的弹性为负数,分别为-0.16和-0.05,这
与长期协整方程中的弹性系数方向相反,说明在短

期内工业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对城镇化

水平的提升具有阻滞效应。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某个内生变

量对于目标变量来说是否可以看作是外生的。如果

某个内生变量有助于预测目标变量(即某个内生变

量能显著提高目标变量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

释的程度)且目标变量不能有助于解释此内生变量,
就可认为此内生变量是目标变量的格兰杰原因。对

陕西省的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进行格兰杰

因果检验,滞后期为2,结果如表3。
从表3中可知:栙工业化和城镇化互为格兰杰

因果关系。栚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互不为格兰杰因

果关系,主要原因是尽管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平的

提升释放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由于他们主

要是通过跨省转移的方式进行就业,对于省域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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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推动作用有限。同时,陕西省农业现代化水

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政策与资金的投入,城镇

化拉动作用不明显。栛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

杰原因,农业现代化不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主要

原因是陕西省轻重工业结构失衡,以重工业为主,工
业化与农业的关联度较低。

表3暋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自由度 Prob. 结论

lnINDR非lnURBR 格兰杰原因 18 0.0009 拒绝原假设

lnURBR 非lnINDR格兰杰原因 18 0.0614 拒绝原假设

lnAGRR非lnURBR 格兰杰原因 18 0.4744 接受原假设

lnURBR 非lnAGRR格兰杰原因 18 0.2045 接受原假设

lnAGRR非lnINDR格兰杰原因 18 0.3738 接受原假设

lnINDR非lnAGRR格兰杰原因 18 0.0278 拒绝原假设

暋暋3.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绘了一个扰动项加上一次性

的一个冲击对于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

的影响,用于分析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

态影响。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冲击的脉冲

响应及两者在受到城镇化冲击时的脉冲响应见

图2~图5。
(1)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冲击的脉冲

响应分析。从图2、图3可以看出:当工业化在本期

给城镇化一个正冲击后,城镇化水平的增长弹性在

前2期小幅下降,且为负数,从第2期后开始波浪式

增长,到第7期时达到最高点(0.004),而后又开始

缓慢下降。这表明陕西省的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

作用只限在某段时间内,工业化并不能一直拉动城

镇化的发展。陕西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符合钱

纳里和赛尔昆于1975年提出的城镇化与工业化的

“发展模型暠,即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历程是一个由

紧密到松弛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初期,城镇化是由

工业化推动的,随着制造业占 GDP的比重逐渐下

降,工业化对城镇化的贡献作用也由此开始表现为

逐渐减弱的趋势。
而当农业现代化在本期给城镇化一个正冲击

后,城镇化水平的弹性在前4期会稳定增加,但第4
期后则开始下降,且到第7期时,开始变为负值。这

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对城镇化发展起到一定

的促进作用,但这种效应不能长期持续,且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慢慢会阻碍城市化水平的发展。
(2)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冲击的脉冲响

应分析。从图4、图5可知:当城镇化在本期给工业

化一个正冲击后,工业化率增长弹性开始有一个短

暋注: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期

间间隔为2年;下同。

图2暋城镇化对工业化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3暋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冲击的脉冲响应

图4暋工业化对城镇化脉冲响应分析

图5暋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脉冲响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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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下降,从第2期到第5期有一个连续的增长过

程,且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0.017),之后又开始降

低;这表明陕西省城镇化对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作用

明显,但不能持续。
当城镇化在本期给农业现代化一个正冲击后,

农业现代化率在滞后期间内,呈波浪式上升的趋势,
但第5期之前为负影响;这表明城镇化对农业现代

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

4.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 VAR模型中的一个内

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

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

(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

构冲击的重要性。陕西省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

代化的方差分解见图6~图8。

图6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方差分解

图7暋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方差分解

从图6可以看出,从第7期开始,方差分析结果

基本稳定。陕西省城镇化自身的贡献率为26%左

右,工业化的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率在第9期

时最大达到62.68%;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对城镇

化发展的贡献率较小,大约仅占11%;这个结果与

模型2相吻合。
陕西工业化自身对其发展的贡献率最大,20年

间平均贡献率达82%。说明陕西省工业化的发展

顺承性较强,自1991年以来,陕西已有的工业发展

基础和积累为其工业化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之基,
且将继续为陕西工业的繁荣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

力。相比之下,陕西省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工

业化的发展贡献率较低,在第10期分别为17.6%
和9.8%。但从图7看出近年来陕西省城镇化的发

展对工业化发展的贡献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在第

7期达到20%左右。

图8暋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方差分解

从图8看出,不考虑农业现代化自身的贡献率,
陕西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贡献最大,在第5
期时达到54%。虽然城镇化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

发展所做贡献不大(年均贡献率在10%左右),但一

直处于不断增大的状态,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保持

这一态势。

暋暋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栙1991年到2010年,陕西省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且呈同向发展趋势,在短期内工业化水平和农业现代

化水平的提升对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具有阻滞效应。

栚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两期的情况下,
陕西工业化和城镇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农业现代

化与城镇化互不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工业化是农业现

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现代化不是工业化的格兰

杰原因。栛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对城镇化的正向冲击较小且不能持续;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相对而言,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率较大,
比农业现代化更能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综合脉

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析可知:陕西省城镇化在1991-
2010年20年间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促

进作用;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城镇化仍将继续推

动工业化,尤其是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且对两

者发展的贡献率会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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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推进陕西省“三化暠协调发展,需要遵循工

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内在作用规律,从
薄弱环节和关键着力点出发,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

和支持政策体系。为此建议:第一,消除体制性障

碍,形成有利于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同步发

展的体制和机制。第二,基于城乡统筹和包容性的

视角,从宏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制定与农民工市民化

阶段相适应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采取多项措施

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第三,加快农产品加

工业的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相互衔接,切实改变全

省轻重工业结构严重不平衡的状况。第四,做大做

强省域中小城市和重点建制镇,加快第三产业的发

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机会。
第五,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及技术推广,发挥科技对农

业的引领、支撑、保障、带动作用,促进农业生产规模

化、机械化、精确化、标准化、组织化、品牌化,提升农

业产业档次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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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StudyonInteractiveRelationshipbetween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andAgro灢modernizationinShaanxiProvince

XIAXian灢li,HAOJing灢hu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

Shaanxi,712100)

Abstract暋Thispaperanalyzesthedynamicrelationshipbetween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and
agro灢modernizationinShaanxiprovincefrom1991to2010byusingJohansencointegrationtestandthe
ErrorCorrectionModel.Theresultshowsthat"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andagro灢modernization"
inShaanxiprovincearecointegratedlyrelatedinlongtermandtheirdevelopmentaltrendsareinthe
samedirection;whileintheshortrun,thedevelopmentofindustrializationandago灢modernizationare
oppositetourbanization.Underthesituationoflaggingtwoperiods,industrializationandurbanizationin
ShaanxiprovinceareshowingmutualGrangercausality,industrializationistheGrangercauseofagro灢
modernizationwhileagro灢modernizationisnotGrangercauseofindustrialization.Theimpulseresponse
andvariancedecompositionanalysisshowthattheone灢time灢shockofagro灢modernizationandindustriali灢
zationcanonlycausethesmallandshort灢runfluctuationofurbanization,theone灢time灢shockofurbaniza灢
tioncancausethefluctuationofagro灢modern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inthestudyperiod.Therefore,

thispaperputsforwardseveralspecificpolicysuggestionsonhowtopushforwardcoordinateddevelop灢
mentof"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andagro灢modernization"inShaanxiprovince.

Key words暋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agro灢modernization;Johansen cointegrationtest;

Shaanx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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