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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利用 1999- 2007 年保费收入和 GDP的季度数据进行协整分析, 并构建均衡修正模型,实证检

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 GDP都对保险增长具有 Granger 因果关系,这验证了经

济增长通过改变保险市场参与主体投资与消费需求进而影响保险发展的假说。但是,保险发展在长期对经济增长

不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 短期内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较弱, 不支持保险发展会引发经济增长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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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理论界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探索银行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
[ 1]

, 而保险

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不那么受青睐。从我国

学者的研究来看, 该领域的文献也不多。但是近年

来,中国保险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保险资

产规模迅速增长,保险业功能和作用增强,地位大幅

提升。在这种新形势下, 深入研究我国保险发展同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对于寻找促进保险发展的原

动力,对于协调保险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把经济增长作为影响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 已

成为保险经济学界的一般共识。Hakansson、Camp

bell、Truett Dale 和 Truett Lila、Browne 和 Kim 都证实

一国收入水平是影响寿险投保水平最重要的因

素
[ 2] [3] [ 4] [ 5]

; Outreville 运用 55 个发展中国家的横截

面数据进行研究,通过构筑非寿险需求模型发现, 非

寿险需求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GDP 每

增长 1% , 会带来超过 1% 的非寿险需求增长
[ 6]
。

Skipper则对有关经济增长与寿险和非寿险需求关

系的文献作了归纳,提出经济增长是解释保险需求

最重要的因素
[ 7]
。

对于保险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学界

则一直存在争论。从经验上,往往会认为保险的发

展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早在 1963年世界贸易与发

展首届年会上,世界贸易与发展组织就正式指出 健

全的保险与再保险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

特征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也都会作出保险通过风

险转移和补偿对经济产生正效应的论述, 遗憾的是

对于这一结论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实证检验
[8]
。

Outreville也只是验证了保险市场发展与金融发展之

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保险市场发展水平越高, 金融

发展水平也越高
[ 9]
。相反,Ward和 Zurbruegg 对包括

英美在内 OECD九个成员国的研究表明, 保险发展

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长期稳定的关系, 某些国家

的保险市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而在其

余国家结论则是否定的, 即便是保险市场规模欧洲

第一、世界第三的英国也是如此
[ 10]
。不过, Maurice

Kugler 和Reza Ofroghi认为, 由于使用的总保费数据,

Ward和 Zurbruegg 的研究结论可能是受到了数据聚

合问题的影响,通过使用英国保险市场不同类型保

险数据进行分割研究发现,保险市场发展是英国经

济增长的促进因素
[ 11]
。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保险发展与经济

增长的相关性。林宝清、孙祁祥和贲奔、肖文和谢文

武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外部条件基本相近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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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 ( GNP)、人均保费收入与

人均 GNP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保险业的超常规

发展完全取决于 GDP 的增长
[ 12] [ 13] [ 14] [ 15]

; 卓志, 吴江

鸣和林宝清认为 GDP 的快速增长是影响我国寿险

消费的重要因素, 保费增长的收入弹性较大
[ 16] [ 17]

。

饶晓辉和钟正生考察中国实际 GDP 与总保费额的

关系后认为,保险市场的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经济增长才是保险市场发展的原因
[ 18]
。曹乾与何

建敏对保费收入与 GDP关系的研究表明, GDP 和保

费收入之间有明显的协整关系, 但在两个样本期间

内两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却出

现了差异:以名义值检验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保

费收入的Granger 原因, 但反之则不成立; 而以实际

值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 经济增长和保费收入增长

之间不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
[ 19]
。由于使用方法和

数据摘取的局限性,对于二者的因果关系目前尚缺

乏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

那么,中国保险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为阐述中国保险市场发展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以1999- 2007年中国保险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季

度数据为依据,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通过构建均

衡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保险市场的发展并非中国经济

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在长期和短期都是

保险市场发展的显著促进因素。

二、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假设

经济增长促进保险发展的观点受到多数业界人

士和理论界学者的支持。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保险发

展的分析思路有两点:第一,从保险经济学理论和保

险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保险需求增长

和结构升级的根本源泉, 是保险业发展的基本前提。

国民收入尤其是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会刺激财产

与人身保险需求的增长。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 随

着收入的增加, 在解决了当前基本生活需要以后, 人

们会考虑人身、养老、医疗等安全需要以及旅游、休

闲等更高层次需求带来的保险保障需求, 而且人们

可支配收入增加以后, 手里的闲置资金也会以投资

的方式购买储蓄型保险产品。第二,国民经济增长

为保险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源、良好的政策支持、稳定

的金融环境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宏观经济增长状态

良好,会为保险业的发展铺平道路。

保险发展引起经济增长的假说主要是基于对保

险损失补偿、资金融通功能的认识。保险发展对经

济增长第一个作用表现在,保险业的风险转移和补

偿机制使其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外部经济作用(正

外部性)。例如,可以使厌恶风险的消费者放心大胆

地消费和投资,而消费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源泉。保险业对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源于

保险业的金融中介或者说是资金融通角色,保险市

场的发展对一国经济体产业资本的积累具有显著的

影响。Lemond则认为, 保险投资从两个方面对宏观

经济具有促进作用: 一是提高消费储蓄向投资转化

的规模,二是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两方面加

总,即:通过促进金融深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

展
[ 20]
。Harold详细地阐述了保险业对经济增长的意

义:提高金融的稳定性; 替代政府社会保障部分功

能;促进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提高储蓄的流动性; 更

有效地管理风险; 减少损失和震荡;提高资本配置的

效率等
[ 21]
。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市场规模、保险密

度和保险深度日益提高, 保险的地位上升很快。保

险业通过支持投资、拉动消费、推动出口、鼓励自主

创新以及平稳经济波动等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从逻辑上分析这种观点是成立的。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这两种假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在一定的时期

它们可能同时成立。至于哪种假说能更好地解释

1999年以来保险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正是

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目的。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

为了实证分析经济增长与保险发展之间的关

系,本文拟采用均衡修正模型的方法。首先需要检

验这两组时序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若是协

整的,说明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至少有一组因

果关系, 然后即可构建如下的均衡修正模型分析它

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dGDPt = 1 + 1Rt- 1 + ∀
k

i= 1
 

1
i dGDPt- i + ∀

l

j= 1
!

1
j dPt- j +

vt ( 1)

dPt = 2+ 2Rt- 1+ ∀
k

i= 1
 

2
i dGDPt- i+ ∀

l

j= 1
!

2
j dPt- j + vt

( 2)

P和 GDP分别表示保费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 d

表示一阶差分, R表示对具有协整关系的两个变量

的水平量作回归所得的残差项, i、j表示解释变量的

滞后期数。估计方程( 1) ,如果 1为负且显著, 表示

在长期关系上保费对 GDP 具有 Granger 因果关系,

若有任意一个!
1
j 显著, 意味着短期关系上保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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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增长具有 Granger因果关系;同样的道理来解

释方程( 2) 系数的含义。若 1、2 均显著为负值,

则表示保险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双向

Granger因果关系;若!
j
1、!

i
2 都显著, 则表示保险发展

和经济增长短期也存在双向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本文研究变量包括中国保险业的总保费收入和

实际 GDP (截止到 2007 年第一季度)。我们利用

1999- 2007年中国保险公司的保费总额季度数据作

为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的近似度量指标。利用中国

1999- 2007年各季度实际 GDP 的数据来衡量经济

发展程度, 数据使用前进行了季度调整。经济增长

和保费收入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四、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时间序列

分析

时间序列分析需要依次进行如下的三个阶段:

对保费收入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若存

在单位根,接着进行协整性检验; 若存在协整关系,

利用均衡修正模型进行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 P 和 GDP 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为了

消除季节波动的影响,需要对 P 和 GDP 数据进行季

节调整,得到不受季节因素影响的保费收入和 GDP

数据; 然后再分别取对数用 LP 和 LGDP 表示, 以降

低数据波动的影响,最后得到保费和国内生产总值

的变动趋势(见图 1和图 2)。

检验过程通过 Eviews软件实现。ADF 检验结

果表明 LP 和 LGDP 均显著非平稳, 存在单位根, 但

还不能说明它们就是单位根过程,需要进一步对 LP

和LGDP的差分进行ADF检验。以 ∀LGDP 为例, 构

造如下三种类型的方程:

I: #LGDPt = ∀
P

i= 1
#LGDPt- i+ ut

图 1 保费变动趋势图

图 2 国内生产总值变动趋势图

II: #LGDPt = u+ ∀
P

i= 1
#LGDPt- i + ut

III: #LGDPt = u+ t+ ∀
P

i= 1
#LGDPt- i + ut

检验结果显示, LP 和 LGDP 的差分变量均通过

了ADF检验,由此拒绝序列非平稳的原假设。这表

明经对数差分后 LP 和LGDP都是平稳序列, 二者都

是单位根过程, 即 LGDP~ I( 1) , LP~ I( 1)。由于这

两个变量的阶数相同, 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需要

进一步进行协整性检验, 以避免造成虚假回归。

ADF检验结果见表1。

表 1 变量的ADF 检验表

变量
检验形式

( C, T, K)
ADF 检验值 5%临界值 差分变量

检验形式

( C,T , K)
ADF检验值 5%临界值

LGDP ( C. T. 3) - 1. 35 - 3. 5742 # LGDP ( C. 0. 2) - 7. 8456 - 3. 5742

LGDP ( C. 0. 3) 1. 5256 - 2. 9678 # LGDP ( C. 0. 2) - 7. 3473 - 2. 9677

LGDP ( 0. 0. 3) 6. 0832 - 1. 9529 # LGDP ( 0. 0. 2) - 2. 8378 - 1. 9529

LP ( C. T. 2) - 1. 2079 - 3. 5683 #LP ( C. T . 3) - 3. 8205 - 3. 5806

LP ( C. 0 1) - 0. 9256 - 2. 9604 #LP ( C. 0. 1) - 4. 2446 - 2. 9639

LP ( 0. 0 1) 4. 2809 - 1. 9520 #LP ( 0. 0. 1) - 2. 4211 - 1. 9524

注:其中检验形式( C, T, 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项的阶数,加入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为

白噪声, #表示差分算子, 滞后阶数确定采用 AIC 原则。

(二) 协整检验。

对于两个同样具有单位根性质的时序变量, 可

以用 EG两步法来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

系。其基本思想是首先建立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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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模型, 作 OLS 估计协整参数向量, 然后对回残差

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残差不具有单位根,拒绝协整性

零假设,认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1. 对序列进行协整估计,构建 LP 和 LGDP 之间

的回归模型。

LP= - 0. 5962+ 1. 5783LGDP

( 15. 34)

调整后 R= 0. 8836, DW= 0. 6258,括号内为参数估计

对应的 t值, OLS 回归结果表明方程拟合效果较好,

参数估计在0. 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残差项存在一

阶自相关。

2.对上述方程的回归残差序列 Rt 进行平稳性

检验。令残差为 ecm, 根据无常数项、无趋势项模型

延迟一阶的 ADF 检验结果, t= - 2. 5576, 绝对值大

于5%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 认为残差序列平稳。

因此拒绝非协整性零假设, LP 和 LGDP 之间存在协

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残差序列 ecm的 ADF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C. T. K) ADF Test Statistic 1% Critical Value* - 2. 6392

ecm ( 0. 0. 1) - 2. 5576 5% Critical Value - 1. 9516

10% Critical Value - 1. 6105

注:其中检验形式( C, T, 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

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项的阶数, 加入滞后项是为了使残

差项为白噪声,滞后阶数确定采用 AIC原则。

(三) 均衡修正模型及结果解释。

根据 Granger 表示定理, 如果一组 I( 1)变量具有

协整关系, 那么一定可以表示为均衡修正模型的形

式。在构建均衡修正模型时, 选择滞后影响均为 3

期,对模型参数进行回归估计并剔除不显著的滞后

变量,最后所得模型如表 3 所示, 它报告了 LP 和

LGDP 均衡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对均衡修正模型的结果有以下五点解释:第一,

两个方程中方程2中Rt- 1的参数估计值为负,在 5%

水平下且显著, 说明 GDP对于保险发展在长期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第二, 在短期 GDP 对保险发展的

影响显著不为 0,表明短期 GDP 对保险发展也存在

Granger因果关系;而保险发展对GDP 在短期上也存

在Granger 因果关系; 第三, GDP 对保险发展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滞后 1期上,参数估计为 0. 2945,它表示

了保费收入对滞后两期 GDP 变动的弹性; 第五, 保

险发展滞后 2 期的参数估计为正, 表示提前 1期的

保费收入波动对当前保费收入的影响产生正的冲

击。

表 3 均衡修正模型参数估计表

国内生产总值 LGDP 保费收入 LP

变量 参数 T 值 P- value 变量 参数值 T 值 P- value

Rt- 1 0. 0915 1. 02 0. 0176 Rt- 1 - 0. 0935 - 1. 63 0. 0165

dLPt- 1 0. 0708 1. 10 0. 280 dLGDPt- 1 0. 2945 1. 64 0. 0427

dLGDPt- 1 - 0. 2623 - 1. 16 0. 2563 dLPt- 2 0. 3894 2. 39 0. 0242

AdjR2= 0. 24 DW= 1. 958 Adj R2 = 0. 533 DW= 2. 312

五、结论

本文利用协整检验和均衡修正模型的方法对

1999年至2007年的保费收入和 GDP 时序数据进行

计量分析,从实证的角度再次论证了保险发展和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 无论长期和短期经济增长对保险发展都

具有 Granger因果关系,验证了在我国经济增长会通

过改变保险需求主体的预期进而影响保险发展的假

说。保费收入滞后一期影响显著, 它表明保费收入

对经济增长的变动作出反应大致在 3个月时间。

(二)保险发展在长期对经济增长的 Granger 因

果关系不显著,说明保险发展在长期对于促进经济

发展的作用有待加强; 短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较

弱,实证检验结果否定了认为保险发展就会引起经

济增长的观点。

(三) 对保险公司来讲,分析保费收入的变动不

仅要结合保险供求状况, 还要分析前一季度的经济

增长情况,同时还要将保险市场放入宏观经济中来

考虑,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四) 结合以上分析, 可以认为 1999年至 2007

年我国保险发展开始上升不仅与保险业自身的努力

增长有关,还与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改变保险需求者

的预期, 进而提高保险需求有一定关系。但无论长

期还是短期保险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都较弱, 经

济增长不会快速放大, 二者也没有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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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3页)品 自下而上 的需求表达和 上下结

合 的供给决策机制,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辖

区公共品的需求和供给进行公共选择。三要完善农

村基层政府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制度。农村公共品

的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不仅取决于农民或农民代表

作为投票人的需求偏好和意愿, 而且还受制于公共

管理部门, 特别是农村基层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

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约束, 使农村基层政府领导人

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真正为本辖区选民负责,

避免脱离实际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通过有效的民

主监督,增加农村公共财政资源使用的公开透明度,

提高政府财政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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