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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保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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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感谢王博和杨新铭博士的建议%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和评论%当然#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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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结构$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
邵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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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扩展的索洛增长模型的框架基础上#从理论上
阐述了发展保险业$促进保险业竞争及反垄断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
G!

个省市在
!QQ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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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的面板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

GM[M

"和系统
NTT

方法进行了
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险业发展和保险
业结构从垄断向竞争的调整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我们
构造相对保险深度指标对全国样本进行分类#并未改变上述实证结
论%但保险业与其他行业的互动$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互作
用#在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

关键词
"

保险业结构#区域差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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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金融体系及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当前主流经济理论的重要议题#

作为现代金融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业#其活动和结构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开始受到关注%正如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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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出的#保险业在促进金融稳定和储
蓄流动#促进贸易和商业活动的开展#提高风险管理效率和降低损失#补充
政府社保计划以及促进资本配置等方面具有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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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分别从保险业对消费者风险保障需求的满足和作为金融中介促进资
金流向资本市场两个角度解释了保险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为风险转移服
务的提供者#保险业无论对微观个体还是对宏观经济都可以起到平滑经济周
期和降低经济危机影响的作用+而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保险业的存在提
高了金融体系内部的竞争#使得消费者可以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来降低平均
风险%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保险业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随着金
融业一体化发展和混业经营正在成为金融企业主要的经营模式#保险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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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等行业之间的互动愈发紧密#已经有学者就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了
研究#发现金融行业的互动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行业间是替代关系
还是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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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保险业结构$保险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现有文
献则并没有涉及%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其活动与经济发展存在
一定的,内生-关系#所以讨论保险业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时不能脱离实
体经济%而建立起保险业活动与实体经济之间联系的关键本质上讲是一个结
构性问题#中国的保险业是一个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可竞争行业#保险市场
结构是一个具有中国转型经济特色的,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结构!邵
全权#

"##U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保险市场结构#是保险业不断适应经济环
境发展的结果%保险业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持续进行结构优化调整#不但让
保险业自身拥有了快速反应机制#而且这一调整过程中资源的配置机制通过
强有力的契合#会进一步引发自我强化的效应%在保险业结构的演化过程中#

如果保险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匹配#产生的协同效应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

保险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匹配#则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

为识别出保险业活动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和不同区域
范围内是否一致#需要研究保险市场的区域差异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关
注和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区域差距过大和区域发展不
平衡#这种差距和不平衡成为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瓶颈-#阻碍了全国
保险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也制约和限制了保险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不利于
保险业促进经济发展%在中国各省市#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和产业政策#与
保险业有关的社会保障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改革政
策等#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在大致相同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之下#各省市的
保险业活动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保险业活动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强度#可能依赖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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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
对全国范围按照一定的方法分类研究是有必要的%但如果采用传统方法分类#

只是按照区域特点将中国的省市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利于反映保险业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独特规律%如果采用保费收入$保险深度或保险密度等指
标分类#可能会出现无法同时考虑保险业活动和经济结构的问题#二者之间
由于缺乏匹配性而出现错误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分类方法#本文采
用相对保险深度作为分类标准%

本文首先建立包含保险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对保险业发展$保险业结
构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然后运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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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的面板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和系统广义矩方法进行了计
量分析#在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进行控制的基础上#首先研究保险业
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分析保险业和其他金融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协同
效应#基于此进一步研究保险结构及保险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交叉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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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按照相对保险深度对样本分类#分别研究不同发展程度的区域保险市场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

本文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第四部分
介绍计量模型的设计$估计方法和数据处理#第五部分报告实证分析结果#

第六部分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并
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及分析框架

!一"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现有关于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并不是很多#且分散于商业

保险和社会保障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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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当处于经济增长中的行为人面临
异质性随机生产率冲击时#具有保险性质的收入补贴可以鼓励投资#促进经
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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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性的最优增长框架中#研究行为人面临未
保险的异质性收入冲击和融资约束时#总储蓄率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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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为人面临永久异质性冲击时的不完全保险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发现保险
市场的缺失降低了行为人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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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养老金和
失业保险同时纳入世代交叠增长模型#发现养老金系统和失业保险系统之间
的正外部性导致了内生经济增长和非自愿失业均衡路径%国内研究方面#刘
晴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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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世代交叠的内生经济增长框架内分析了财产险和人身险
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赵尚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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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总生产函数和两部门模型#揭
示了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微观机制%周海珍!

"##Q

"利用内生增长
模型#得出了保险业在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方面具有更高效率的结论%纵观
这些研究#或者从经济增长模型入手#通过引入不确定性等因素间接研究保
险的作用#或者从保险业的特点切入#研究保险业对增长的作用#而对于二
者的兼容性却普遍忽视%本文拟将经济增长模型与保险业发展$结构等特点
加以融合#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框架内研究保险业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实证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检验保
险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此类研究大多通过协整分析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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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等方法来判断保险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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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和谢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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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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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宏兵和郭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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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有关保险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统一+其次#对截面数据
采用

][M

估计#研究经济增长对保费规模$保险深度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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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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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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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采用动态
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方法来研究保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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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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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大多得
出保险业活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但由于选择的方法和数据样
本的差异#也存在一些相互冲突的结论%由于保险业活动和发展水平相对于
经济增长而言具有内生性#

][M

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无法对这一问题提供较
好的回答#而动态面板模型对解决此类问题具有优势%在现有研究中#只有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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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既考虑了保险深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又将保险与
银行$证券业的交叉项引入模型研究保险业与其他相关金融行业的协同效应#

吴洪等!

"#!#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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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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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运用中国保险业的数据进行的实证
分析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保障变量来构建一个更
加完善的分析框架%

!二"保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现有文献并没有直接涉及保险业结构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但保险业

结构属于金融结构#一些文献已围绕金融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
关系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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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等#

"##J

#

"##U

"%这些研究结合银行业的特点#采用存款或贷款集中度来衡
量银行业结构#在控制其他一些宏观因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银行业结构$

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邵全权!

"#!#

"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研究经济增
长和寿险业结构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会促进寿险市场集中的上升和竞争程
度的提高#由此得到寿险业的竞争主要在大公司之间和中小公司之间展开#

大公司和中小公司间的竞争则较弱%引入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在中国寿险结构
的计量模型中考察可能存在的承保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该文还首次在寿
险市场分省研究中引入经济结构变量#但只是研究了经济增长作为解释变量
对寿险业结构的影响#并未涉及保险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本文将
在此方面有所突破#此外还将就保险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展开讨论%

!三"保险业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
区域保险的发展既是保险业发展的基础#也是保险业总体发展的实现形

式%但涉及区域保险问题的研究还属于较新的领域#现有研究大多认为中国
保险业区域发展存在明显的东$中$西不平衡特征!刘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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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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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俊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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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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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郑
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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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出保险基准深度比指标#发现中国保险业在东$中$西
三大区域间的发展程度实际上是较为均衡的#肖志光!

"##Q

"运用标准差系
数作为衡量地区差距的指标#发现各地区保险需求弹性的差异是导致保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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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发展水平地区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邵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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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中$西部地
区的经济增长会降低集中度和竞争程度%这些研究都只是就保险区域差异这
一问题本身展开#并未涉及不同区域的保险市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本
文认为#保险业区域差异的关键在于区域保险市场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匹
配的程度%我们将通过相对保险深度指标对区域保险市场重新分类#研究采
用新指标划分后的保险区域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大多从保险业活动$金融!保险"结构以及保险区
域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相互割裂的角度展开#并未将这些因素放在一个
相对统一的框架内研究保险业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需要指出#现有研究
由于理论基础和切入点的差异#得到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因此构建一个统一
的分析框架是必要的#可以避免因为研究视角和立场的差异而得到相互矛盾
的结论%现有文献大多肯定保险业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研究集中在
实证领域#但运用经济学对其作用机制和影响方式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保
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缺乏相关的研究%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贡献(首先#在理论方面#

我们通过将一个包含保险部门和实际经济部门的两部门模型纳入到基本索洛
模型的分析框架中发展了一个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同样基于
索洛模型#我们通过引入保费中的权重系数来衡量保险业结构是偏向垄断还
是倾向竞争#将保险业结构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分析保险业结构调整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

其次#在实证方面#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省级的面板数据库#研究保险业
的发展$结构$与其他金融部门的互动以及保险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交叉项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包括(第一#构建起包括保险$银行$证券和社会保
障在内的分析框架#在一个相对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内研究保险及相关金融
行业及其互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填补了保险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
的空白#相对于现有文献采用绝对集中度衡量金融结构的做法#本文同时考
虑绝对集中度和相对集中度#并且结合经济结构#构造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
构的交叉项来研究二者的匹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采用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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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拟
合相对保险深度并以此对全国样本分类#考查在新标准下保险业发达与否对
经济增长是否具有不同影响%

三!理论模型
本部分从理论上阐述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探讨了保险

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原理%



J?#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一"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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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一个两部门模型来分析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
溢出效应#以此来研究出口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部门模型在研究金融
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

]F1F+I.'

!

!QQJ

"利用
两部门模型分析了

V!

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X('

C

!

!QQQ

#

"###

"运用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国台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赵尚梅等!

"##Q

"运用两部门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

借鉴
]F1F+I.'

!

!QQJ

"$

X('

C

!

!QQQ

#

"###

"和赵尚梅等!

"##Q

"利用
两部门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曾使用过的基本假设#本文发展
了一个包括保险业与实际部门的两部门模型#以考察中国保险业发展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我们把从事经济活动的部门划分为保险部门和实际部门%保险
部门对实际部门存在溢出效应!外部性"#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实际部门的产
出将是劳动力$资本投入$保险部门产出的生产函数#而保险部门的产出则
是劳动力$资本投入的生产函数%于是得到

9

,

9

!

R

9

#

8

9

"#

"

T

C

,

T

!

R

C

#

8

C

#

9

"#

R

,

R

9

-

R

C

#

"

8

,

8

9

-

8

C

%

其中
9

$

T

$

8

$

R

分别为保险部门的产出$实际部门的产出$劳动投入和资
本投入#

8

9

$

R

9

分别表示投入保险部门的劳动和资本#

8

C

$

R

C

分别表示投入
实际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实际生产部门中引入

9

#表示保险业对实际部门存在
外溢效应#保险部门的产出作为投入要素进入实际部门的生产函数%同时我
们假定这两个生产函数满足经典假定#即边际生产力递减(

.

"

9

.

R

"

9

,

#

+

"

.

"

9

.

8

"

9

,

#

+

"

.

"

T

.

R

"

C

,

#

+

"

.

"

T

.

8

"

C

,

#%

""

基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现将实际经济部门和保险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
设计如下(

T

C

,

R

-

C

9

"

!

G8

C

"

!

/-/

"

+

"

#

,

--

"

,

!

# !

!

"

9

,

!

!

/

R

C

"

(

2

G

!

!

/

8

C

"3

!

/(

+

"

#

,

(

,

!%

!

"

"

""

可以发现#

G

和
8

以相乘的形式进入模型#

G8

为有效劳动#这种技术进
步属于劳动增进型的技术进步%进一步假设投入到实际部门的资本和劳动都
是全部资本和劳动的一个比例(

R

C

,'

R

#

"

R

9

,

!

!

/'

"

R

# !

G

"

8

C

,

2

8

#

"

8

9

,

!

!

/'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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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假设物质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初始水平是既定的#劳动与
技术!知识"是以不变速度增长的%物质资本的积累规律见!

V

"式#

4

表示
产量中用于投资的比例#是外生的#用于投资的一单位产品产生一单位新资
本#现存资本的折旧率为

)

%由!

G

"式$!

?

"式可知#实际生产部门中劳动$

资本和技术的变化同样符合!

K

"式. !

V

"式%

G

,

G

#

!

@

"

B

G

4

G

,

@

# !

K

"

8

,

8

#

!

?"

B

8

4

8

,

?

# !

J

"

R

4

,

4T

/)

R%

!

V

"

""

定义
U

C

P

R

C

G8

C

#

EC

P

T

C

G8

C

#

U

C

和
EC

分别是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和单位有
效劳动的产出%于是

U

C

的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U

C

4

U

C

,

R

C

4

R

C

/

G

4

G

/

8

C

4

8

C

,

4

E

C

U

C

/

!

?

-

@

-)

"

%

!

U

"

""

在经济增长达到稳态时#

U

C

4

P#

#于是可以得到

U

!

C

,

4

EC

?

-

@

-)

%

!

Q

"

""

将!

"

"式$!

G

"式$!

?

"式代入!

!

"式#可以得到一个包含
R

$

8

$

G

和其他外生参数的表达式(

T

C

,

!

'

R

"

-

2!

!

/'

"

R

3

"

(

2

G8

!

!

/

2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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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2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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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式化简#得到
T

C

,

+

R

--

"

(

!

G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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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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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2

"

"

!

!

/(

"

2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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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EC

P

T

C

G8

C

#可以推导出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

EC

,

+

U

--

"

(

2

%

!

!!

"

""

然后把经济增长达到均衡时的单位有效劳动产出
EC

代入!

Q

"式#得到

U

!

,

2

4

'

-

!

!

/'

"

"

(

!

!

/

2

"

"

!

!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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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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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3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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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式代入!

!!

"式并化简#可以得到经济增长均衡时的单位有效
劳动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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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C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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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 "

2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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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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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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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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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降低投入实际生产部门的资本
'

$提高投入到保险部门的资本
!̀

'

#

可以有效提高实际生产部门的单位有效劳动产出%投入实际生产部门的劳动
力比例的变化对单位有效劳动产出的影响较为复杂#需要对其进行比较静态
分析#只有在

2

满足以下不等式
!

--

"

"!

!

/

2

"

"

!

!

/(

"

2

/

!

/-/

"

-

"

!

!

/(

"

4

!

!

/

2

"

"

!

!

/(

"

/

!

2

/-/

"

'

#

时#提高投入保险部门的劳动力才会促进经济增长#由
-

$

"

$

(

和
2

的取值范
围可知#上述不等式一定成立%因此降低投入实际生产部门的劳动投入

2

$提
高投入保险部门的劳动

!̀

2

可以提高实际生产部门的单位有效劳动产出%

综上所述#提高对保险业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可以促进保险业的发
展#通过投入的资本和劳动比例的调节#可以实现保险业发展影响经济增长
的目的%现有研究大多认为保险业活动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缺乏对这一问
题的基于经济学理论的解释#本文通过扩展的索洛模型#认为增加对保险业
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可以有效地实现保险业的发展#进而通过保险业活
动促进经济增长#为保险业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二"保险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假设整个经济生产所在的经济环境中存在,安全的-技术和,有风险的-

技术两种技术#经济体如果选择安全的技术#假设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采
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则其生产函数如下(

E

,

8

!

/-

R

-

%

""

如果经济体选择具有一定风险的技术进行生产#其生产函数形为

E

,

!

G8

"

!

/-

R

- 概率为
!

#

概率为
!

/

&

!

"

#

,

!

,

!%

""

对于经济体而言#当其选择有风险的技术生产时#会面临更高的产出水
平#或一无所获%若经济体采用有风险的技术生产#平均总产出水平为

E<

P

!

!

G8

"

!̀

-

R

-

#如果选择安全的技术#平均总产出水平为
E4

P8

!̀

-

R

-

%假设经
济体选择有风险的技术时产出水平更高#有

!

!

G8

"

!̀

-

R

-

'

8

!̀

-

R

-

#显然选
择有风险的技术进行生产社会福利更高%但是#有风险的技术造成经济体可
能遭受损失#如果缺乏保险保障制度#就不会选择有风险的技术%

现在引入保险制度#首先假设经济体只需向保险公司支付精算公平保费%

精算公平保费表明保险公司没有利润#收取的保费全部用于对发生损失的补
偿%零利润的假设和关于在风险技术条件下的产出定义意味着保险公司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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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保费为!

!̀

!

"!

G8

"

!̀

-

R

-

%整个经济体在扣除保费成本后剩下的总产出
为

!

!

G8

"

!̀

-

R

-

%

在存在保险制度的情况下#经济体会选择采用有风险的技术进行生产%

保险制度确保了具有一定风险同时伴随着较高收益的技术会在经济中占据主
导位置%

现在我们将保险业的结构纳入模型#假设提供保险保障的保险公司垄断
整个保险市场#具有市场势力#于是在保费里要加上保险公司对垄断利润的
要求%此时保费

7

为
,

!

!̀

!

"!

G8

"

!̀

-

R

-

#

,

为权重系数#且
,'

!

%

,

实际上
是反映保险市场结构的变量#垄断较强且缺乏竞争机制的保险市场往往具有
较高的

,

#即保险公司可以索要更高的价格#反之#垄断较弱且竞争充分的保
险市场#

,

会相对较低#保险公司不太容易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

现在整个经济体在扣除保费成本后剩下的总产出为
!

!

/,-,!

"!

G8

"

!

/-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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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

#可以得到!

!̀

,

_

,!

"!

G8

"

!̀

-

R

-

,!

!

G8

"

!̀

-

R

-

#因此若保险公
司有利润要求#财富会以产出形式从经济体的总产出中向保险公司流动%

下面将上述分析引入基本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在此我们仍假设技术进
步是哈罗德中性的#得到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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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UP

R

G8

#

E

P

T

G8

#于是
E

P

7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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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P

!

!̀

,

_

,!

"%

于是
U

的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U

4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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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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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达到稳态时#

U

C

4

P#

#于是可以得到

U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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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J

"式代入
E

P

7

U

-

#得到

E

!

,

!

!

/,-,!

"

!

!

/-

4

?

-

@

-

! "

)

-

!

/-

%

!

!V

"

""

现在可以分析保险业市场结构的变动和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在
保险市场高度垄断#市场集中度居高不下#竞争活动非常少的情况下#可以
断言保险业一定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和与被保险人群体相比较强的议价能力#

于是索取超额利润就非常正常#这意味着此时的保险市场具有较高的
,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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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V

"式可知#

,

与
E

!负相关#因此垄断现象明显的保险市场不利于经济
增长%如果保险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可能是由于政府行为开始反垄断#抑或
是外资保险公司大量涌入该经济体的保险市场#造成垄断结构开始被打破#

市场集中度下降#市场竞争活动越来越激烈#这会造成
,

随之下降#从而造
成人均产出的提升#由此促进经济增长%

由模型的设定可知#

U

与
E

有相同的增长率#即

U

4

U

,

E

4

E

,

4

7

U

-/

!

/

!

?

-

@

-)

"

%

!

!U

"

""

图
!

给出了!

!U

"式所表述的转型动态#方程右边第一项等于4

E

U

#因为
资本积累的收益递减#劳动力人均资本量越高#资本的平均产出就会越低#

因此其曲线向下倾斜+方程右边第二项与
U

无关#在图
!

中对应一条水平线%

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表示人均资本量的增长率%假设在稳态时保险市场上的
垄断势力对应的保险产品价格系数为

,

!

#则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在
U

!

!

处达到
均衡#不再变动%如果在时间

"

!情况下发生变化#保险市场结构发生调整#

垄断势力降低#竞争成分增强#

,

!

下降到
,

"

#!

!U

"式右边第一项所表示的曲
线向右侧移动#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代表了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的增长率不
再为零#而是在短期内产生一个正增长率#直到!

!̀

,

"

_

,

"

!

"

4U

-

`!曲线与水
平线

?_

@

_

)

在资本水平达到
U

!

"

时再次相交%

图
!

"

保险业结构变动的转型动态

下面我们将分析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率变动情况#定义

E

:

!

,

G

E

!

,

G

!

!

/,-,!

"

!

!

/-

4

?

-

@

-

! "

)

-

!

/-

%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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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所示#单位劳动的增长率开始与技术进步
G

的增长率一致#在时
间

"

!时由于保险市场结构发生变动#由图
!

的分析可知沿着转型路径资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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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大于零#这说明劳动力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大于技术进步率#即E

"

4

E

"

'

@

#

图
"

显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会一直大于技术进步率#直到E

"

4

E

"

P

@

#经济增长
率再次回到初始等于技术进步率时的水平%

图
"

"

保险业结构变动对增长的作用

图
G

给出了劳动力人均产出的对数随时间的变化#显示了经济增长的积
累效应%在保险市场结构调整之前#劳动力人均产出是以一个固定的增长率

@

增长的#因此其对数形式在图中表现为一条上升的直线%在保险市场结构发
生变动的时刻

"

!

#劳动力人均产出以更高的增长率增长%可以发现#这一高
速增长率只是在短期内存在#随着经济系统重新达到稳态#增长率又回复到
原来的水平

@

%

图
G

"

保险业结构变动对
.

E

的效应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观点(首先#保险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
较为明显的影响#保险市场上提高竞争$抑制垄断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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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保险业结构的变动尽管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只能在短期
内存在于经济系统转型到新的稳态的过程中#保险业结构调整不会显著影响
经济的长期增长%最后#保险业结构调整会产生明显的水平效应#一个持续
的保险业降低垄断提高竞争的结构调整活动可以持续地提高人均产出的水平%

四!计量模型选择与变量设定

!一"计量模型设定

X1EE!"#$%

!

"##"

"将银行业和保险业放在一个框架下研究其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

L/1'(

!

"##J

"在包括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框架内又加入证券业变
量#丰富了研究对象#考虑到保险业究其本质是提供保障#保险和社会保障
也可能具替代或互补的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保险$银行$

证券和社会保障的分析框架#研究保险与银行$证券及社保对经济增长的直
接影响以及其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有研究对金融!保险"结构的度量大多采用绝对集中度!

$>

?

" !林毅
夫等#

"##J

#

"##U

"#不可否认#保险业的绝对集中度是保险结构的一个重要
方面#但是#为全面反映保险业结构#不但要考察市场的绝对集中度#还要
研究市场中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活动#相对集中度!

ZZS

"可以揭示保险市
场各公司的规模差异#可以较好地衡量竞争程度%而且#研究保险结构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仅从保险业结构本身的特性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充分的#

需要考虑实体经济的特点及其对保险需求的性质#而这恰好是现有文献没有
给予足够重视的%本文引入保险市场的绝对和相对集中度来衡量保险业结构#

同时将反映经济结构的重工业比重$大中企业比重和国有企业比重和保险业
结构相乘来构造交叉项#用来研究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构是否匹配#二者匹
配与否的判别标准在于交叉项能否促进经济增长%

传统研究保险区域差异的方法是按照地理位置将样本分为东$中$西三
部分#这种分类方式造成分析过于依赖区域位置#无法将具有相似特点的地
区有效汇总%而传统度量区域保险发展水平的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和保费收
入法又各具缺点#不能准确地衡量各地区保险的实际发展水平%因此本文参
考郑伟等!

"##U

"的研究#构建相对保险深度!寿险深度$财险深度"指标#

并以此作为区域保险市场的分类标准#然后分别研究保险业!寿险$财险"

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保险发展$结构以及其他交叉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期发现保险业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鉴于现有文献研究成果和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现状#本文认为保险业结构
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保险业发展和结构会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也会导致保险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本文计量模型设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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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考察保险业!寿险业$财险业"发展$结构及经济结构与保险业结构的
匹配程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对保险业发展与结构的作用%

基本计量方程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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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

"#

"和!

"!

"中#下标
'

表示省市#

"

表示年份+

F.,,

3

"

是不可
观测的时间固定效应#是一个不随省市的不同而变化的变量+

F.,,

3

'

表示不
可观测的地区效应#用来控制省市的固定效应+

;

'"

为误差项#服从独立同
分布%

本文包括两个基本的联立方程模型#模型!

"#

"重点研究保险业发展与
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模型!

"!

"重点关注保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
系%模型!

"#

"与模型!

"!

"中第一个方程为经济增长方程#被解释变量是
各省实际人均

N<O

的对数#解释变量包括保险业结构$深度$经济结构与保
险业结构的交叉项以及保险深度与其他金融深度的交叉项+另外#因为还有
很多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还需要控制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模型
!

"#

"第二个方程为保险业发展方程#保险深度为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保
险密度!

ED,F

"以及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作为其他解释变量%模型!

"!

"中
第二个方程为保险业结构方程#被解释变量为保险业结构#解释变量包括经
济增长$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

在模型!

"#

"和!

"!

"中#

E'"

是
'

省
"

年的人均
N<O

的对数#

SM

是保险
业结构#

SO

是保险深度#

RO

为表征金融深化程度的变量集#

)M

为表示经济
结构的变量集#

.

是其他控制变量集合%

一些研究使用人均
N<O

的增长率来反映经济增长!

L/1'(

#

"##J

+林毅
夫等#

"##U

+吴洪等#

"#!#

"#这种方法始于
X1EE

!

"##"

"提出的加入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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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而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中包括经济增长$保险业活动等在
内的变量都以增加值的形式出现#所以沿用该思路构建的保险业影响经济增
长的模型大多选择人均

N<O

的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涉及
的因素较多且相当复杂#其中很多影响因素都以存量的形式出现#因此如果
选择人均

N<O

的增长率这一具有流量特征的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会影响模
型拟合效果%借鉴林毅夫!

"##J

"对经济增长变量选择的方式#本文采用真
实人均

N<O

反映经济增长!

2

C

F

@

"%

SM

(表示保险业结构的变量#本文选择两个指标
$>

?

和
ZZS

分别衡量市
场结构的集中特征和竞争特征#前者采用各省市历年保险市场上前四家市场
份额最大的保险公司的保费占全省市总保费的比例来衡量#后者是各省市历
年保险市场上所有保险公司市场份额的平方和%

$>

?

衡量产业的绝对集中度#

$>

?

越大#说明行业的集中度越高#市场结构越趋向于垄断+反之#集中度越
低#市场结构越趋向于竞争#其缺点在于没有指出行业中正在运营和竞争的
企业的总数%因此有必要引入相对集中度指标

ZZS

指数#

ZZS

指数区别于
以公司市场占有率为基础的市场结构衡量方法#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

该指数不仅能反映市场内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而且能反映大企业之外的市场
结构#

ZZS

指数对规模较大的前几家企业的市场份额比重的变化反应特别敏
感#能真实地反映市场中企业之间规模的差距大小%

!

$>

?

和
ZZS

尽管都是衡
量集中度的指标#但是

$>

?

更加侧重于集中本身#而采用
ZZS

度量的集中度
侧重于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因此与产业中的竞争程度存在的联系更为
紧密%

"

!

M$O

理论认为#市场集中化程度与市场垄断力之间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集中度下降必然造成垄断
程度随之降低#而垄断程度和竞争程度是此消彼长的#所以由集中度下降和垄断程度下降还可以推导出
$>

?

和
ZZS

的下降会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 由于产寿险的差异明显#该类指标并未出现在整个保险业的模型中#在对寿险业或财险业的单独研究
中#表示为

:D*/?

$

:D%%&

以及
*D*/?

$

*D%%&

%

G 为衡量保险深度对经济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在后文系统
NTT

的估计中我们还引入保险深度的平方
项#对应寿险业和财险业分别为

2&;1m"

和
'+'2&;1m"

%

SO

(保险深度变量#衡量保险业发展水平#其定义为保费与
N<O

的比
例#现有文献大多采用该指标衡量保险业的活动或发展水平!

L/1'(

#

"##J

+

吴洪等#

"#!#

"%该指标在全行业表示为
@

/1,

#在寿险业表示为
2&;1

#在财险
业为

'+'2&;1

%

G

RO

(金融深化程度变量#表示各地区金融体系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规模#

包括三项#分别是银行贷款与
N<O

的比例!

/E('I

"#股票交易市值与
N<O

的比例!

/:0+*I

"#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与
N<O

的比例!

/:&

"%

SOoRO

(保险业和其他金融行业的交叉项#用于鉴别银行$股票社保与
保险业的合作或竞争的关系%在不区分产寿险的模型中分别为

@

/1,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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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I

和
@

/1,:&

#在寿险模型为
2&;1E('I

$

2&;1:0+*I

和
2&;1:&

#在财险模型
中为

'2E('I

$

'2:0+*I

和
'2:&

%

)M

(反映经济结构的变量#分别用各地区重工业产值$大中企业产值和
国有企业产值除以

N<O

得到#在模型中分别为
%1(9

3

$

E&

C

$

:+1

%

SMo)M

(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交叉项#检验保险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是否匹配#以及能否对经济增长具有相应的影响%该类指标只在单独研究产
寿险时出现#当采用

$>

?

反映保险结构时#在寿险模型中分别为寿险集中度
与重工业比重的交叉项

2&;1*/%

$寿险集中度与大中企业比例的交叉项
2&;1*/E

$

寿险集中度与国有企业比例的交叉项
2&;1*/:

+在财险模型中分别对应
'2*/%

$

'2*/E

和
'2*/:

%

?

? 如果采用
ZZS

衡量保险结构#在寿险模型中分别包括
2&;1%%&%

$

2&;1%%&E

和
2&;1%%&:

#在财险模型中依次
为

'2%%&%

$

'2%%&E

和
'2%%&:

%

.

(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用高中级以上人口比例来反映
!

1F.

"#采用一般文献中的做法#在估计中使用该指标的滞后一阶值
251F.

+

物质资本的代理变量为资本存量占
N<O

的比例!

/I

"#计算方法采用单豪杰
!

"##U

"的方法+

/R<S

和
/+

@

1'

分别为外商直接投资和本地出口额占
N<O

的
比例#用来反映经济开放程度+

/;:

表示政府财政支出占
N<O

的比例+

$OS

衡
量的是通货膨胀#用期末

$OS

指数减期初
$OS

指数%

根据对现实的观察和数据#可以发现#对于不区分产寿险的整个保险市
场而言#保险深度的提高会促进经济增长#寿险深度与经济增长也呈现出正
相关的关系#财险深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并未显现出像保险业和寿险业所
体现出的规律#当财险深度低于

#5##K

时#提高财险深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不显著#财险深度高于

#5##K

时提高财险深度才会促进经济增长!见图
?

"%

随着
$>

?

和
ZZS

逐步降低#保险市场集中度下降#竞争程度提高#无论在寿
险市场还是在财险市场都会促进经济增长!见图

K

"%

!二"估计方法

!B

联立方程的
GM[M

估计
保险业发展$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复杂#很多因素都是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因此#采用单方程模型难以完整有效地把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
系表达出来#而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N/11'1

!

"##!

"$

L/1222('+

!

"##G

"都对
GM[M

及其优点进行过介绍#

GM[M

能够充分考虑系统
中各方程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因此比其他估计方法更
为有效#并且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对于一些具有双向因果关系的变量#采用
联立方程模型能够为估计提供更多的信息#包括变量的信息以及方程的信息+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联立方程模型能够比一般模型进行更为有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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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保险!寿险$财险"深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图
K

"

寿险结构$财险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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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M

过程实质上是
"M[M

过程加上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N[M

"#可以简单
概括为三步(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M

"估计结构模型对应的简化
模型#得到各内生变量的拟合值+其次#将结构方程右边的内生变量用第一
步得到的拟合值代替#再用

][M

估计替代后的方程#得到结构参数的估计
值#然后计算各方程的残差值#利用残差值求得误差项方差以及跨方程协方
差的一致估计值+最后#把第二步得到的误差项方差协方差矩阵作为加权阵#

应用
N[M

得到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值%

"B

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包括差分

NTT

和系统
NTT

%根据
L/122('+('F

=+'F

!

!QQ!

"#

NTT

估计法的基本思路可分为两步(首先是对回归方程进行
一阶差分变换以消除个体固定效应#然后将滞后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的
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

&':0/.,1'0(29(/&(E21

"估计差分方程#由此得到的估
计量为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量!

;&/:0F&;;1/1'*1FNTT1:0&,(0+/

"%不过#

<SRHNTT

估计较易受弱工具变量和小样本偏误的影响#

L/122('+('F=+91/

!

!QQK

"和
=2.'F122('F=+'F

!

!QQU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系统广义矩估
计量!

:

3

:01,NTT1:0&,(0+/

"%差分
NTT

估计仅对差分方程进行估计#因
此可能损失一部分信息%系统

NTT

则同时对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进行估计#

并以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以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
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该方法由于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在一般情况下比
差分

NTT

估计更有效%

MfMHNTT

估计量在
<SRHNTT

估计量的基础上进
一步使用了水平方程的矩条件#将滞后变量的一阶差分作为水平方程中相应
的水平变量的工具%本文将报告

MfMHNTT

估计值%

!三"数据说明
大中企业比重$重工业比重和国有企业比重分别由各省大中型工业企业

产值$重工业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除以各省
N<O

获得#其中
!QQQ

.

"##V

年各省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和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来自&中
国统计年鉴'#

"##U

年数据来自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QQQ

年$

"###

年$

"##?

年$

"##U

年重工业产值来自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其余年份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各省财政支出$社会保障支
出$出口商品总额$

R<S

$

N<O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高中及以上人口比例
由&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获得%人均

N<O

由
N<O

)各省年末人口数
得到#各省年末人口数亦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E('I

由银行贷款)
N<O

得
到#

!QQQ

.

"##V

年各省银行贷款余额来自&中国金融年鉴'#

"##U

年数据分
别来源于各省市

"##U

年的金融运行报告%

/:0+*I

由流通
L

股市值)
N<O

得
到#各省流通

L

股市值来自
X&'F

资讯%各省市保险保费收入来自历年&中
国保险年鉴'#各省市保险保费深度$保险市场集中度

$>

?

$

ZZS

由历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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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险年鉴'地方版中的数据计算而来%

K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

%

表
!

"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2

C

F

@

#B!!KGQJV #BJJU?!!V !̀B?#G"KV !BQU!V?J

解释变量

@

/1, #B#""U?UK #B##UJV#G #B##K"U!U #B#V"!KQJ

2&;1 #B#!J"!#U #B##VVG!Q #B###"V"? #B#J"?GKV

'+'2&;1 #B##JV#"G #B##!U?"" #B###Q?!K #B#!G?"

*D*/? #BQ!U#??V #B!!?KUU! #B##V! !

*D%%& #BK!QUKQ #B""KKUVV #B!#?QGGQ !

:D*/? #BQ"QUK#J #B#QKKVQ? #BK?KK !

:D%%& #B?J!#GQ" #B!VVVG?U #B#QGU#U" !

%1(9

3

#B"!K?VJK #B#Q!"VQK #B#GUJ#J! #B?U?JKUJ

E&

C

#B"#?#?Q #B#UVV""K #B##KU!!? #BVGQU!VQ

:+1 #B!KUKJ#U #B#JQ?G?Q #B#?#GJJ" #BGK#JU"Q

/E('I !B#J"VVV #BG?"QGVV #BKK"U"VQ "BJV?Q!G

/:0+*I #B!GQ!UJQ #B!V#UKJ? #B#!JQQUJ !BU!QVG?

/:& #B#!GV!!Q #B#!!#"UU #B###J!UJ #B#V#?V"G

控制变量

1F. #B!QKJ?VU #B!#K#U"J #B##?#V?" #BKG#J#J

*

@

& #B!VKUGUV "B?"UQ#! K̀B!J KB##

/;F& #B##G!?VJ #B##"QKQQ #B####U!G #B#!GVVG!

/+

@

1' #B#"!V##K #B#"Q#K!U #B##"?JGK #B"JQ?Q!!

/;: #B!V?GQG" #B!""K?VJ #B#!"?#J? #BQJ!J#J?

/I #BK?JK??! #B"QQVU"J #B#J#QQQG !BVJ#?J

相对保险深度J

/

@

/1, !B##?V#J #B"UQQVV? #B"UQV"U" "B#??J

"

/2&;1 !B##"VJQ #BGJV?K?V #B#"##V?" "B"J?#VJ

/'2&;1 !B##!!U! #B"J""U?V #B!"UUU !BUJUK?U

K 对于保费收入和保险密度#由于我国存在青岛$大连$宁波$厦门$深圳五个计划单列市#其保费收入并
未统计入其所属省份#因此在&保险年鉴'中对于山东$辽宁$浙江$福建$广东五个省的保险深度和密度并
没有包括计划单列市#为统计口径#本文对上述

K

省相关数据的计算并未包含计划单列市%

J 相对保险深度并不是原始数据#而是根据我们在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所描述的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

五!计量结果及解释
在前文理论分析和数据描述的基础上#本部分对保险业结构和保险业发

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计量检验#并重点考查区域差异的重要性%我们首
先采用全部样本应用联立方程模型三阶段最小二乘方法!

GM[M

"进行估计#

在此基础上按照相对保险深度!保险基准深度比"指标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保
险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分别对其进行相关的估计%根据模型!

"#

"和!

"!

"#

由于我们假设存在固定效应#在地区和时间上引入
F.,,

3

变量#结果显示绝
大部分

F.,,

3

变量还是较为显著的#限于篇幅#本文以下实证结果并不报告
这些

F.,,

3

变量估计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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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业发展及协同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01/('F<&*I&':+'

!

!QQ"

"$

)'c

!

"###

"质疑保费的收入弹性不变这
一传统理论#指出保险深度和人均

N<O

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L/1'(

!

"##J

"

首次系统研究了
KJ

个国家保险深度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以及保险业与
相关行业的协同效应#吴洪等!

"#!#

"通过引入虚拟交叉项来研究保险深度
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本文研究借鉴

L/1'(

!

"##J

"#引入保险深度与银
行$股票的交叉项来反映保险业的相关行业的协同效应%此外#邵全权
!

"##Q

"提出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之间可能存在竞争或互补的关系#本文首次
引入保险深度和社会保障的交叉项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

表
"

给出了应用全部样本估计联立方程模型!

"#

"的结果#其中我们对
各省市的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均进行了控制#可以发现所有方程的
C

"都较为合理#

S

统计量也表示方程解释变量联合显著%

表
"

"

保险业发展及协同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G:2:! G:2:" G:2:G

保险业 寿险业 财险业
被解释变量(

2

C

F

@

!经济增长方程"+

@

/1,

等!保险业发展方程"

解释变量
2

C

F

@ @

/1, 2

C

F

@

2&;1 2

C

F

@

'+'2&;1

@

/1,

)

2&;1

)

'+'2&;1

!JBV!

!!!

!JBGG

!!!

!##B!

!!!

!

GB??G

" !

"BU#K

" !

"GB?U

"

@

/1,E('I

)

2&;1H

E('I

)

'2E('I

!̀GBUK K̀BQ?!

!GGB!

!!!

!

""BKJ

" !

!"B??

" !

GKBK!

"

@

/1,:0+*I

)

2&;1:H

0+*I

)

'2:0+*I

!GB"U #BVGQ

!̀UJBK

!!!

!

J?BKV

" !

"?BKU

" !

JUBVQ

"

@

/1,:&

)

2&;1:&

)

'2:& !#KBG !?JBJ

G

#

#JK

!!

!

GKUB?

" !

?!UB#

" !

!

#

GJ!

"

/I

#BGG!

!

#B#G!K

!!!

#BGUQ

!!

#B#"!V

!!!

#BV#K

!!!

#B##?J!

!!!

!

#B!UU

" !

#B##JJQ

" !

#B!K?

" !

#B##K?K

" !

#B"!J

" !

#B##!!K

"

2B1F. #B?#" #B#!?U

#B?G#

!!

#B#!Q!

!!

#̀B!VV

#B##?VV

!!!

!

#B"QG

" !

#B##QU#

" !

#B!UU

" !

#B##VQ!

" !

#BGKK

" !

#B##!UG

"

/;F& K!B"G

K#BGV

!!!

GJBK!

!!

!

GGB#K

" !

QBJUJ

" !

!?BJK

"

/+

@

1' "BUQQ

GBGQ?

!!

KBJQK

!!!

!

?BGJ"

" !

!BGJV

" !

!BJQJ

"

/;: G̀B!G1H#V "BK?1H#Q

!BGK1H#J

!

!

KB?G1H#V

" !

?B#K1H#V

" !

VB?#1H#V

"

*

@

& #B##KQ# #B##GJ! #̀B##"QQ

!

#B#!?V

" !

#B##VUQ

" !

#B#!!Q

"

2

C

F

@

#̀B##KQJ

!

#̀B##VVJ

!!!

#̀B##!!Q

!

!

#B##GJ#

" !

#B##"U?

" !

#B###JJU

"

ED,F

)

:D,F

)

*D,F

QB?K1H#J

!!!

!B!V1H#K

!!!

VB!#1H#J

!!!

!

!BKG1H#J

" !

!B?V1H#J

" !

!B??1H#J

"



JK?

""

经济学!季刊" 第
!!

卷

!续表"

G:2:! G:2:" G:2:G

保险业 寿险业 财险业
被解释变量(

2

C

F

@

!经济增长方程"+

@

/1,

等!保险业发展方程"

解释变量
2

C

F

@ @

/1, 2

C

F

@

2&;1 2

C

F

@

'+'2&;1

$+':0('0

!̀B!Q?

!!!

#̀B##UJV

#̀BQJ"

!!!

#̀B##Q?"

!!

#̀B?"V

#B##!VV

!!

!

#B"#!

" !

#B##KG"

" !

#B!!G

" !

#B##??#

" !

#B"VU

" !

#B###UUQ

"

O/+9&'*1HR)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Y&,1HR)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S

统计量
QGB"Q "JB#G !?"B!# G?B?" ?#B#J G!BUG

]E:1/9(0&+': "VU "VU "VQ "VQ "VQ "VQ

CH:

a

.(/1F #BQ!V #BVJJ #BQK# #BU!K #BU!K #BU!G

""

注(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差值%

!!!

$

!!

$

!分别表示在
!W

$

KW

和
!#W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于样
本容量有限#我们在回归中进行了小样本的调整#在结果中用

S

统计量取代了
*%&H:

a

.(/1F

统计量#

"

统计
量取代

a

统计量#这种处理方式与以下采用
G:2:

估计的情况相同#后文不再赘述%

表
"

中包含保险业$寿险业和财险业的经济增长方程表明#在
!W

的显著
性水平上#保险深度

@

/1,

$寿险深度
2&;1

及财险深度
'+'2&;1

的提高会促进经
济增长#即保险业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符合本文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

这一结论也与
L/1'(

!

"##J

"和吴洪等!

"#!#

"的结论一致%作为经济增长的
核心驱动因素#资本

/I

和人力资本
251F.

与经济增长都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中#

R<S

$开放程度等也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
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也与大量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相一致#也表明
我们在基本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保险因素并未改变其他影响因素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在

G:2:!

.

G:2:G

中的保险业发展方程的估计中#保
险深度呈现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会抑制保险业的发展#

这种情况不但对整个保险业成立#在分别考察寿险业和财险业时仍然有效%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经济结构与隶属于金
融结构的保险业结构不匹配#后文中有相关内容检验经济结构与保险业结构
的匹配情况#对该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解释%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物质
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保险业发展方程的估计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
本对保险业$寿险业和财险业发展普遍具有积极作用%反映人均保费水平的
指标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呈现出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该结论无论是在整个保
险业领域#还是在寿险业或财险业中均得到了印证#说明保险密度的提高#

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知识$理念的普及#由此对于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具有积极作用%

在表
"

中我们还引入反映保险业$寿险业$财险业和银行业$证券业$

社会保障的交叉项来研究保险业与其他行业的协同效应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的%表

"

中第一个经济增长方程表明保险业和银行业的交叉项为负#保险业
和股票市场的交叉项为正#保险业和社保的交叉项为正%说明保险业和银行
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保险业和证券业$社会保障存在互补关系%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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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贷款余额反映了一省银行业发展水平#现阶段中国的金融业存在争夺资源
的问题#由于保险与储蓄存在替代效应#发达的银行业会限制保险的发展#

保险深度和银行贷款余额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的发展路径并不匹配#

其交叉项不利于经济增长%较高的股票交易量说明经济环境更加宽松#是有
利于保险市场发展的#二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可以产生互利的结果#最终推动
经济增长%从消费者的广义保险需求看#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都是回避未来
不确定性的风险处理方式#如果社会整体的保障需求提高#会同时促进商业
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消费者都是具有预算约束的#增加社保
的消费必然降低对商业保险的需求#二者之间到底是竞争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关键还是要看上述两种效应究竟哪种占优%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保障需求
提高促进保险和社保发展的效应更强一些#因此其交叉项和经济增长正相关%

第二个增长方程表明#寿险业中寿险深度与银行业$证券业$社会保障的交
叉项符号与整个保险业的情况相似%而在财险业中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三个
增长方程表明#财险业和银行业存在互补关系#而与证券业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替代关系#与社会保障仍然存在互补关系%相对于寿险产品在现阶段中国
的保险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奢侈品的特点#包含车险$财险等险种在内的财险
产品更像是一种必需品#因此尽管寿险产品与银行产品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

但财险产品会随着银行业的发展而带来的让民众的风险态度向风险规避型发
展的情况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其与银行业存在互补关系%另一方面#由
于财险业产品承保时期短的特点#造成其流动性偏大#而这一缺点恰好是证
券业的优点#因此证券业和财险业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关系#二者的交叉项不
利于经济增长%

!二"保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部分研究保险业结构以及保险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在下文中#

$>

?

衡量绝对集中度#

ZZS

衡量市场结构的竞争程度%

表
G

是以寿险业和财险业的
$>

?

$

ZZS

为保险业结构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
G

"

保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解释变量
G:2:? G:2:K G:2:J G:2:V

被解释变量(

2

C

F

@

!经济增长方程"+

*/?

$

%%&

!保险业结构方程"

2

C

F

@

:D*/? 2

C

F

@

:D%%& 2

C

F

@

*D*/? 2

C

F

@

*D%%&

*/?

)

%%&

K̀B"#Q

!!!

!̀B"JG

!!!

!̀KBK#

!!!

!̀B!?#

!!!

!

#BV#V

" !

#B!JJ

" !

KBJUJ

" !

#B!VJ

"

*/%

)

%%&%

#BQV?

!!

#̀BG""

KBQKJ

!

#̀BU"?

!

#B?Q?

" !

#BJ"Q

" !

GB"!"

" !

#BKUG

"

*/E

)

%%&E

!BJU!

!!!

!BV!?

!!!

?BVUG

!!

#BK?J

!

#B?KJ

" !

#BJG!

" !

!BQK"

" !

#BKG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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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G:2:? G:2:K G:2:J G:2:V

被解释变量(

2

C

F

@

!经济增长方程"+

*/?

$

%%&

!保险业结构方程"

2

C

F

@

:D*/? 2

C

F

@

:D%%& 2

C

F

@

*D*/? 2

C

F

@

*D%%&

*/:

)

%%&:

#̀BQG?

!

G̀B#?!

!!!

G̀B???

!!

#B!"U

!

#B?VU

" !

#BVU!

" !

!BJK?

" !

#BV!#

"

/I #BK!?

!!!

#B?Q#

!!!

!BGUQ

!!

#B?J"

!!!

!

#B#UJU

" !

#B#J#J

" !

#BKV"

" !

#B#J!#

"

2B1F. #B!?V

#B"KV

!!

"BVG1H#K

#B??!

!!!

!

#B!?V

" !

#B!!V

" !

#BJV"

" !

#B!#Q

"

/;F&

GVB#K

!!!

?BU?U

!GKB#

!!

""BG!

!!

!

VB#"J

" !

QBJ?V

" !

KGBU!

" !

QBQ!V

"

/+

@

1'

"̀BUJV

!!!

GB??#

!!!

V̀BVGQ

!!

"BUKK

!!!

!

!B#V"

" !

#BKQ?

" !

GB!!Q

" !

#BKJV

"

/;: ?̀B"V1H#V "B#?1H#V

K̀BGV1H#J

!

K̀BK?1H#U

!

?B#"1H#V

" !

GB#U1H#V

" !

GB#K1H#J

" !

GB#?1H#V

"

*

@

& #̀B#!#V #B##J!V #̀B#!GV #B##!VV

!

#B##JQU

" !

#B##?JG

" !

#B#!VQ

" !

#B##K?!

"

2

C

F

@

#̀B#!UQ

#̀B?K#

!!!

#B!JG

!!

#̀B?Q"

!!!

!

#B#G!!

" !

#B#?Q?

" !

#B#JQ#

" !

#B#?UQ

"

[&;1

)

'+'H

2&;1

!!BQ#

!!!

!̀!BUQ

!!!

?UBQJ

!!!

!̀QB"?

!

!

"B?#!

" !

GBUJU

" !

!KB"#

" !

!!BKV

"

MD,F

)

*D,F

#̀B###"Q"

!!!

#B###"?U

!!!

#̀B##!"#

!!!

#B###VU#

!!!

!

?BV"1H#K

" !

VB!!1H#K

" !

#B###"GQ

" !

#B###!QJ

"

$+':0('0

?BG"G

!!!

#BQ#U

!!!

#B?VV

!!!

#BUVQ

!!!

#BU!?

!!!

#B"QQ

!!

#BU!U

!!!

!

#BJJ#

" !

#B#"?U

" !

#B#UKG

" !

#B#JVK

" !

#B#QGG

" !

#B!GG

" !

#B#JV!

"

O/+9&'*1H

R)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Y&,1HR)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3

1:

S

统计量
VUBKU ""BGV !J!BK? GGBVQ QBKV !"BUG !UGB## V!BJ"

]E:1/9(H

0&+':

"KK "KK "KK "KK "J# "J# "J# "J#

CH:

a

.(/1F #BQ#" #BVJ! #BQKG #BU!V #BVKJ #BKUJ #BQJG #BQ#U

""

注(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差值%

!!!

$

!!

$

!分别表示在
!W

$

KW

和
!#W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表
G

中解释变量的前四项#我们采用了简化的形式#这四项变量在
G:2:?

中对应为
:D*/?

$

2&;1*/%

$

2&;1*/E

和
2&;1*/:

#在
G:2:K

中对应为
:D%%&

$

2&;1%%&%

$

2&;1%%&E

和
2&;1%%&:

#在
G:2:J

中对应为
*D*/?

$

'2*/%

$

'2*/E

和
'2*/:

#

在
G:2:V

中对应为
*D%%&

$

'2%%&%

$

'2%%&E

和
'2%%&:

%

在保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表
G

中估计结果中反映寿险业和财险业集中结构及竞争结构的变
量

*/?

$

%%&

的系数都为负#并都在
!W

的统计水平显著#意味着降低寿险市
场和财险市场集中度!

*/?

下降"$提高市场竞争程度!

%%&

下降"可以有效促
进经济增长#符合本文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

其次#在
G:2:?

和
G:2:K

中#引入寿险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交叉项的结
果表明#寿险业集中度

$>

?

与重工业比重$大中企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济增
长正相关#寿险集中度与国有企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这表明
寿险市场的集中结构与以重工业比重和大中企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是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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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因此其交叉项会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而寿险市场的集中结构与以国有
企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并不匹配#该交叉项会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

寿险业竞争度
ZZS

与大中企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寿险竞争度
与重工业比重$国有企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寿险市场的
竞争结构与以大中企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相匹配#二者间的协同效应有利
于经济增长#而与以重工业比重和国有企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不匹配#这
两项协同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

在
G:2:J

和
G:2:V

中#引入财险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交叉项的结果表明#

财险业集中度
$>

?

与重工业比重$大中企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财险集中度与国有企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这表明财险市场的
集中结构与以重工业比重和大中企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是相匹配的#因此
其交叉项会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而财险市场的集中结构与以国有企业比重衡
量的经济结构并不匹配#该交叉项会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财险业竞争
度

ZZS

与大中企业比重$国有企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财险竞
争度与重工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财险市场的竞争结构与
以大中企业比重$国有企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相匹配#二者间的协同效应
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与以重工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不匹配#这两项协同效
应不利于经济增长%

最后#经济增长方程的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相比于前文研究并未发
生太大改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仍然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R<S

等变量与经济增长的符号也符合现有大多数文献的结论%

在寿险业结构方程中#经济增长会促进寿险业集中度下降和竞争度提升+

寿险深度的提高会带来寿险市场集中度提高和竞争度提高#这说明由于寿险
业广泛存在的规模经济特点#大公司往往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力#寿险深
度的提高意味着寿险业发展的深入#几家大公司对寿险市场的控制力通过竞
争得到强化#寡头集团的市场份额不降反升#大公司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
烈#即加强竞争并不一定是通过降低市场集中度实现的#也可能是大公司之
间的竞争加强的结果+寿险密度的提高会降低寿险市场集中度和竞争度#寿
险密度这一人均指标的发展往往意味着保险意识的普及#消费者认识到在一
定范围内选择保险公司的产品差异较小#会使得保险购买行为更加分散#从
而降低集中度#寿险密度发展还意味着消费者更加理性#不再会为个别公司
为快速占领市场而采取的,涸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所吸引#从而避免寿险领
域的恶性价格竞争%

财险业结构方程中经济增长会提高集中度和竞争度+财险深度的提高会
提高集中度并加强竞争程度#说明大公司间的竞争加剧#作为一个群体的大
公司整体市场份额上升+财险密度的提高可以降低财险市场集中度并弱化竞
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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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业结构$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
为识别中国保险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和不同区域

范围内是否存在差异#有必要在上述分产寿险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保险业发展
水平进行分类#研究保险业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保险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此划分保险业发展水平发达与否的标准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传统方法采
用保费收入法$保险密度法!保费收入)人口"和保险深度法!保费收入)
N<O

"来衡量保险业的发展水平#这些方法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保费收入法
和保险密度法未将保险业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结合#保险深度法尽管考察了
保险业发展水平和经济的关系#但是仍然未能回答保险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增
长是否匹配这一问题%郑伟等!

"##V

"提出保险基准深度比!

E1'*%,(/I/(H

0&++;&':./('*1

@

1'10/(0&+'

"指标来反映保险业的相对增长水平#该指标可以
较好地解决保险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匹配程度问题%本文研究借鉴

=>SO

指标的
构建思路#采用

2+

C

&:0&*

模型构建保险业增长模型#估计系数
E!

.

EG

#然后代
入模型#计算基准保险深度#再使用各省历年实际保险深度除以基准保险深
度#得到

=>SO

指标%以
=>SO

指标的均值作为划分的指标将保险业!寿险
业$财险业"划分为发达地区!

=>SO

'

!

"和不发达地区!

=>SO

,

!

"#分别
研究保险业发展水平和结构性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V

V

=>SO

'

!

#说明经济增长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匹配度大于平均水平+

=>SO

,

!

#说明经济增长
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匹配度小于平均水平%

相对于郑伟等!

"##U

"构建的,普通增长模型-所选用的估计函数形式(

保险深度
P

!

)

!

_)

"

)

人均
N<O

G

_

#

#本文采用的估计模型为(保险深度
P

F

!

!_1D

@

!

F̀

"

!人均
C

F

@

F̀

G

""

_

#

%在估计参数时#分别用总保费深度$寿险深
度和财险深度三项指标和人均

N<O

的对数进行非线性最小二乘回归#表
?

列出
了估计结果#同时将计算的

=>SO

指标的均值也进行报告#可以发现#

=>SO

均
值基本上等于

!

#与上文中建立的理论分类方法一致%

表
?

"

中国保险业增长模型!

!QQQ

.

"##U

"的估计结果
保险业 寿险业 财险业

F

!

"VB"V"#G G"B#VUV "BVGKUQG

F

"

#BGGGUQ#K

!!!

#B?!GG!"K

!!!

#B!"#!V!V

!!!

F

G

"!B?!!V

!!!

!UBKVJ

!!!

K#B!K#UK

调整
C

"

#BQ!QQ #BUUGK #BQGK!

基准深度比均值
!B##?V#J !B##"VJQ !B##!!U!

样本量
G#Q G!# G!#

""

注(

!!!

$

!!

$

!分别表示在
!W

$

KW

和
!#W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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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文中建立起来的模型#按照相对保险深度指标将各省划分为保险
业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研究中国不同区域保险业与相关行业的互动#以
及保险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

K

分别给出了基于保险业$寿险业$财
险业与其他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的估计结果#表

J

和表
V

则分别显示
了寿险业结构和财险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
K

"

保险业发展$行业互动与经济增长!

=>SO

分类"

G:2:U G:2:Q G:2:!# G:2:!! G:2:!" G:2:!G

保险发达 保险不发达 寿险发达 寿险不发达 财险发达 财险不发达
经济增长方程因变量(

2

C

F

@

@

/1,

)

2&;1

)

'+'2&;1 G!BQ?

!!!

G̀VB?#

!!

K?BGV

!!!

"̀KB!J !̀###

!!!

"̀UBKJ

!

QB#"J

" !

!VBQ!

" !

!#BUJ

" !

!UBGJ

" !

G#VB#

" !

?!BJ?

"

@

/1,E('I

)

2&;1H

E('I

)

'2E('I

Ù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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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K"

!!!

!̀KB!K

!!!

"!BKJ

!!

"!!B"

!!!

!̀QB"V

!

"BQ#?

" !

VBQK!

" !

GBUUK

" !

UBU"Q

" !

JJBJ#

" !

"JBV#

"

@

/1,:0+*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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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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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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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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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JK

"

@

/1,:&

)

2&;1:&

)

'2:& "̀GV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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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 G̀QKBK

!!!

!G!B# GJ#B" !

#

GG#

!!!

!

J#B"?

" !

!J"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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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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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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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KUBJ

" !

GUQBV

"

/I #B#J"V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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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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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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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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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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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1F. "BQJG

!!!

#B"?#

!

GB?VQ

!!!

#BG#!

!!

#B"UK "BKUU

!!!

!

#BGK!

" !

#B!G#

" !

#B?K?

" !

#B!"K

" !

#B"?!

" !

#BK#J

"

/;F& ??BJ?

!!!

?JBJU

!!!

GJBK#

!!!

?!B"Q

!!!

K"BQ?

!!!

"QBUJ

!!!

!

JBU"K

" !

JBJJ!

" !

VBU#K

" !

JB?VV

" !

!VBUU

" !

JB#!!

"

/+

@

1' "BJQ#

!!

?B##"

!!!

?BJJV

!!!

?BKGV

!!!

!B"#J VBJ#G

!!!

!

!B#V?

" !

!B!#V

" !

!B!Q!

" !

!B!UK

" !

!B""K

" !

!B!##

"

/;: GBJQ1H#V ?BQG1H#V "̀BV#1H#V GBQ"1H#V "̀B!K1H#V JB!!1H#V

!

KB#Q1H#V

" !

?BVQ1H#V

" !

KB"?1H#V

" !

?BV"1H#V

" !

!B#"1H#J

" !

GBUG1H#V

"

*

@

& #̀B##""G #B##V"Q #̀B#!?Q

!!

#̀B#!"K #̀B#!K" #̀B###G?J

!

#B##KKU

" !

#B#!#U

" !

#B##J?J

" !

#B#!#!

" !

#B#!!U

" !

#B##VK#

"

$+':0('0 !̀B?"K

!!!

#̀BGG"

!!

!̀B?#Q

!!!

#̀B?J#

!!!

?BVUG

!!!

#̀BUGU

!!!

!

#B!?K

" !

#B!?Q

" !

#B!?V

" !

#B!#V

" !

!BKQG

" !

#B!?V

"

保险业发展方程因变量(

@

/1,

$

2&;1

$

'+'2&;1

2

C

F

@

#B##V"Q #̀B##!!" #̀B##GJU #̀B##V"K

!!!

#̀B##!## #̀B##??#

!

!

#B##VVJ

" !

#B##"?U

" !

#B#!#G

" !

#B##!QK

" !

#B###J?!

" !

#B##"K#

"

/I #B#?"U

!!!

#B#!#" #B#?VG

!!!

#B##UKV #B##KG"

!!!

#B##J?V

!!

!

#B##V"!

" !

#B#!"U

" !

#B##UQG

" !

#B#!K!

" !

#B###V?#

" !

#B##"J?

"

2B1F. #̀B!KQ

!!!

#B##VKU

!

#̀B#QUJ

!

#B##Q?K

!!

#B###U!J #̀B###G#G

!

#B#K#"

" !

#B##?!U

" !

#B#K!J

" !

#B##GJK

" !

#B##!!V

" !

#B#!?V

"

ED,F

)

:D,F

)

*D,F !BUK1H#K

!!!

!BGU1H#K

!!!

!BJ!1H#K

!!!

"B#Q1H#K

!!!

GB"J1H#J

!!

GBQV1H#K

!!!

!

GB!?1H#J

" !

?BJJ1H#J

" !

GBVJ1H#J

" !

JB"!1H#J

" !

!B"J1H#J

" !

QBG#1H#J

"

$+':0('0 #B#"?K

!!

#B##?VV #̀B###"?G #B##K?J #B##?"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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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差值%

!!!

$

!!

$

!分别表示在
!W

$

KW

和
!#W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S

统计量
和

CH:

a

.(/1F

报告两行#其中第一行数据为经济增长方程的结果#第二行数据为保险业发展方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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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差值%

!!!

$

!!

$

!分别表示在
!W

$

KW

和
!#W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B

保险业发展$行业互动与经济增长
首先#可以发现在对保险业!寿险业$财险业"按照

=>SO

分类的基础
上#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显现出结构性差异(在保险业和寿险
业发达地区#保险!寿险"深度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保险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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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业不发达地区#保险深度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财险业发达与
否都没有改变保险深度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保
险业和寿险业发达地区已经进入良性循环#保险的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而
在上述两者不发达地区#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匹配性欠佳#保险发展会和
经济增长争夺资源#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可以发现不管发达与否#财险业的
发展都会抑制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与本文采用其他方法得到的结果有一些抵
牾#可能是由于模型设定所导致#其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

其次#就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社会保障的互动而言#我们引入它
们之间的交叉项#通过研究这些交叉项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来辨别其关系
是替代抑或是互补#如果交叉项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则说明二者互补#负相
关则表明二者相互替代#可以发现区域差异仍然明显(在保险业发达地区#

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及社会保障呈现出替代关系#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
发展过度#开始挤占其他行业的资源+在保险业不发达地区#保险业与银行
业$社会保障存在互补关系#而与证券业存在替代关系%在寿险业发达地区#

寿险业与上述行业的交叉项表现出与保险业发达地区一致的规律+寿险业不
发达地区#寿险业与上述行业的交叉项表现出与保险业不发达地区一致的规
律%在财险业发达地区#财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社会保障普遍存在互补
关系+而在不发达地区#财险业只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与银行
业$证券业之间则为替代关系%

最后#增长方程中其他变量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R<S

等并未发生太
大改变#符合基本常识和现有文献的发现%保险业发展方程中#提高物质资
本的投入仍然可以促进保险业的发展#但是人力资本投资对保险业发展的影
响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保险密度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并未体现出
区域差异#在所有情况下都会促进保险业发展+经济增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与保险业发展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表明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程
度并不理想%

"B

寿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表

J

中估计结果中反映寿险业集中结构和竞争结构的变量
:D*/?

$

:D%%&

的系数都为负#并都在
!W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降低寿险市场集
中度$提高寿险市场竞争程度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其次#寿险业结构及
其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对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并且我们发现寿险业集中结构与竞争结构及交叉项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
存在一定相似的特征(在寿险业发达地区#集中度$竞争程度与重工业比重$

国有企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与大中企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
济增长正相关#表明寿险发达地区寿险结构与重工业结构$国有企业结构并
不匹配#而与大中企业结构较为匹配%在寿险业不发达地区#包含集中与竞
争的寿险业结构与重工业比重$大中企业比重相匹配#寿险业结构与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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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不匹配%最后#增长方程中其他变量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R<S

等
并未发生太大改变#符合我们的预期%在保险业发展方程中可以发现区域差
异仍然存在#经济增长$寿险深度与寿险密度对寿险业结构的影响不尽相同%

GB

财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表

V

中估计结果中反映财险业集中结构和竞争结构的变量
*D*/?

$

*D%%&

的系数都为负#意味着降低财险市场集中度$提高财险市场竞争程度可
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其次#财险业结构及其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对发达地区
和不发达地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并且我们发现财险业集中结构与
竞争结构及交叉项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存在一定相似的特征(在财险业
发达地区#集中度$竞争程度与重工业比重$国有企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济
增长负相关#而与大中企业比重的交叉项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表明财险发达
地区财险结构与重工业结构$国有企业结构并不匹配#而与大中企业结构较
为匹配%在财险业不发达地区#包含集中与竞争的财险业结构与重工业比重
相匹配#财险业结构与大中企业比重$国有企业结构不匹配%此外#增长方
程中其他变量的表现基本符合预期#保险业发展方程中各变量存在明显的区
域性差异%

六!基本计量模型的扩展%动态面板数据
上节内容在同时控制地区和时期效应的基础上#利用联立方程模型

GM[M

方法对计量模型!

"#

"和!

"!

"进行估计#结果与理论模型的结论一致%本节
对上述分析做进一步的扩展#从另一个角度处理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系统
NTT

模型进行估计%将计量模型扩展为以下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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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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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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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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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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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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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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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其中#对
E'"

$

SO

'"

$

RO

'"

$

SM

'"

和
)M

'"

的界定与模型!

"#

"$!

"!

"相同#

E'"̀ !

是
省份

'

在
"`!

期的真实人均
N<O

的对数#用以衡量经济增长的滞后%模型
!

""

"同时考虑保险深度的一次项和平方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

"G

"则
研究保险业结构及其与经济结构的协同效应能否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应的影响%

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特征#因此有必要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一阶滞后项#

但是在引入该项后#采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估计时将会产生内生性问题%而



第
"

期 邵全权(保险业结构$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
JJK

""

且#保险深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保险业结构等变量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
内生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而

NTT

方法则可以有
效解决该问题#尤其是在计量模型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时

NTT

方法
的优势就凸显出来%本文将报告两步系统

NTT

方法的估计结果%

本部分在
=>SO

分类的基础上#主要应用动态面板系统
NTT

方法估计保
险业发展$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的操作中分别将

@

/1,

$

2&;1

$

'+'2&;1

和
*/

?

$

%%&

等变量作为内生变量#使用其水平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的
NTT

工具变量#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
NTT

工具变量+此外还将
/I

$

1F.

$

/;F&

$

/+

@

1'

$

/;:

$

*

@

&

作为额外的工具变量#将其差分值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
变量#其水平值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我们从最近的滞后项开始#尝试
了理论上满足矩条件的滞后项的组合#并在通过

L>

!

"

"和
Z(':1'

检验的
基础上#选择了内生变量水平滞后

"

阶到
?

阶作为差分方程的
NTT

工具变
量#差分滞后

"

阶到
?

阶作为水平方程的
NTT

工具变量%可以发现#绝大
部分拟合结果的

Z(':1'

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显示#我们不能拒绝
NTT

估
计中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

L/1221'+H=+'F

序列相关检验也表明#统计上不
能够拒绝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的原假设!见表

U

"%

!一"保险业发展$行业互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无论是保险深度#还是寿险深度或财险深度#都与经济增长显著

正相关#并且不管样本集合是采用全部样本还是发达或不发达地区的样本#

都没有改变这一结果%保险深度和寿险深度的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与前文中运用

G:2:

方法估计得到的结果一致#在前文中#财险深度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并不确定#且缺乏足够的显著性#但在采用系统

NTT

方法的估计
中#可以发现财险深度的提高也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在估计中我们还引入保险深度$寿险深度和财险深度的平方项来
分析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效应#结果表明保险深度的平方项和经济增长显著负
相关#这一结果与保险业发达与否无关#说明尽管保险市场活动能够促进经
济增长#但影响的作用范围和力度正在逐渐降低%这说明尽管随着寿险业和
财险业对经济系统的渗透逐步增加#保险深度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这种积极的影响所具有的效果是在逐渐减弱的#该结论也是对
2&;1

$

'+'H

2&;1

和
2

C

F

@

呈现出倒,

8

-形曲线的进一步印证%究其原因#中国现代保险业
的发展始于

!QVU

年#此前保险一直被作为国家的,第二财政-#相对于其他
金融行业保险业具有后发优势#因此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保险业可以一直维
持高速增长#但是随着保险业和其他金融行业的差距逐渐缩小#其发展空间
受到限制#如果说以前保险业的发展面临的是几乎无限的市场#保险业与经济
发展相匹配#那近年来保险业面临的无法向消费者提供需要的险种等结构性矛
盾就开始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了#但是由于保险业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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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还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表现为保险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

最后#保险业$寿险业$财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社会保障的互动表
明寿险业具有与保险业一样的规律#财险业具有自己的独特规律#出现这种
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保险业的结构已经从

"#

世纪
U#

年代以财险为主转
变到现在以寿险为主的格局#因为寿险业已经占到了整个保险业的大部分#

因此其具有的经济规律在保险业中也有所体现%具体而言#保险业和寿险业
整体样本的结果表明其与银行业$社会保障存在竞争性的替代关系#而与证
券业存在互补关系#保险业与寿险业发达地区也体现出上述规律#在保险业
与寿险业的不发达地区其与银行业呈现出互补关系#与证券业和社会保障之
间具有替代关系%财险业整体与财险业发达地区表现一致#即与银行业和证
券业存在互补关系#而与社会保障存在替代关系#财险业不发达地区中财险
业与银行业和社会保障替代#与证券业互补%

!二"保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B

寿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表

Q

中估计结果中反映无论是寿险业整体#还是在
=>SO

分类基础
上区分的发达地区或不发达地区#寿险业集中结构和竞争结构的变量

:D*/?

$

:D%%&

的系数都为负#并大都在
!W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降低寿险市场
集中度$提高寿险市场竞争程度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其次#寿险业结构
及其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对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从全部样本估计的结果上看#寿险集中度与重工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相匹
配#与以大中企业比重和国有企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不匹配+在寿险市场
竞争程度方面#全部样本的结果表明寿险集中度与大中企业比重衡量的经济
结构相匹配#与以重工业比重$国有企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不匹配%分地
区样本的研究表明#寿险业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中寿险市场集中度和竞争
程度与经济结构的匹配具有共同点#在寿险业发达地区#寿险集中度$竞争
度与重工业比重$大中企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相匹配#与以国有企业比重
衡量的经济结构不匹配+在寿险业不发达地区#寿险集中度$竞争度与重工
业比重衡量的经济结构相匹配#与以大中企业比重和国有企业比重衡量的经
济结构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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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Q

"

寿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系统
NTT

"

NTT!# NTT!! NTT!" NTT!G NTT!? NTT!K

被解释变量(

2

C

F

@

解释变量 寿险
$>

?

的影响 寿险
ZZS

的影响
寿险整体 寿险发达 寿险不发达 寿险整体 寿险发达寿险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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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H9(2.1:

"

#B#!U #B#"# #B#!K #B##V #B#!J #B##V

L/1221'+H=+'F L>

!

"

"!

*

H9(2.1:

"

#BU!? #BU#G #BGJ# #BG?! #BV!V #BKUK

Z(':1'01:0

!

*

H9(2H

.1:

"

#B!VU #B?!? #BU?Q #B!QK #BJKQ #BJJV

]E:1/9(0&+': "KK !G? !"! "KK !G? !"!

6.,E1/+;:; G! "J "J G! "J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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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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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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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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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财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表

!#

中估计结果中反映财险业集中结构和竞争结构的变量
*D*/?

$

*D%%&

的系数大都为负#并都在
!W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降低财险市场
集中度$提高财险市场竞争程度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这里有一个例外#

在财险业不发达地区#

*D%%&

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说明存在区域
差异#在这类地区降低竞争程度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尽管如此#我们发现
这一结论与采用

G:2:

方法估计的财险业不发达地区竞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
果并不一致#因此在这类地区财险市场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确定%其
次#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情况仍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就全部样本而言#财险市场集中度与重工业结构$大中企业结构$国有企业
结构均匹配+财险市场竞争程度与重工业结构匹配#而与大中企业结构与国
有企业结构不匹配%财险业发达地区关于集中度和竞争程度的结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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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财险业发达地区以集中度和竞争程度反映的市场结构与重工业结构和大中
企业结构匹配#与国有企业结构不匹配%在财险业不发达地区#财险市场集
中度与重工业结构等三项经济结构全部匹配#财险市场竞争程度只与重工业
结构匹配#而与其他两项经济结构不匹配%

表
!#

"

财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系统
NTT

"

NTT!J NTT!V NTT!U NTT!Q NTT"# NTT"!

被解释变量(

2

C

F

@

解释变量 财险
$>

?

的影响 财险
ZZS

的影响
财险整体 财险发达 财险不发达 财险整体 财险发达财险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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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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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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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理论分析上考察了保险业发展$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

现增加对保险业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可以有效地实现保险业的发展#进
而通过保险业发展与活动促进经济增长+保险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明
显的影响#保险市场上提高竞争$抑制垄断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尽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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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效应对经济增长率而言是短期的#但保险业结构调整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
明显的水平效应%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
G!

个省市在
!QQQ

.

"##U

年间的面
板数据#利用联立方程

GM[M

和系统
NTT

方法进行了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
明(首先#无论是保险业#还是寿险业或财险业#提高相应的保险深度$加
强保险业对经济系统的渗透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却会阻碍保
险业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整个社会所面临的资源约束导致+其次#保险业
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对于保险业#还是寿险业或财
险业来说#提高竞争程度$降低集中程度#保险业从垄断向竞争的结构调整
有利于经济增长+再次#保险业发展和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存在较为明
显的区域特点#在保险业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

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互动#以及保险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交叉项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各不相同+最后#我们发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R<S

也是推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本地出口额$政府财政支出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

保险体系能否有效地发挥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管理社会的功能#不仅
在于其参与经济活动规模!保险深度"的大小#更在于保险业结构是否和经
济结构相匹配#保险发展是否符合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如何
判断和度量,保险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将保险发展进一步分为保险业
规模的发展$保险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保险市场的差
异#从不同角度研究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就本文的政策含义而言#首先#应该加大对保险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力度#

大力发展保险业%中国保险业的规模和结构是内生于经济增长及其对应的经
济结构的#所以保险业改革和结构调整应该立足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经济结构#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保险业提供各种社会所需的保险服务#实现保
险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其次#在具有中国特色的
,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特殊市场结构下#应该对中国的产寿险市场分而
治之#相对于寿险业发展领先财险业的现实#可以引导寿险业开展有序竞争#

在财险业抑制不正当竞争+此外还要区别对待产寿险业发达与不发达地区#

制定各具特色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支持%最后#根据林毅夫等!

"##U

"关于金
融结构的论断#中国现阶段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最优经济结构是以中小企
业和非国有经济为特征的#中小保险公司具有为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服务
的先天优势#应该降低保险市场集中度#提高竞争程度#鼓励中小保险公司
发展%此外#由于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特殊性#大型保险公司之间为寡头垄断
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其他中小保险公司则以跟随者的身份出现#大公司
和中小公司构成的两个子集内部竞争激烈#两个子集之间的竞争相对较弱
!邵全权#

"##U

"%在保险市场要反垄断$促竞争#但应注意执行效果%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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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国经济结构的保险结构应该一方面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保险集
团来巩固民族保险业#另一方面还要创造适合中小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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