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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上海l 985年至1996年间城镇储蓄增长情况，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定量地 

考察丁诸多因素对存款增长的影响及影响程度 ，并给出了几个拟台度均在O．999 P~上的数学模 

型 ，这些模型对于分析存款增 的原因以及预测今后 几年存款走势均有较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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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 来，我 国居 民储 蓄一直 处于连续增长 的状 态．改革20年来 +居民储 蓄平均增 长 

32，94 ，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居民储蓄仍然增长： ．对于这些现象，众说纷纭，作者用 

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就上海1985年至1 996年间城镇储蓄增长情况进行分析 ，定量地考察了诸 

多因素对存款增长的影响及影响程度 +并绐 出了几个拟合度均在0．999以上的数学模型+这 

些模型对于分析存款增长的原固 及预测今后几年存款走势均有较大作用． 

1 因素分析 

在有关储蓄的众多经济学文献 中+居民储蓄是收入、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的函数．实 

际上影响储蓄存款的因素，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及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的发 

展在不断地增多．从诸多的因素中+我们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筛选 ，选择了具有较完整 

的统计资料且对储蓄存款的影响较大的5个因素作为模型的基本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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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划 螂称 等 ：上海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增量的数学模型厦实证分析 

(1)国内生产总值 (GDP)．曾有人对国内的 GDP水平与全国城乡居 民存款余额作 了相 

关分析 ，用 Y表示 GDP，用 x 表示城乡居民存款余额 ，则相关系数为 x =0．629，文献[2]中 

指出我国 目前的储蓄占GDP的比重是非常高的．上海的 GDP水平从宏观上反映 了上海的 

经济状况 ，同时也决定 了上海居民消费支出的总体水平，从而在某种程度反映了居民的储蓄 

水平．该变量的数据取 自《上海统计年鉴 l997》． 

(2)收入．收入是影响储蓄增长的重要 因素．高的收入水平可以促进储蓄存款的增长 ，因 

此收入与存款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取《上海统计年鉴一1997》公布的上海城镇居 

民人均收入乘 城镇人口数作为收入的依据． 

(3)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在一般情况下与银行存款呈正相关关系 ，而通货膨胀率与银行 

存款呈负相关关系，名义利率越高，意味着同样的储蓄可以为储蓄者带来更多的回报 ，因此 ， 

银行存款的吸引力越大 ；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越高 ，扣除通货膨胀率以后的实 

际利率越低，银行吸收到的存款就会减少．本模型中，我们取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为名义 

利率 ， 《上海统计年鉴一1 997》公布的历年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为依据计算通货嘭胀率 ， 

实际利率为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差． 

(4)股市流通市值．证券市场的规模与收益与银行存款呈负相关关系．自1 990年上海证 

券交易所成立 来，股票市场扩容迅速 ，股民数量逐年增加，股市收纳 了居民手中的大量资 

金 ，股市的流通市值反映 了股民投资股市的资金量．其中也包含 了自营商操作的资金量．据 

有关方面 了解券商操作自勺资金量约占流通市值的30 ，因此我们取《上海证券年 鉴》公布的 

各年流通市值数据乘以70 作为该变量的数据． 

表 l 上海境讣年鉴1985~1 997年数据 亿元 

(5)债券发行数． 债券的收益略高于存款，而风险又低于股市 ，这是大部分市民乐于选 

择的投资方向，该变量的数据取 自《上海统计年鉴 1997}． 

表 1给出了5个变量的数据 ，及上海城镇年末存款余额的数据．据银行方面调 查分析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妊 

公款私存的款项约占居民存款的8 左右，因此我们用《上海统计年鉴》公布的上海城镇年末 

存款余额除以1．08作为城镇居民年末存款余额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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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上5个变量关于居民存款作多元线性 回归 ，得到模型1． 

Y 一 96．4202— 0．5395X l+ 2．6658X2— 1．2934X3+ 0．0286X + 2．2407X 

(3．5112) (一 5．33) (9．2396) (～ 1．7316) (O．8375) (1 6．7301) 

，：国内生产总值 ；孔 收入； ：实际利率{ ：股市流通市值 × 70％； ：债券发行 

额 ；j，：上海城镇年末存款余额 ÷ (1．08) (扣除公款私存等因素)．注：括号内数据为 t检 

验值． 

该模型修正Rz一0．9996，F值为5591．3092，总体标准误差为9．8224，查表可碍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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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47，回归与方差分析显示了在 0、99的置信水平下总体回归显著 ，拟合程度很高，理论估 

计值与实际值的误差很小、又 f 一 2．447，t检验值显示了在置信水平为 95％ 下，GDP、 

收入与债券对存款影响显著 ，而利率与股市流通市值两个因素对存款影响不显著．模型 1有 

关值参见表 2． 

变量取 值 

1985～ l996年 

囝 2 各变量1985~1995年走势图 

表 2 1985~1997年银行存款相对数 

考虑到模型1所用的数据除了利率外，取的是绝对数，以亿元为单位
，而利率是相对数， 

这可能会影响实际利率这一因素对模型的作用．因此我们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处理这一问 

题’在模型2中，将所有的数据都化为相对数，使之具有可比性
． 上海证券交易所1 99。年成立， 

标志着上海金融市场开始起步-我们取1 990年数据为基数
，各年的数据除以1990年的数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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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年的相对数(除利率外)，得模型2 

银行 存献 (亿 元 ) 

ll；{ 划砸t谩差数 

5 6 T 8 9 】0 11 l2 

时 间序列([985~ 1996年 

图 3 银行存款实际值与预测值比较<模型1) 

： 黧 
网 网 图 i 

．

1 

豳图圉 。 7 B 圈 l0 l2 
时 间序列(】985 1996年) 

圈 4 银 行存 款实 际值 与 预测值 相对误 差直 方 圈 

Y 一 0-4668 1．9760X L+ 2．223IX2— 0．006X3+ 0．O002X{+ 0
．
2 979X s 

(3．5】10)( j．33) (9．2396) (一 1．73]6)(0．8375) (16．7301) 

括号内为 t检验值-模型 2得修正 R 一0．9996，F值 5591．3092，反映总体 回归显著．t检验值 

显示 GDP、收入与债券发行额对储 蓄存款影响显著．丽利率、股市流通市值对存款影响不显 

著．这一结论与模型 1一致．模型 2有关值参见表 2 

在模型3中，以模型1为基础 ，对实际利率这一数据进行修正 ，考虑到对存款影响最大的 

人群为在职职工 ，因此我们取实际利率乘 上海在职职工人数作为 x 的数据 ，得模型3 

y 一 96．734— 0．542X】+ 2．674X 一 0
． 0026X + 0．0284X + 2．239X 

(3．481) (一 5．276) (9．141) (一 1．686) (O
． 823) (16．546) 

模型的修正 为 0．9996，标准误差为 9．908，F值为 5495．018，显示 了模型的总体回归 

显著-括号内为t检验值 ，这些值表示 GDP、收入、债券发行额对银行存款影响显著 ，而实际 

咖 啪 删 ㈣ ㈣ 伽 湖 。 ∞ ∞ ￡j 0 ￡j ∞ 惦 ．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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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与股市流通市值影响不显著．模型 3有关值参见表 2 

5 银行存款 实际 值与 预 测值 (扣对 数，比较 (模型 2) 

3 分析模型 

时闸序 列(】985～ 1~'95年) 

闰 6 银打存款实际值与_衙 值(修 敬)比较(模 型3 

⋯ 兰篓 圭! 型，虽然方法不同，但方差分析结果基本相同，均显示丁实际和率与股市 流通市值对存款影响不显著
．
由此可 以认 为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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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及教育制度的改革 ，使城镇居民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居民必须为子女 

接受高层次教育支出而存款 ．也要为改善居住环境、置换或购置商 品房而存款 ，更要为今后 

的养老、预防不测丽存款．人们的储蓄观念 已经从消极的“以获取利息”为 目的转 向积极 的 

“以预 防意外或延期消费”为目的，因此利率与存款增长的相关性在逐步减少． 

(2)证券市场出现之后 ，证券资产的高收益和高流动性吸引了人们对其投资，人们从储 

蓄存款中或从箱底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股票 ．尤其是在股票火爆时 ，大量资金从银行流 

向股市，但这只是暂时现象 ，当股市下调、低速时，其中的大部分资金又重新流回银行 ，因此 

从年末城镇存款的余额来看 ，始终是处于增长状态，股票市场对银行存款的分流是不显著 

的 ，说明了流向股票市场的资金是新增储蓄的一部分．每年新增的储源，不是单一导向银行 ， 

而是既导向银行，也导向证券市场等其他领域． 

从目前状况分析 ，证券市场尚属起步阶段，风险较大 ，长期投资获利较少．人们还是把银 

行存款作为首选 的方向．证券市场对银行存款的分流还有待证券市场的发展与稳定和上市 

公司业绩 的增长． 

参考文献 ： 

[1] 齐最翔 

[z3 赵福 B 

[3] 赵志君 

赞币化进程 tP的居民储蓄增长分析[J]．金知研 究．1998，(6)：1 9-23 

过渡储凿与金融风睦[J]．金融研究，1998，(6)：5 7． 

我国居 民储蓄幸雯砷和固素舟折口]、数量经济基数经济研究，1998，(8)：32—36 

M odels and Analysis about Resident Deposit in Shanghai 

ZHENG Jia—hua ，SUN Chun—hua ，HU He—fen 

(1-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Tongji un1、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2-M edium Professional School of District Indust ry Bu reau，Shanghai 20l101
， China： 

8-College Q￡sc nces，Engit~eeritxg and In缸m atⅫ  ．Shanghai Tearchers University
， Sha 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U sing method of calculating econom ics we analyze resident deposit in Shahgha L from 1985 r0 1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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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and effect degree of all kinds of factors．and give sererat we1l su Ltab1e 玎1athema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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