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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研究天津金融对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关系，并以VAR模型为基础进行分析。通过构建VAR模型探

究天津市金融因素(进出口总额、金融机构数量、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联。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从而揭示金融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和程度，为

相关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以促进天津市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最终根据结论给出相

应的建议。 
 
关键词 

天津市金融，进出口贸易，VAR模型，动态关系 

 
 

A Study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of  
Financial Influence o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Tianjin 
—Based on VAR Model 

Song Xu 
School of Statistics, Jil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Sep. 8th, 2023; accepted: Oct. 4th, 2023; published: Oct. 11th, 2023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ianjin Finance an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nd analyze it based on VAR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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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number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eposit balance and loan 
balance of Chinese and foreign-fund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Tian-
jin by constructing VAR model. Through impulse response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he influ-
ence mechanism and degree of finance o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re revealed,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policy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policy makers and decision makers to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Tianjin. Finally,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given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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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发展背景方面，天津市作为中国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基础。其临近

渤海湾和首都北京，拥有便捷的交通网络和先进的物流设施，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天

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进一步推动了天津市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政策优惠和改革

措施吸引了更多的外商投资和贸易活动，为金融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近年来，天津市的金融业也

得到了快速发展，涵盖了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领域。金融机构的数量增加以及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参

与，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服务和支持。 
然而，天津市金融业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相对滞后，缺乏具有竞争力的金融工具来支持进出

口贸易。这可能限制了金融对进出口贸易的积极影响和推动力。其次，中小企业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

参与者，却面临融资难题。金融监管不完善或存在漏洞可能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和不稳定，进而对进出口

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天津市的进出口贸易还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和全球贸易形势的影响。全球经济不稳

定、贸易摩擦等因素可能对天津市的进出口贸易造成波动和不确定性。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 VAR 模型，探究天津市金融因素(如进出口总额、金融机构数量、中外资金融机

构存款余额、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分析模型中的动态关系和长

期均衡关系，可以揭示金融因素对进出口贸易的短期冲击效应和长期稳定影响。 

2. 文献综述 

丁益和凌峰(2022)研究了安徽省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和前景，并提出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建议[1]。陈丽

和童林(2021)从老龄化视角评估了对外贸易对卫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讨论了老龄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

系[2]。吴雯雯(2021)以广东省为例，研究了广东省对外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出口贸

易对短期和长期高质量发展有积极作用[3]。励利、田荣富和尹玉刚(2020)通过动态面板数据系统 GMM
估计方法研究了中国不同地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有

显著拉动作用[4]。吴东晟、余鲁和杨宜平(2019)通过改进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开放度越高的地区影响越大[5]。 
已有的文献对不同领域金融影响进出口贸易进行理论或者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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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背景下，金融与贸易之间的协同发展至关重要[6]。通过深入研究天津市金融与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关

系，可以加深对二者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推动金融与贸易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提升天津市

金融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共同发展[7]。 

3. 研究方法介绍 

3.1. 向量自回归模型 

在相对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中，用来研究变量的模型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并没有重视变量

之间特别是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假设几个变量构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而且所有的变量均为内生变

量的情况。假设有四个时间序列变量，{ }1, 2, 3,, , ,t t t ty x x x ，分别作为四个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而解释

变量为这四个变量的 p 阶滞后值，构成一个四元的 ( )VAR p 系统： 

1, 1 11 1 1 , 11 1, 1 1 1, 11 2, 1

1 2, 11 3, 1 1 3, 3

t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x y y x x x

x x x

β β β γ γ δ

δ θ θ ε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1 1 2 21 1, 1 2 1, 21 2, 1

2 2, 21 3, 1 2 3, 4

t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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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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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 31 1 3 , 31 1, 1 3 1, 31 2, 1

3 2, 31 3, 1 3 3, 3

t t p t p t p t 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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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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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1 1 4 41 1, 1 4 1, 4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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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2 3 4, , ,t t t tε ε ε ε 均为白噪声过程(故不存在自相关)，但是允许两个方程之间存在“同期相关性”。注

意到上面两个方程的解释变量完全一致。故将两个方程用矩阵的形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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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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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相应的系数矩阵，可得： 

0 1 1 2 2t t t p t p tZ Z Z Z ε− − −= Γ + Γ +Γ + + Γ +  

上述公式中， tε 是四维的随机向量， iΓ 是 4 × 4 的系数方阵；每一维的 tε 独立同分布，但不要求相

互独立的不同维度； iZ 是四维变量矩阵。 

3.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1969)提出的检验方法基于以下思想。如果 X 是 Y 的因，但是 Y 不是 X 的因，则 X 的过去值

可以帮助预测 Y 的未来值，但是 Y 的过去值不能帮助预测 X 的未来值。考虑到以下的时间序列模型： 

1 1

p p

t m t m m t m t
m m

Y Y Xγ α β ε− −
= =

= + + +∑ ∑  

其中，滞后阶数 p 为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可以根据信息准则判定。检验原假设

“ 10 0pH β β= == = ”，即 X 的过去值对预测 Y 的未来值没有帮助。如果拒绝 H0，责成 X 是 Y 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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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杰原因”，将以上回归模型的位置进行互换，则可以检验 Y 是否是 X 的格兰杰原因。 

4.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于《天津统计年鉴》，并选取对应变量 2002 年到 2021 年的数据。利用 VAR 方

法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天津的进出口总额指标来定量反映贸易经济发展。将进出口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

此外解释变量选金融机构数、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最后将这些变量全

部设置为内生变量，并且将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避免量纲造成的误差。变量表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selection 
表 1. 变量选取 

变量名称 变量缩写 单位 

进出口总额 LNY 亿元 

金融机构数 LNX1 个 

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LNX2 亿元 

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LNX3 亿元 

5. 实证分析 

5.1. 时序图 

图 1 显示的趋势变化显示出天津市进出口总额、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的稳步增长，

而金融机构数量保持相对稳定。这可能暗示了金融因素在促进天津市进出口贸易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同时表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活动对进出口贸易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初步估计进出口总额(亿元)、金融机

构(个)、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亿元)的增长存在密切的联系。需要

在后续得协整检验中进一步检验四个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Figure 1. Variable time series diagram 
图 1. 变量时间序列图 

5.2. 正态性检验 

首先做出各个变量得柱状分布图并且做出正态性拟合曲线(图 2)。正态线代表了正态分布的理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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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均值为 μ 和标准差为 σ 的特征。将正态线与柱状图进行比较，可以判断数据分布是否与正态分布

相似。当柱状图的分布形状与正态线拟合良好，即柱状图的峰值、尾部和对称性与正态线相似时，表示

数据较为接近正态分布。可以看出各个变量与正态线拟合时，存在一定的偏误，没有存在尖峰但是存在

厚尾的情况，所以需要用正态性检验即 JB 检验继续分析。 
 

 
Figure 2. Histogram and normality fitting graphs 
图 2. 柱状及正态性拟合图 

 
用 JB 法对样本数据的正态分布进行检验。JB 测试是用来判断一套样品能否被视为正态分布的一种

测试。在初始假定条件下，样品按正态分布，将显著程度设置在 5%，JB 检验的 P 值低于 0.05 时，拒绝

原假设。相反，JB 检验的 P 值在 0.05 以上时，可以接受原来的假定，而样品则遵循正态分布。以下表格

显示了检测的结果。经过测试，进出口总额(亿元)、金融机构(个)、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中

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亿元)的 JB 检验都符合原有的假定，且所有的变量都符合正态分布。 

5.3. 平稳性检验 

研究开始需要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即 4 个变量进出口总额(亿元)、金融机构(个)、中外资金融机构

存款余额(亿元)、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亿元)的对数值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 ADF 检验方法。结果

如下表所示。经检验对于进出口总额对数的二阶差分变量：t 统计量值为−4.629006，远小于 1%临界值

(−2.717511)。在 1%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即二阶差分后的进出口总额对数变量是平稳的。同

理，发现金融机构对数的二阶差分变量、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对数的二阶差分变量和中外资金融机

构贷款余额(亿元)对数的二阶差分变量对应的伴随概率 P 值均小于 0.01，说明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

的。经检验这一组时间序列数据均为二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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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协整检验 

Johansen 提出“迹检验”来验证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迹检验”的原假设为协整秩等于 0，即

不存在协整关系；而备择假设为协整秩大于 0，即存在协整关系。据此可以进行似然比检验，由于此检

验的统计量涉及到矩阵的迹，故称为“迹统计量”。如果接受原假设：协整秩为 0，则认为不存在协整

关系。反之，则继续检验是否存在多个协整关系。依此不断进行检验，直到原假设确认协整秩为止。 
上述平稳性检验说明各变量对数序列是二阶单整的，经过 Johansen 协整检验后结果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Results of cointegration test 
图 3. 协整检验结果图 

5.5. 滞后阶判定 

要研究进出口总额、金融机构、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间的动态关系，

本文需要对所有变量构造 VAR 模型。首先要根据 LR 统计量、最终预测误差 FPE 以及 AIC、SC、HQ 信

息准则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由图 4 可以看出最佳滞后阶数为 1，因此本文初步建立 VAR(1)模型。 
 

 
Figure 4. Lag order diagram 
图 4. 滞后阶数图 

 
稳定的 VAR 模型是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 VAR 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

验。如果检验结果存在特征根在单位圆外则表示模型不稳定，如果特征根全部落在单位圆内则说明模型

的稳定性良好。由于本文选取了 4 个变量，且最优滞后期为 1 期，因此共有 4 个特征根。对本文建立的 
VAR(1)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图 5 所示，AR 根图表检验的 4 个特征根的模全在单位圆内，即特征根的模

全部小于 1，本文所建立的 VAR(1)模型稳定。 
最终得到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建立方程，这些方程描述了变量 LNY、LNX1、LNX2 和 LNX3 之

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变量 LNY 的当前值受到其过去值的影响，同时受到 LNX1、LNX2
和 LNX3 的过去值的影响。类似地，变量 LNX1、LNX2 和 LNX3 的当前值也受到它们自身的过去值以

及 LNY 的过去值的影响。 

( ) ( ) ( ) ( )1 1 1 1( )LNY 0.492*LNY 0.492*LNX1 0.222*LNX2 0.563*LNX3 4.370T T T T T− − − −= − − + +  

1 1( ) ( ) ( ) ( ) ( )1 1LNX1 0.035*LNY 0.848*LNX1 0.129*LNX2 0.055*LNX3 0.361T T T T T− − − −= + + − +  

1 1( ) ( ) ( ) ( ) ( )1 1LNX2 0.067*LNY 0.074*LNX1 0.887*LNX2 0.019*LNX3 1.189T T T T T− − − −= − + + +  

( ) ( ) ( ) ( )1 1) (1 1LNX3 0.024*LNY 0.018*LNX1 0.463*LNX2 0.543*LNX3 0.037T T T T T−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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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AR root distribution diagram 
图 5. AR 根分布图 

5.6.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图 6 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结果显示：LNX1 与 LNY 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零假设为 LNX1
不是 LNY 的 Granger 因果关系。F 统计量为 0.00544，对应的 P-value 为 0.9421。在 1 个滞后阶数下，LNX1
对LNY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显著。相反的LNY与LNX1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F统计量为 5.64543，
对应的 P-value 为 0.0303。结果表明，在 1 个滞后阶数下，LNY 对 LNX1 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是显著的。

类似地，本文对其他变量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进行了类似的检验。 
 

 
Figure 6. Granger causality results 
图 6. 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 

 
最终得到结论为：进出口总额是金融机构数量的格兰杰原因。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中外资金

融机构贷款余额是金融机构数量的格兰杰原因。可能的原因是：(一) 进出口总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

济的活跃程度和国际贸易的规模。当进出口总额增加时，会带动经济发展和贸易活动的增长，从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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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金融机构来支持和促进这些活动。因此，进出口总额的增加可能会引起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二) 
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反映了金融机构的资金规模和业务发展。当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存款

余额和贷款余额增加时，说明它们在市场中的活跃度和影响力增强，可能需要增加机构数量以满足需求。

这可能是因为更多的存款和贷款需求意味着金融机构需要扩大规模和业务范围，以满足企业和个人的融

资需求。 

5.7. 脉冲响应 

图 7 为脉冲响应结果。对于进出口总额对自身的脉冲响应程度的变化，在第一个期间，进出口总额

对自身的冲击程度为 0.109532，为正向响应。然而，在接下来的期间，进出口总额对自身的冲击程度逐

渐变为负值，从第三期开始负向的响应。这意味着进出口总额的正向冲击会导致进出口总额的负向变化。

在第五期时负向响应达到极值点−0.022625，随后趋于平稳。 
 

 
Figure 7. Pulse response results 
图 7. 脉冲响应结果 

 
第一期，金融机构数量对进出口总额的冲击程度为 0，表示金融机构数量对进出口总额没有直接的

冲击影响。然而，在接下来的期间，本文可以观察到金融机构数量对进出口总额的冲击程度逐渐变为负值，

即金融机构数量的冲击会导致进出口总额产生负向的变化。在给定的脉冲响应结果中，金融机构数量对进

出口总额的负向响应系数的绝对值在前期逐渐增大，然后在后期逐渐减小。这暗示了金融机构数量对进出

口总额的负向影响在一开始时较为强烈，然后逐渐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响应程度逐渐收敛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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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在第一期对进出口总额没有直接的冲击影响(响应系数为 0)。随后中

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对进出口总额的冲击程度逐渐增加，且为正值。这意味着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

额的增加会对进出口总额产生正向的影响。在给定的脉冲响应结果中，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对进出

口总额的响应系数逐渐增大，第四期为最大值点 0.017281，然后正向响应程度趋近于 0，整体上呈现倒 U
状态。 

对于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第一期对进出口总额没有直接的冲击影响(响应系数为 0)。之后

LNX3 对 LNY 的冲击程度逐渐增加，且为正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响应呈现倒 U 状态。表明中外资金机构

贷款余额对进出口总额的正向影响在一开始时较小，逐渐增强后趋于稳定，并保持相对稳定的影响程度。 

5.8.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一种用来衡量各个变量对系统整体方差的贡献程度的方法。在 VAR 模型中，方差分解可

以理解每个变量对系统波动的影响程度。图 8 为方差分解结果，本文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Figure 8.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s 
图 8. 方差分解结果 

 
对于变量 LNY (进出口总额)，在第 1 个期间，它的方差完全由自身决定，贡献率为 100%。随着时

间的推移，LNY 的方差逐渐减少到 45.37%，而其他变量的方差逐渐增加。变量 LNX1 (金融机构数量)对
系统波动的贡献率逐渐增加，从第 1 个期间的 0%逐渐增加到第 10 个期间的 47.25%。这表明金融机构数

量的变化对整个系统的波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变量 LNX2 (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 LNX3 (中
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系统波动的贡献率相对较小，从第 1 个期间开始就较低，并且在第 10 个期间

仍然保持较低水平，贡献率均没有超过 5%。 
可能的原因如下： 
(一) 在初始阶段，进出口总额的波动可能对整个系统产生较大的影响，因为进出口贸易是经济活动

的重要指标，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全球经济状况、贸易政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可能逐渐

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进出口总额的波动性减少，因此其贡献率降低。 
(二) 金融机构数量的变化对系统波动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增加。金融机构数量的变化可以反映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活跃程度，对信贷供给、资金流动等方面产生影

响。当金融机构数量增加时，金融市场更加活跃，资金流动更加频繁，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波动。因此，

随着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其对系统波动的贡献率也增加。 
(三) 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相对稳定，波动性较小。这些资金往往用于长期投资和贷

款，相对较为固定，不太容易受到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因此，尽管它们在金融体系中起着重要的角色，

但对整个系统的波动影响相对较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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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一) 进出口总额、金融机构、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增长存在长期

的协整关系。并且各自的时间序列数据二阶单整，并且服从正态分布。 
(二) 最佳滞后阶数为 1，本文建立 VAR(1)模型。进出口总额是金融机构数量的格兰杰原因。中外资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是金融机构数量的格兰杰原因。 
(三) 进出口总额对自身的脉冲响应程度在第一个期间为正向响应(0.109532)，但随后逐渐变为负向响

应。在第五期达到负向响应的极值点(−0.022625)，然后趋于平稳。 
(四) 金融机构数量对进出口总额的冲击程度逐渐变为负向响应。在给定的脉冲响应结果中，金融机

构数量对进出口总额的负向响应系数的绝对值在前期逐渐增大，然后在后期逐渐减小。这表明金融机构

数量对进出口总额的负向影响在一开始时较为强烈，然后逐渐减弱，直至趋近于 0。 
(五) 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对进出口总额的冲击程度呈倒 U 型趋势。起初，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

余额对进出口总额的冲击程度较小，随后逐渐增加，达到最大值(0.017281)后又趋于稳定，整体呈现倒 U
状态。 

(六) 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进出口总额的冲击程度也呈倒 U 型趋势。初始阶段，中外资金融机

构贷款余额对进出口总额的冲击程度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然后趋于稳定，保持相对稳定的

影响程度。 
(七) 对于进出口总额，在第 1 个期间，它的方差完全由自身决定，贡献率为 100%。随着时间的推

移，LNY 的方差逐渐减少到 45.37%，而其他变量的方差逐渐增加。金融机构数量对系统波动的贡献率逐

渐增加，从第 1 个期间的 0%逐渐增加到第 10 个期间的 47.25%。这表明金融机构数量的变化对整个系统

的波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变量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中外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系统波动的

贡献率相对较小，从第 1 个期间开始就较低，并且在第 10 个期间仍然保持较低水平，贡献率均没有超过

5%。 
根据以上分析的结论，可以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 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和风险管理：考虑到金融机构数量对进出口总额的负向影响以及其在系统波

动中的重要性，政府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同时，需要加

强风险管理，防范金融机构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 促进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平衡发展：考虑到中外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对进出口总额的

影响相对较小，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鼓励中外资金融机构平衡发展，提高其对进出口总额的贡献。这可以

包括提供更多的支持政策、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及加强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努力。 
(三) 优化进出口政策和贸易环境：考虑到进出口总额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呈现负向趋势，政府可以采

取措施优化进出口政策和贸易环境，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这可能包括减少贸易壁垒、提供更多的贸

易便利化措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等，以刺激进出口总额的增长[9]。 
(四) 维护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考虑到不同变量对系统波动的贡献率的变化，政府应保持经济的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以降低整个系统的波动性并提高各变量之间的均衡性。这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货币

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措施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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