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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分权下的电力需求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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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出于缓解自身财政压力和政治晋升等动因，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会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电力需求。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３０个省区的动态面板系统进行
估计分析，结果与理论预期相吻合：财政分权、电力需求、市场化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各省区的经济增长、第

二产业比重、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显著地影响了电力需求，财政分权、人口、电力耗能指数与电力需求正

相关，价格与电力需求负相关；而在不同省区，同一影响因素对电力需求的作用力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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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社会，电力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近年来的“电荒”已经困扰

和制约了我国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电力短缺已成

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尤其是在长三角和珠

三角地区。理论上，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能源经济
学的兴起，电力经济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

界的热点之一。就我国电力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而言，从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的不同可以把已有

的主要文献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时间序列分析。林伯强（２００３ａ）基于电力
需求模型，利用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对影响中国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表

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总是伴随高的电力需求；林

伯强（２００３ｂ）在三要素的Ｃ—Ｄ生产函数框架下，借
助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中国电力消费和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支持电力消费与经济增

长具有内生性；Ｐｅｒｎｉｌｌｅ等（２００４）建立以居民可支
配收入、人口增长、电价和城市化水平为自变量的

电力需求函数，通过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电力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王海鹏等（２００６）利用
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表明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互为

因果关系；张兴平等（２００８）对 １９８０—２００４年数据
进行Ｇｒａｎｇｅｒ检验，结果显示电力消费与解释变量
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二是静态面板研究。张琳等（２００８）借助面板
单位根及协整检验来考察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电力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姜磊等

（２００９）采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协整与因果检验来
研究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结果发

现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处于稳定的均衡状态且二

者互为因果关系；梁朝晖（２０１０）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在对城市电力消费的有关

因素分组的基础上进行建模，分别考察工业规模、

城市化程度、城区面积、区位因素等对城市电力需

求的影响。

三是其他方法的估计。陈文静等（２００９）基于
半参数模型和非参数模型研究了电力消费系统中

各影响因素的线性以及非线性因素；吴玉鸣等

（２００８）利用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内地３０个省域的电力消费和经
济增长之间表现为一种非均衡的联动关系和局域

性特征；王火根等（２００７）引入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研
究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和电力消费的关系；林卫斌

等（２０１０）就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对电力消费的影
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

增长与电力消费不同步的主要因素，但二者的背离

程度无法从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得到完全解释。

上述文献为进一步研究电力需求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提供了借鉴，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现

有的实证文献没有对中国式分权①体制下的电力需

求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②。第二，经济

增长与电力需求可能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任何单方

程估计都不能较好地解释和计量经济增长与电力

需求的内在关系。纵观国内外在电力需求与经济

增长的有关研究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方程设定偏

误、内生性问题以及缺少稳健性检验等缺陷。

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是下一步探讨的重点和

难点，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下面将在对中国

式分权下电力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理论分

析的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经济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二、理论框架

中国式分权改革是迫于财政压力所引致的制

度变迁。为化解财政压力，中央决策者采取一系列

措施，在许多部门和领域中放权让利、降低监控。

而中国的层级制是一种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

的多层级、多地区的 Ｍ型组织。在 Ｍ型组织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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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Ｑｉａｎ等（１９９８）是较早提出“中国式分权”概念的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式分权主要是指中国分散化的财政体制；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等（２００１）将中国的政治集中和经济分权结合在一起，强调了中国与俄罗斯等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机理。本文的“中国式分权”是
指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并存。

改革以来，中国式分权产生了特殊的政绩观，即地方官员的升迁主要依赖于经济绩效的好坏。在这种政绩观下，地方官

员会展开以ＧＤＰ增长为标杆的政治锦标赛，他们在大力发展当地经济的过程中会加大对电力等垄断行业的投资并间接地影响
电力需求。同时，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各地区发电装机容量和电网输配能力的空间分布也不均。

因此，研究中国式分权下经济增长与电力需求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分省区和地区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剖析各地区经济

增长对电力的依赖程度有着重要意义。



层级的基层政府与上级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权力，

但他们却有很大的自主权在国有部门以外建立市

场取向的企业来发展当地经济。“虽然在政府层级

内部行政机构的相互联系是垂直的，但地区之间的

相互联系却是水平的、市场取向的”①。中国的经济

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分权的过程，它以不改变政

治权力基本结构为底线，是市场化和财政分权的双

重分权过程（周业安 等，２００８），通过中央与地方的
分权改革创造了一种特殊性质的经济联邦制，即所

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这

种分权的特征是政治集权、经济分权，它赋予了地

方政府足够的决策权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集权下，中央长期保持对地方的激励与

约束。虽有钱颖一、Ｗｅｉｎｇａｓｔ等人提出的“中国特色
的联邦主义”中的行政分权②，但中央和地方的分权

属于行政管理性质的向下授权，下放权力随时可以

收回。中央掌握地方官员的升迁和人事任免，省级

领导人是由中央直接任命，而各级地方官员是自上

而下任命的。在委任制下，地方官员并不像西方联

邦制中的官员那样对选民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

迎合上级的要求，追求单一的经济发展目标。

经济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市场激励和较为

独立的经济决策环境，进而推动和促进市场化进

程。另外，地方政府控制着本地大部分的经济资

源，他们有很大自主权来发起和推动地方改革并对

地方经济全权负责。在以经济绩效作为考核政府

官员政绩及升迁的主要指标时，地方官员将会展开

以经济增长为标杆的政治锦标赛。在现实的地方

投资中，资源禀赋差异通常不是考虑的首要问题，

地方政府热衷于政绩型或短期收益显著的项目，优

先发展重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在公共品供

给上大都倾向于基础设施，在通信、电力等垄断行

业上巨额投资以期获得高回报。

在中国式分权下，出于缓解自身财政压力和政

治晋升等动因，政府的投资行为会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电力需求。首先，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中，投资是最主要的引擎。而政府的理性偏

好决定了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是投资的重点，作为

“用电大户”的重工业则理所当然地影响当年的社

会用电总需求。其次，出自对硬性公共品的强偏

好，地方政府会加大对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等

项目的投资，“铁、公、基”的不断更新和扩建会大大

增加对电力等能源的需求。再次，随着电力体制改

革的逐步推进，电力监管采用国家集中监管与地方

监管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给予了地方政府干预

地方电网的权力，这会影响电力的地区配置和实际

需求。最后，经济的增长是各生产部门的增加值之

和，电力是投入的生产要素之一，所消耗电力的价

值会以最终产品的形态体现出来并包含在产品

之中。

三、经验分析

１．变量的选取和说明
（１）财政分权（ＦＤ）。最早研究中国的财政分

权度当属Ｚｈａｎｇ和 Ｚｏｕ（１９９６），他们用一省的开支
占中央支出的比率来衡量分权度。本文采用目前

国际上通用的办法，即一个省人均财政支出占人均

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可表示为：ＦＤ＝人均省级支出／
（人均省级支出 ＋人均中央支出）。其中人均省级
支出为各省人均财政支出，人均中央支出为全国人

口平均中央财政支出。这里假定财政分权与经济

增长、电力需求正相关。

（２）经济增长（ＧＤＰ）。用地区的 ＧＤＰ来衡量，
在众多文献中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影响电力需求的

最重要因素，本文假定经济增长与电力需求正相关。

（３）市场化程度（ＳＣＩ）。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指
标很多，各有优缺点。鉴于樊纲、王小鲁的研究成

果引用比较多且指标的选择比较全面，本文采用樊

纲、王小鲁的市场化指数（１９９７—２００７）来衡量市场
化程度。周业安等（２００８）认为市场化过程实质上
就是一个分权过程，分散化决策意味着居民和企业

拥有了自主的资源配置权利，从而能够实现决策主

体的激励兼容，这才是分权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最本

质因素。因此，这里假定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

电力需求正相关。

（４）电价（Ｐ）。一般而言，电价是影响电力需求
的最主要因素，中国的电价是根据电力供给成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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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自钱颖一所著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一书。

按照周黎安（２００７）的说法，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央政府开始把很多经济管理的权利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拥有相对更
多的自主经济决策权。



政性地确定，供给成本包括全部燃料、运行和维护

成本、需回收建设成本与合理费用（林伯强，

２００３ａ）。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的许多主管部门及许
多利益相关者介入电价的制定过程，因而中国电价

的形成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部门问题，但这并不意

味电价是不能衡量的，本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矿

物燃料等价格指数来代替①。理论上，电力需求与

矿物燃料价格指数负相关。

（５）第二产业比重（Ｍ２）。国有企业管理体制
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

主要方面。在三大产业中，工业是耗电最多的产业

部门，而重工业历来是电力需求的大户，重工业的

发展和附加值的增加是电力需求上升的主要推动

力，重工业比例较小的产出意味着电力需求较低。

这里把Ｍ２定义为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值，预期其与电力需求正相关。

（６）效率改进（Ｅ）。用电力耗能指数来反向衡
量效率的改进，电力耗能指数越高效率改进程度越

低。采用资源耗能指数②来定义电力耗能指数，即

电力能耗指数＝电力消费量（亿千瓦）／当年国内生
产总值（亿元）。随着科技创新和能源节约技术在

不同产业中的引进及推广，效率改进与电力需求负

相关，电力耗能指数与电力需求则是正相关关系。

（７）城市化水平（ＣＩ）。在影响电力需求的诸因
素中，城市化水平对电力需求的作用不容忽视，但

针对两者关系的相关研究并不多。本文的城市化

水平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Ｐｅｒｎｉｌｌｅ等（２００４）证明了城市化水平能促进电力需
求的增加，两者是正相关的。梁朝晖（２０１０）以及何
晓萍等（２００９）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都得出类似的
结论，城市化促进电力需求增加且两者互为因果关

系。因此，本文也假定城市化水平与电力需求正

相关。

（８）其他变量。
电力需求量（Ｑ）。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

区全社会用电量来表示，单位为亿千瓦。

人力资本（Ｈ）。采用受教育年限法③来度量人
力资本，将每一种受教育水平按一定的受教育年限

进行折算④，然后乘以该省区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再

加总后除以相应的总人口，便得到该省区人均受教

育年限。

物质资本（Ｋ）。用全社会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
来衡量，实际资本存量是由全社会固定资产按固定

资本投资指数进行平减后得到的。

劳动（Ｌ）。用全社会就业人数来度量。
人口（ＰＯＰ）。人口是影响电力需求的一个因

素，这里假定人口与电力需求正相关。

２．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根据Ｒａｓｈｅ等（１９７８）的研究，在传统的经济增

长模型中除了物质资本、劳动外，能源作为投入的

生产要素也影响经济增长，但他的模型没有考虑人

力资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周业安等

人的相关研究，分权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因此人力

资本、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是设定增长模型时必须考

虑的因素。在Ｒａｓｈｅ等（１９７８）、林伯强（２００３ｂ）、梁
朝晖（２０１０）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建立如下的
结构方程：

ｌｎＧＤＰｉｔ＝α０＋α１ｌｎＬｉｔ＋α２ｌｎＫｉｔ＋α３ｌｎＨｉｔ＋
α４ｌｎＱｉｔ＋α５ＦＤｉｔ＋α６ＳＣＩｉｔ＋μｉｔ

Ｑｉｔ＝β０＋β１ＧＤＰｉｔ＋β２Ｐｉｔ＋β３Ｍ２ｉｔ＋β４Ｅｉｔ＋
β５ＰＯＰｉｔ＋β６ＦＤｉｔ＋β７ＳＣＩｉｔ＋β８ＣＩｉｔ＋νｉｔ

　　其中，下标ｉ和ｔ分别表示省区和时间，α０和β０
为常数项，μｉｔ和νｉｔ为误差项。

在电力体制改革的演进过程中，对电力行业的

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最大、触动程度最深的是在１９９８
年之后的市场经济建设时期⑤。１９９８年的《关于深
化电力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建议》是电力体制改革

突破的标志性事件⑥，它的出台引起了对电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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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燃料价格近似地反映了发电的供给成本（占７０％ ～７５％的生产成本），二是热力发电是中国发电的
主要方式（占年发电总量的８０％），三是地方附加费与供给成本相关联。

指单位ＧＤＰ所消耗的某种能源的数量。
衡量人力资本常用的方法有劳动者报酬法、教育经费法、学历权重法、在校学生人数比例法和受教育年限法等。

大学（及以上）１６年，高中１２年，初中９年，小学６年，文盲０年。
具体包括计划经济体制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和市场经济建设期（１９９８年至今）。
国务院决定撤销电力工业部，组建国家经贸委电力公司，原电力部拥有的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国家经贸委，在中央层面实

现电力工业的政企分分开，中央有关部委收回电力项目的审批权和电价定价权。



的国有和垂直一体化垄断模式的冲击性改革。为

减弱制度变革对数据的影响，本文数据以１９９９年为
基期，样本截面为中国内地的３０个省份（因西藏数
据不全，未包括），时间跨度为１１年的省级面板数
据。数据均来自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的《人口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ＧＤＰ和固定资产投资以 １９９９年为基期，分别根据
ＧＤＰ折算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３．实证结果
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由简单到复杂的处理程序

来建立计量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电力需求与经济增长、财政分权等因素的回归结果

内生变量 ｌｎＧＤＰ Ｑ ｌｎＧＤＰ Ｑ Ｑ（Ｅ） Ｑ（Ｍ） Ｑ（Ｗ）

解释变量 预期符号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Ｑ（－１） ８８．９５ ３３．７３ ９２．７７ ＋

Ｃ －４．４２ －１７．１７ －０．４８ －６．７４ －３．９６ －３．８５ －

ｌｎＧＤＰ（－１） － －０．８２

ＳＣＩ ＋ ２．０３ ２．５０ ０．８４ ３．０５ ０．４７ ３．２０ ＋

ＰＯＰ ＋ ９．１５ ４．１６ ２．０５ ２．７２ ＋

ＣＩ ＋ １．９５ ４．４２ ０．９９ ０．３９ ＋

ＦＤ ＋ １．３５ ５．４３ １．４２ ２．５０ １．９１ ０．０３ ＋

Ｐ － －０．９９ －３．２５ －２．０７ －１．８４ －

Ｍ２ ＋ ０．５３ ８．１６ ６．５１ ４．０８ ＋

ＧＤＰ ＋ ２０．５６ ４．２９ ９．６３ ４６．６７ ＋

Ｅ ＋ ７．１１ ４．２９ ２．１８ ４．３９ ＋

ｌｎＬ ＋ １０．２５ ６．２２

ｌｎＫ ＋ １１．５９ １５．７１

ｌｎＱ ＋ ２．５９ ４．６２

ｌｎＨ ＋ ６．６７ ２．２２

Ａｒｒｅ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一阶差分相关检验

－３．３１４ －２．０７４ －１．８４７ －１．１２５ －１．５１

Ａｒｒｅ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二阶差分相关检验

０．９６０ －０．７４３ １．１１ －１．０９ －１．３１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２２．９２ ２７．１５３ １９．７５ １５．８９ １３．１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Ｑ（－１）、ｌｎＧＤＰ（－１）分别表示 Ｑ和 ＧＤＰ的滞后一期，Ｑ（－１）为
模型（４）、（５）、（６）、（７）中的内生变量。

　　在固定效应模型（ＦＥＭ）和随机效应模型
（ＥＣＭ）的选择中，“当Ｎ较大而Ｔ较小时，如果样本
中个体或截面单位不是从一个较大的样本中随机

抽取的，那么ＦＥＭ是合适的。”①另外，根据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并结合计量模型的经济意义，最终确定选取固

定效应模型②。

表１中模型（１）和（２）报告了静态面板经济增
长和电力需求的回归结果。模型（１）的解释变量的
系数符号与预期相一致。物质资本、劳动、人力资

本的系数都为正，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它们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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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达摩达尔·Ｎ·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这里的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是借助ｓｔａｔａ１０软件完成的，由于篇幅原因不报告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卡方值。



增长正相关；电力需求量的统计量在１％的显著水
平上拒绝原假设，估计系数为正，说明电力需求会

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和市场化与经济增长正相

关，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弹性在１０％的水
平上不显著。

电力需求的静态面板计量结果见模型（２）。电
力需求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市场化

程度、城市化水平、财政分权度、效率改进、第二产

业比重、电力耗能指数正相关，而与电力价格负相

关，影响因素与电力需求的估计系数符合理论预

期。ＧＤＰ是影响电力需求的最重要因素，ＧＤＰ每增
加１亿元，电力需求平均增加２０．５６亿 ｋｗ；人口是
电力需求的第二大影响因素，人口需求的系数为

９．１５，在１％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市场化的 ｔ
统计量为２．５０，这说明市场化得分每提高一分，电
力需求增加２．５０亿 ｋｗ；财政分权与电力需求正相
关，分权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电力需求增加５．４３亿
ｋｗ；城市化水平也是电力需求增加的一个原因，城
市化的边际贡献为１．９５；价格和第二产业比重的统
计系数与预期符号相一致，但在１０％的检验水平上
不显著；电力耗能指数的统计量为正，且在１％水平
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也说明效率改进能减缓电力

需求的增加。

对地方政府而言，当期未结束的基础设施、在

建工程会影响下期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投资与产

出具有非同步性，当期固定资产投资在下期甚至更

远期才会发挥作用。处理这种滞后期的常用方法

是选用动态计量方程，因此，方程估计需采用动态

面板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ＯＬＳ和
２ＳＬＳ都是有偏估计的，Ａｒｅｌｌａｎｏ等（１９９１）针对这种
情况提出了 ＧＭＭ估计，利用被解释变量与预定变
量的滞后项、严格外生变量的差分作为工具变量进

行估计。因此，本文借助 ｓｔａｔａ１０．１软件，采用系统
广义矩估计方法对结构方程进行估计。在表１中的
模型（３）和（４）就是动态面板的ＧＭＭ两步法的估计
结果。

模型（３）与模型（１）相比，ＳＣＩ与 ＦＤ的显著性
明显增加；因Ｗａｌｄｃｈｉ２（７）＝１１８９０５．７＞χ２０．０５，拒绝
（除截距项外）模型系数均为零的原假设；Ｓａｒｇａｎ检
验统计量为２２．９２，接受 ＧＭＭ估计的“过度识别约
束是有效的”原假设；另外，Ａｒｒｅｌａｎｏｂｏｎｄ一阶差分
相关检验显著而二阶差分不显著。这些都说明模

型（３）是一个较理想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在模型（４）中，影响电力需求因素的 Ｚ统计量

与模型（２）相比均通过５％的显著性检验，尤其是价
格和第二产业比重这两个解释变量在 Ｚ检验时显
著性增加；Ａｒｒｅｌａｎｏｂｏｎｄ接受残差序列一阶自相关
的原假设而拒绝二阶自相关；因 ｃｈｉ２（２７）＝
２７．１５３，Ｓａｒｇａｎ过度识别检验不显著。因此，在统计
学意义下，模型（４）的设定和工具变量选择是比较
合理的。此外，从经济意义上看，模型（４）中解释变
量的系数与经济理论预期相一致，因此，模型（４）的
设定也是比较理想的。

４．稳健性检验
针对上述检验的结果，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问

题，并作相应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电力需求与影响因素能否通过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检验？受篇幅限制，电力需求和影响因素的相

关系数矩阵以及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的统计量从略，
只报告检验的结果：在５％的显著水平下，ＧＤＰ是电
力需求增加的格兰杰因；在１％的检验水平下，效率
改进以及第二产业比重与电力需求是互为因果关

系的；市场化是电力需求增加的因，但电力需求并

不引起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１％的显著水平下，财
政分权和电力需求互为因果关系。结果与前述的

理论分析相一致，再次从计量角度印证了本文的理

论假设。在滞后２期的因果检验中，电力价格不是
电力需求的因被拒绝概率为０．５６％，电力需求与人
口互为因果关系；在１０％的检验水平下，城市化水
平是电力需求增加的因。

第二，分别估计东、中、西部地区的电力需求方

程，估计系数的符号是否与预期符号相吻合？在表

１报告的模型（４）中，加入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虚拟
变量后得到模型（５）（６）（７）。总体上看，模型（５）
和模型（６）估计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符号还是一致
的，但与方程（４）相比解释变量的系数有所变化。
模型（５）中第二产业比重和效率改进的估计系数变
小但仍然显著，财政分权和市场化对电力需求的作

用有所减弱，东部地区影响电力需求的最主要因素

是经济增长。而中部地区电力耗能指数和经济增

长是影响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估计系数大于东

部，这说明中部地区在效率改进、经济增长方面还

存在较大的提升余地和改进空间。西部地区的估

计结果与预期也比较一致，为避免行文累赘，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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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报告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

四、基本结论

本文结合 Ｒａｓｈｅ等（１９７８）、林伯强（２００３ｂ）和
周业安（２０１０）等人的模型以及演绎逻辑将财政分
权和市场化引入增长模型，并建立电力需求的动态

面板方程，研究中国式分权下电力需求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运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省级面板数据，采
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电力需求和经济增长的

结构模型进行估计，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劳动和人

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式分权对经济的影

响得到理论和实证的支撑。实证发现，财政分权和

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另外，电力需求也

影响经济增长。在增长模型中，电力需求的估计系

数也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在３０个省市区的总体估计中，各省区的经济增

长、第二产业比重、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显著地

影响了电力需求，财政分权、人口、电力耗能指数与

电力需求正相关，而价格与电力需求负相关。在动

态面板方程组的系统广义矩估计中，电力需求的影

响因素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模型进行 Ａｒｒｅｌａｎｏ
ｂｏｎｄ自相关检验和Ｓａｒｇａｎ检验表明，估计结果符合
经济学原理和理论假设，因此设定的方程是比较合

理的。

本文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发现：财政分权、第二

产业比重与电力需求是互为因果关系的，而其他相

关因素只是电力需求增加的因，相关因素是电力需

求的因都通过检验。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是影响

电力需求的最主要因素，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电

力耗能指数的估计系数高于全国水平，西部地区影

响电力需求各因素的估计系数符号也与预期相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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