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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具有动态互促互进的理论关联,但对于外部援助下的贫困地区发展而言,
二者关系具有现实特殊性;三峡库区既有历史贫困特征,又受到外部援助资金的大力支持,运用面板向量自

回归模型对库区 15 个区县 2000—2018 年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三峡库区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动态促进作用,反之则不显著,二者具有单向互动关系,在脉冲响应分析中,二者互

动效应呈现“倒 U 型冶特征,时滞效应呈现“反 J 型冶特征;现阶段,三峡库区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互动效应还

不明显,在一系列帮扶政策收官期限之前,建议从两方面来增强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内生互动,一是要明

确各类帮扶政策分类分阶段有序退出的时间表,二是以区县为主体共建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基金。
关键词:基础设施;经济增长;面板向量自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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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摇 引摇 言

循环累积效应理论揭示: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互动效应关系,基础设施提高了经济活动

主体的生产效率,经济增长为基础设施改善提供了

物质来源[1]。 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基础设施是

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正如 20 世纪 90 年

代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和本世纪初达成的《圣地亚

哥共识》中,均把基础设施建设列为拉美发展中国

家的施政重点。 我国始终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驱动

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一方面我国基础设施整

体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广大的西部

地区,基础设施还较为薄弱,经济增长潜力较大;另
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形成资本和劳动力集聚,
为欠发达地区提供经济起步的必要条件。 因此,在
西向陆海新通道、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新时代推进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一系列顶层战略设计中,

均把基础设施建设列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实然之举。
三峡库区是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而形成的具有

独特经济发展路径的地理单元,近年来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统筹规划下,中央

和省级层面为三峡库区研究制定《三峡库区后续扶

持规划》 和 《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合作规划

(2014—2020)》,持续为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建设和

经济增长注入强心针。 根据三峡库区年报数据显

示,2000—2018 年库区经济增长环比速度达到

15郾 7% ,货运量、邮电业务总量、能源消费量等指标

年均增速分别为 12郾 0% 、12郾 8% 和 8郾 6% 。 央地两

级积极推进兰渝高铁、沿江高速、长江黄金水道沿线

港口、万州、巫山机场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在库区落

地,有效弥补了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短板,对库区

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但也应关注到,目前对三峡库区帮扶力度较大

的“后扶规划冶和“对口支援冶政策在 2020 年迎来收

官阶段,在政策红利到期后,依靠外来资金投入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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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性对口支援的“输血式冶发展模式将转换到依靠

市场竞争来获得内生增长动力。 因此,在三峡库区

帮扶政策收官阶段,评估库区基础设施发展和经济

增长的协同互动效应,这事关库区能否稳健过渡到

可持续发展阶段。 基于此,通过构建基础设施与经

济增长的指标体系,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三

峡库区重庆段 15 个区县 2000—2018 年基础设施与

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进行定量测度和分析,考察基

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和协同程度,以期为

三峡库区增强内生增长动力提供实践参考。

1摇 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研究了基础设施与

经济增长的互动关联。 从经济增长促进基础设施发

展的视角上,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周期长、规
模大的特点,在无外部资金投入情况下,需要依赖经

济增长成果来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2-3];随着经济

增长水平的不断提高,已有基础设施的功能需要进

一步提质,以求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在均衡增长路

径上,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之间呈现出动态有效匹

配关系[4-6]。 从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视角上,
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引致私人投资扩张,形成资本和

劳动力的集聚效应,有效刺激经济增长[7-8];在基础

设施投入运行和功能不断完善过程中,有效降低了

经济主体的社会分摊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

经济增长[9];此外,基础设施具有有限非排他性的

公共品属性,使得经济活动主体可以通过“搭便车冶
行为获得基础设施的溢出红利,体现出基础设施对

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特征[10-11]。 基础设施与经济

增长的互动关联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联

Fig. 1摇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虽然理论研究构建了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互

动逻辑,但由于区域发展的特殊性,相关实证成果既

有支持的一面, 又存在不支持的例证。 Ahlfeldt
等[12]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德国城市

公路密度和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结果显示基础设

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促进作用为 2% ,长期促

进作用为 8郾 5% 。 Shiu[13] 和汪晓文等[14] 运用动态

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

发展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研究证明了基础设施与经

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原因;廖凯诚[15] 和李慧玲等[16]

均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城市和农村

地区基础设施对生产效率和农民增收的动态影响,
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具有正向

脉冲响应, 反之, 实证结果不显著; 与此同理,
Srithongrung[17]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美国高

速公路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了实证分析,结果

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促进作用,
但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作用不显著。 孙

早[7]和李强等[18]讨论了基础设施投资强度与我国

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论显示高强度基础设施投

资甚至会抑制经济增长,侧面证明了基础设施与经

济增长之间存在最优匹配度。
综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理论上存在的基础设

施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

验证。 执果索因,既存在基础设施初始水平与经济

增长不匹配,导致二者互动效应较低,又因为基础设

施投资来源渠道多元化的影响,特别是以外部援建

方式而形成的基础设施发展模式,导致当地经济增

长成果对基础设施发展的支撑力度较小。 三峡库区

既是我国少有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又是我国

对口帮扶的目标地区之一,在此背景下,三峡库区基

础设施和经济增长是否依然具有长期互动效应,对
于政策支持下的西部省市和贫困地区实现内生发展

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摇 模型、指标与数据说明

2郾 1摇 PVAR 模型基本原理

相较于传统面板数据模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

型(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PVAR)充分考虑

了实证分析中的内生性、异质性和动态性问题,能够

测度现象间的整体协调性,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变量

间互动关系研究上[19]。
假设存在{y1

i,t,y2
i,t}两个被解释变量,其滞后项

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包含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向量

自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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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表示自变量最优滞后期数,滋i表示模型

包含的个体效应,着1
i,t、着2

i,t为模型随机干扰项,琢,茁 为

待估参数。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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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着2

i,t) T

则式(1)可简化为

yi,t =浊茚xi,t+滋i+着i,t

运用一阶差分法,固定个体效应,可得:
驻yi,t =浊茚驻xi,t+驻着i,t

其中:
驻yi,t = yi,t-yi,t-1

驻xi,t =xi,t-xi,t-1,驻着i,t =着i,t-着i,t-1

由于 E ( yi,t 着i,t ) 屹 0, 故 E ( 驻xi,t 驻着i,t ) =
E[(yi,t-1-yi,t-1)(着i,t-着i,t-1)]屹0,表明模型存在内

生性,运用 OLS 法所得的参数估计结果非一致。 根

据 Pesaran 和 Smith[20]的处理方法,引入自变量滞后

期作为工具变量,如下所示:
驻zi,t =(驻xi,t-1,驻xi,t-m,,…,驻xi,t-m)

m 表示工具变量最优滞后期。
由于工具变量与误差项正交,那么根据总体距

条件,可得:
E(驻zi,t驻着i,t)= E[驻zi,t(驻yi,t-浊茚驻xi,t)] =0
因此,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的参数估计结

果为

浊 =

驻x忆i,t驻zi,t移 -1
驻z忆i,t驻xi,t·驻x忆i,t驻zi,t移 -1

驻z忆i,t驻yi,t

2郾 2摇 指标体系与数据说明

针对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效

应分 析 的 相 关 指 标, 构 造 基 础 设 施 综 合 指 数

(Infrastructure)来表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运用地区

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 在基础设

施综合指数计算上,参考张光南等[21] 的研究成果,
选择货运量(万 t)表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能
源消费总量(万 t)表示能源基础设施发展水平,邮
电业务总量(亿元)表示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由于基础设施综合指标包含 3 类基础设施类型,在
合并过程中,分别构建 15 个区县关于交通、能源、信
息基础设施的判断矩阵,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进
行赋权。 交通、能源、信息基础设施的赋权结果为

w=(0郾 52,0郾 17,0郾 31),且通过一致性检验。
在数据处理上,对货运量(万 t)、能源消费总量

(万 t)、邮电业务总量(亿元)进行 0-1 标准化处理,
以消除量纲。 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计算

2000—2018 年份各区县的基础设施综合指数。 对

于 GDP,先采用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消除

价格变动影响,然后对 GDP 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所有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重庆市各区县统

计年鉴以及重庆市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 / / tjj. cq.
gov. cn / )。

3摇 实证分析

3郾 1摇 现状概括

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 2000—2018 年三峡

库区 15 个区县基础设施综合指数,提取 2000 年,
2010 年和 2018 年 15 个区县的基础设施综合指数

和 GDP,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2000,2010,2018 年三峡库区基础设施与 GDP 水平

Table 1摇 The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and GDP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n 2000, 2010 and 2018

地摇 名
2000 2010 2018

Infrastructure GDP / 亿元 Infrastructure GDP / 亿元 Infrastructure GDP / 亿元

渝北区 0郾 142 61郾 141 0郾 389 573郾 635 0郾 693 1543郾 095
巴南区 0郾 095 60郾 556 0郾 330 308郾 718 0郾 703 781郾 216
江津区 0郾 076 71郾 964 0郾 374 302郾 997 0郾 729 902郾 329
长寿区 0郾 168 48郾 592 0郾 418 228郾 642 0郾 740 597郾 488
武隆区 0郾 018 14郾 297 0郾 064 72郾 416 0郾 109 181郾 627
巫溪县 0郾 001 8郾 240 0郾 040 37郾 596 0郾 099 103郾 726

221



第 5 期 丁黄艳,等:基于 PVAR 模型三峡库区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

续表(表1)

地摇 名
2000 2010 2018

Infrastructure GDP / 亿元 Infrastructure GDP / 亿元 Infrastructure GDP / 亿元

石柱县 0郾 025 13郾 080 0郾 076 64郾 812 0郾 118 175郾 971
万州区 0郾 199 72郾 304 0郾 518 500郾 132 0郾 790 982郾 575
涪陵区 0郾 106 78郾 607 0郾 326 434郾 487 0郾 775 1076郾 128
丰都县 0郾 026 19郾 435 0郾 085 77郾 118 0郾 189 234郾 958
忠摇 县 0郾 024 22郾 775 0郾 099 109郾 411 0郾 190 307郾 945
开州区 0郾 077 36郾 846 0郾 176 149郾 281 0郾 454 473郾 127
云阳县 0郾 021 22郾 938 0郾 113 85郾 764 0郾 259 275郾 047
奉节县 0郾 025 25郾 975 0郾 153 102郾 966 0郾 312 300郾 681
巫山县 0郾 024 12郾 011 0郾 105 50郾 306 0郾 169 142郾 638

变异系数 / % 90郾 28 66郾 23 72郾 10 79郾 56 66郾 87 85郾 73

摇 摇 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水平持续提升。
从表 1 可知:三峡库区各区县的基础设施综合指数

和 GDP 在 2000 年、2010 年和 2018 年均呈现快速增

长,其中万州、涪陵、长寿等区县基础设施指数从

0郾 025,0郾 106,0郾 168 增长至 0郾 790,0郾 775,0郾 740;渝
北、涪陵、 万州等区县的 GDP 从 61郾 141 亿元、
78郾 607 亿元、72郾 304 亿元增长至 1 543郾 095 亿元、
1 076郾 128 亿元、982郾 575 亿元,处在库区基础设施

和经济增长水平的前列;巫溪、巫山、石柱、武隆等库

腹地区,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水平较低,具有历史贫

困路径依赖特征,属于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集中连

片贫困区的一部分。
三峡库区各区县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差距在不断

缩小,经济增长规模差距在不断扩大。 从表 1 中变

异系数可以看出:2000 年、2010 年、2018 年三峡库

区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90郾 28% ,
72郾 10% ,66郾 87% ,呈现向下发展趋势,表明库区各

区县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差距在不断缩小。 与此同

时,三 峡 库 区 GDP 变 异 系 数 分 别 为 66郾 23% ,
79郾 56% ,85郾 73% ,经济增长规模差距在持续扩大,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严峻。 2000 年以来,三峡

库区处于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期,在财政资金支持

下,三峡库区基础设施进入全面大推进阶段。 既抓

重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又补齐贫困区县基础设施

短板,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呈现空间收敛趋

势。 与之相反的是库区各区县的经济增长规模差距

在不断扩大,库腹中心城镇和库尾主城都市圈城镇

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增长动力,在经济快速增长

阶段里,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导致三峡库区经

济增长空间差距呈扩大的趋势。
3郾 2摇 回归分析

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三峡库区基础设

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为检验变量是否满

足同阶单整,对基础设施综合指数和对数化 GDP 进

行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表 2摇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le 2摇 The results of panel unit root test

变摇 量 LLC ADF PP IPS Hadri-LM

GDP -12郾 44*** 74郾 16*** 57郾 54*** -1郾 81* 10郾 77***

Infrastructure -8郾 51*** 44郾 63*** 37郾 94*** -2郾 91*** 8郾 10***

摇 摇 注:LLC(Levin-Lin-Chu),ADF(Augmented-Dickey-Fuller),PP(Phillips-Perron),IPS( Im-Pesaran-Shin),Hadri-LM(Hadri
-Lagrange-Multiplier);*,**,***分别表示在 10% ,5% ,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表 3摇 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Table 3摇 The results of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组内检验 统计量 P 值 组间检验 统计量 P 值

Panel rho-Statistic -3郾 10 0郾 008 2 Group rho-Statistic -2郾 94 0郾 00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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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表3)

组内检验 统计量 P 值 组间检验 统计量 P 值

Panel PP-Statistic -4郾 09 0郾 000 5 Group PP-Statistic -4郾 67 0郾 000 3

Panel ADF-Statistic -3郾 94 0郾 001 9 Group ADF-Statistic -4郾 03 0郾 000 6

摇 摇 表 2 检验结果显示:在 5 种面板单位根统计量

的联合检验下,GDP 与 Infrastructure 均表现出显著

的零阶单整过程,为平稳序列,表明经济增长与基础

设施发展的面板向量自回归分析不存在伪回归情

况。 在 Pedroni 异质性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下,通
过添加截距项和趋势项,进行组内和组间协整检验。
表 3 检验结果显示:GDP 和 Infrastructure 之间存在

显著协整关系。
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时,需要确定被解释

变量与解释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 因此,分别模拟

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滞后 1 ~ 4 期时的 AIC,BIC,
QIC 水平,模拟结果如表 4 所示。 根据最小信息损

失准则,可以判断滞后一期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

3 类信息准则值最小,确定 GDP 与 Infrastructure 的

面板向量自回归最优滞后期为 1 期。
表 4摇 AIC / BIC / QIC 准则下最优滞后期确定

Table 4摇 The determination of optimal lag period under
AIC / BIC / QIC criterion

滞后期数 AIC BIC QIC

1 -214郾 41 -52郾 18 -117郾 45

2 -157郾 60 -45郾 55 -92郾 44

3 -125郾 85 -31郾 89 -64郾 70

4 -67郾 49 -25郾 56 -34郾 76

摇 摇 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面板向量自回归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在此基础上对基础设施发展水

平和经济增长相关关系进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相关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摇 GMM 参数估计与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Table 5摇 The results of GMM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test

变摇 量 GDP Infrastructure
L. GDP 0郾 404***(4郾 16) 0郾 021 (0郾 43)

L. Infrastructure 0郾 068*(1郾 79) 0郾 322***(4郾 74)
H0:经济增长不是基础设施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2郾 608 (0郾 254)
H0:基础设施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5郾 309*(0郾 077)

样本量 285

摇 摇 注:L. 表示变量滞后一期,参数检验括号内为 T 值,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括号内为卡方统计量的 P 值。

摇 摇 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动态促进

作用显著,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发展的动态促进作用

不显著,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单向互动关

系。 表 5 中 GMM 参数估计结果显示:L. Infrastructure
对 GDP 的参数估计为 0郾 068,显著为正;L. GDP 对

Infrastructure 的参数估计为 0郾 021,T 检验结果不显

著。 GDP 和 Infrastructure 的时滞效应参数估计分别

为 0郾 404 和 0郾 322,显著为正。 进一步地,面板格兰

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原假设“经济增长不是基础

设施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冶的卡方值为 2郾 608,统计意

义上不拒接原假设;原假设“基础设施发展不是经济

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冶的卡方值为 5郾 309,统计意义上

拒接原假设。 参数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均表明:三峡

库区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只存在单向互动效应,
即基础设施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但经济增长

并非是现阶段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的原因。
历史贫困和淹没重建导致三峡库区经济增长规

模无法支撑基础设施投资,帮扶援助政策为基础设

施发展注入动力。 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属于历史集中

连片贫困区,又由于三峡工程建设导致 15 个区县淹

没重建,使得基础设施资本累积不足,并且有发展断

裂的情况发生。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促进库区重建

恢复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举措,据《重庆统计年

鉴 2016》数据显示,三峡库区后扶资金中 63郾 08%用

于库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而在库区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中,基础设施投资比例高达 31郾 40% 。 在帮扶

政策惠及下,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取得明显改善,例如

沪渝高速、银百高速分别打通库区东-西向和南-北
向的公路通道,渝利高铁、渝万高铁、渝怀铁路、达万

铁路等建成通车加深了库腹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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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巫山机场进一步拓宽库区外向辐射范围,万州

港、涪陵港等成为长江黄金水道上的重要物资集散

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挥出对经济增长的先导作

用,具体表现在投资拉动和成本降低上。 在投资拉

动方面,随着三峡库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刺
激了有效需求扩张,提高了经济活动效率,不仅有效

遏止了库区产业空心化趋势,还引导一批材料工业、
能源工业、装备制造业、商贸流通业等在库区安稳落

地并逐步壮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在成本降低方

面,随着三峡库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有

效降低了企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流通成本和信息搜

寻成本,特别是库区优质的农产品、生态资源、旅游

资源得以开发和利用,建立起一批农产品加工基地、
旅游名胜地和现代康养基地,改善了产业结构,提高

了经济发展质量。
为直观了解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

互动效应,运用正交脉冲响应函数,分别给予 GDP
和 Infrastructure 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通过 500
次 Monte Carlo 模拟,得到脉冲响应路径图,其中横

轴表示变量响应时期,纵轴表示变量响应幅度,如图

2 所示。

(a) GDP 对 GDP 的脉冲响应 (b) GDP 对 infrastructure 的脉冲响应

(c) infrastructure 对 GDP 的脉冲响应 (b) infrastructure 对 infrastructure 的脉冲响应

图 2摇 脉冲响应路径图

Fig. 2摇 The diagram of impulse response path
摇 摇 为了准确考察不同时期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

与经济增长的时滞效应和互动效应,运用预测误差

方差分解法测算脉冲变量对响应变量的预测均方误

差贡献比例。 模拟结果显示:脉冲变量对响应变量

的预测均方误差贡献率到 20 期时逼近稳定状态,因
此,提取第 5,10,15,20 期的结果进行分析,如表 6
所示。 可 以 看 出: 第 20 期 在 脉 冲 变 量 GDP,

Infrastructure 冲击下,对响应变量 GDP 的预测均方

误差贡献率分别为 84郾 2% ,15郾 8% ;同理,第 20 期

在脉冲变量 GDP,Infrastructure 冲击下,对响应变量

Infrastructure 的预测均方误差贡献率分别 16郾 3% ,
83郾 7% 。 从贡献率大小上可以判断,三峡库区基础

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效益大部分被自身吸收,从
而表现出时滞效应大于互动效应的特征。

表 6摇 预测均方误差贡献率

Table 6摇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prediction mean square error

响应变量 时摇 期
脉冲变量

GDP Infrastructure
响应变量 时摇 期

脉冲变量

GDP Infrastructure

GDP

5 0郾 916 0郾 084
10 0郾 848 0郾 152
15 0郾 843 0郾 157
20 0郾 842 0郾 158

Infrastructure

5 0郾 063 0郾 937
10 0郾 149 0郾 851
15 0郾 161 0郾 839
20 0郾 163 0郾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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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结论与启示

帮扶政策实施阶段,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

的互动关系具有现实特殊性。 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

模型,对 2000—2018 年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和经

济增长的互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和启示

如下:
第一,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

持续提升,地区间基础设施差距在不断缩小,经济增

长规模差距在不断扩大。 在表 1 的现状分析中,可
以看到:三峡库区各区县基础设施综合指数和 GDP
快速提升,表明三峡库区交通、能源和信息等基础设

施改善效果明显,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从恢复期转入

到大推进期,经济增长规模和发展质量不断攀升。
在三峡库区大推进期,基础设施发展的地区差距得

到有效弥合,为库区互联互通水平提升夯实基础。
同时,由于区位禀赋不同,经济增长规模的空间差距

进一步拉大,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县对周边地区产生

虹吸效应。
第二,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动

态促进作用显著,经济增长对基础设施发展的动态

促进作用不显著,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单

向互动关系。 表 5 的互动效应和因果关系实证结果

显示,L. Infrastructure 对 GDP 的参数估计结果显著,
为 0郾 068,而 L. GDP 对 Infrastructure 的参数估计结

果不显著,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拒绝“基础设施发

展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冶,而不拒绝“经济增

长不是基础设施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冶。 从三峡库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三峡库区全库区 19
个区县有 11 个曾是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县,加之水

淹区恢复重建和 124 万移民安置,所以,以三峡库区

自身经济实力,难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对此情形,
一系列帮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三峡库区基础设施

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取得了明显成效。 基础设施

投资有效遏止库区产业空心化趋势,材料工业、能源

工业、商贸物流业、旅游康养行业等蓬勃发展,优化

了库区产业结构,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时

滞效应呈现“反 J 型冶响应路径,互动效应呈现“倒 U
型冶响应路径,时滞效应大于互动效应。 从图 1 脉

冲响应路径走势上看,在脉冲变量 Infrastructure 冲

击下,对响应变量 Infrastructure 的影响逐步减小,表

现为“反 J 型冶曲线,对响应变量 GDP 的影响先增大

后减小,表现为“倒 U 型冶曲线;响应变量 GDP 同理

亦然。 从表 6 预测均方误差贡献率上看,第 20 期三

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时滞效应贡献率

分别为 83郾 7% 和 84郾 2% ,互动效应贡献率分别为

16郾 3%和 15郾 8% ,时滞效应大于互动效应。 可以看

出:当前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提升

模式以短期激励为主,中长期的互动效应偏弱。 随

着帮扶政策步步收紧,如何避免三峡库区基础设施

发展和经济增长出现断崖式下跌,决策部门应当未

雨绸缪。
2020 年是三峡库区帮扶政策的收官之年,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之年。 增强三峡库区

基础设施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可从两方面

做好准备工作:一是帮扶政策要分类分阶段有序退

出。 在收官之年,除了不新增帮扶政策外,已有各类

帮扶政策不能一断了之,否则必然增加经济下行压

力,可以建立分类分阶段退出的时间表和力度表,给
库区决策部门留下回旋空间。 二是以区县为主体共

建三峡库区基础设施发展基金,协调各区县在基础

设施发展上的利益诉求,集中有限资源在关键性基

础设施上重点突破,最大限度发挥基础设施的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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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Based on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DING Huang-yan, HUANG Liao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dynamically interactively theoretically
correlated, however, for the poor area under external assist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as actuality and
specialty.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has historic poverty feature but is largely supported by external fund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15 counties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during 2000 - 2018 by using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has dynamically boost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while on the contrary, it is not obvious, the two have unidirectional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n impulsive response
analysis,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the two demonstrates “inverted-U type冶 feature, and the time lag effect of the two
shows “reverse-J type冶 feature. In present stag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s not significant. Before the termination of a series of assistance policies,
this paper suggests to increase endogenous interaction betwe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rea from two perspectives, on the one hand, the timetable for the exit of all kinds of assistance policies in
different stages in order should be clarifi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unds should be
jointly developed by all counties and districts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Key words:infra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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