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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信息产业是重庆市%五年规划&中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环节#它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

第一支柱产业为目标#这将彻底改变重庆以传统汽摩产业为主导的高耗能格局( 首先采用协整检验阐释发

展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然后#应用岭回归法说明了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最后#提出

重庆信息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影响巨大#但其发展有待提高的结论(

关键词!信息产业$协整$岭回归$弹性$贡献

''中图分类号!ZG!? 文献标志码!L

@'研究背景

目前#发达国家信息社会已经到来#信息产业所占 feT比重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先

进程度的主要标志'@(

. 在信息革命掀起全球经济结构变革的浪潮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结

构合理转变的问题. 加速信息产业发展#增大信息产业的比重#扩大信息市场供给#既利于改进交易行为的

信息不对称状态#也促进信息产品对传统产业的注入和企业对信息产品的需求#提高产品的信息含量#使产

业结构得到升级与优化'?(

. 重庆市作为直辖市#合理转变产业结构迫在眉睫. 在/十二五0战略机遇期间#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为重庆新兴产业量身打造/十二五0规划说'!(

#即&根据重庆实际情况形成/@ O! O!0的发

展格局#其中/@0#就是指需要大力推动的电子信息产业#到 ?"@F 年将形成 @ 万亿的销售值#占到重庆工业

销售值的百分之三十几#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 事实上#富士康#思科#英业达#惠普#广达#宏基#华硕等世

界知名信息产业产品制造商相继在重庆建立生产基地. 目前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以北部新区和西

永微电子产业园为核心#周边若干个特色园区为支撑的产业空间布局#/一圈带动两翼0#核心园区和区县特

色园区共同发展#集聚效应初步显现'I(

.

但是重庆市信息产业的发展是否强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在重庆市发展水平如何#产业结构的优

劣势是什么#如何发扬优势#转变劣势#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模型简介

?*@'协整模型

经典回归模型是建立在稳定数据变量基础上的#对于非稳定变量#不能使用经典回归模型#否则会出现



虚假回归等诸多问题. 由于许多经济变量是非稳定的#这就给经典的回归分析方法带来了很大限制. 但

是#如果变量之间有着长期的稳定关系#即它们之间是协整的#则是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回归模

型的.

协整模型定义如下'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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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 利用模型消除feT与信息产业的虚假回归关系#从而准确的测度信息产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产的推

动作用.

?/?'岭回归模型

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其矩阵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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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真实值有较大差距#甚至有时会出现于实际经济意义不符的正负号. @JD" 年 Y$3B%和 [3..:B> 首先提出

了岭回归的方法. 其设计思路很简单&若自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所有 6<6

B

"#如果给 6<6上加上一个

>U!>M""#那么6<6O>U的奇异程度就会变小#考虑到量纲问题#需要先对数据做标准化#则定义新的参数估

计就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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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放弃最小二乘法的无偏性#以损失部分信息#降低精度为代价寻求效果稍差但是回归系数更

加符合实际的回归方程'C(

#通过变化>的取值看参数是否达到稳定状态#若参数趋于稳定#那么结果就接近

实际结果. 在利用该模型对feT进行要素分解#从要素弹性和要素贡献的角度对信息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

进行分析.

!'数据获取与处理

!/@'重庆市信息产业增加值核算

所采用的信息产业核算范围口径不同于传统的电子信息产业的核算#它包含 F 个方面的内容&!@" 电子

信息设备制造$!?" 电子信息设备销售和租赁$!!" 电子信息传输服务$!I"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F" 其他

信息相关服. !划分与国家统计局 ?""I 年制定了5统计上划分信息相关产业暂行规定6

'D(划分口径一致#由

于 ?""I 以前数据没有细分难以获取#?"@" 年以后的数据还未公布#只能从重庆市统计获取 ?""I E?"@" 数

据'G(

"#数据如表 @ 所示&

表 @'重庆市各年信息产业增加值占feT的比重 亿元

年份 ?""I ?""F ?""C ?""D ?""G ?""J ?"@"

信息产业增加值 @!D/DG @C!/@? ?"?/I! ?FI/!@ ?JJ/!G !II/D IC?/J!

feT ! "!I/FG ! ICD/D? ! J"D/?! I CDC/@! F DJ!/CC C F!"/"@ D J?F/FG

信息产业比重 [̀ I/F I/D F/? F/I F/? F/! F/G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提供

"I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信息化水平的量化

为了测度信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用信息化指数作为其代理指标. 为量化重庆市信息化水平#构建了

指标体系!表 ?"#指标体系参考了学者叶勇'J(对重庆市信息产业评价!采用的层次分析法#对一级指标进行

赋权$二级指标除信息量水平外'J(平均赋权重".

表 ?'信息化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信息量水平 "/I?J

信息装备水平 "/?@I

信息主体水平 "/?@I

信息消费水平 "/@I!

平均每人每年发函件数 件̀ "/@?F

平均每人每年自邮政部门订报刊数 份̀ "/@?F

长途电话 万̀次 "/?F

固定互联网络用户 万̀户 "/F"

电视人口覆盖率 [̀ "/?F

广播人口覆盖率 [̀ "/?F

平均每百人拥有电话机!含移动" 部̀ "/?F

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家庭电脑 "/?F

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 人̀ "/F"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 [̀ "/F"

平均每百人邮电业务总量 元̀ "/!!

人均消费中通信费用所占比例 [̀ "/!!

第三产业就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重 [̀ "/!!

为了和上文所述/十五0到/十二五0相契合#也为与信息产业增加值核算年限相契合#要素指标数据搜

集年限为 ?""@ E?"@" 年!年鉴 ?"@@ 部分指标数据缺失#顾未能计算出 ?"@" 年数据'G(

"#通过查找重庆市统

计年鉴#获得表 ? 中指标的原始数据#通过计算#得到信息化程度得分#然后以 ?""? 的水平为 @"" 作为基期#

剩下每年得分为除以基期得到该年信息化程度指数. 同理#采用同样方法#计算第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指数!因为劳动力转移等原因#所以不选第一产业'@"(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指数#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

表 !'重庆市 ?""? E?""J 年feT及生产要素指标

?""? ?""! ?""I ?""F ?""C ?""D ?""G ?""J

第二+三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指数
@"" @?D/FJ @FD/GC @J!/"G ?IJ/FF !@G/?J I@@/G! F!C/C

第二+三产业

就业人数指数
@"" @"?/"@ @"!/?! @"I/C? @"C/@D @@@/"G @@F/@D @@J/DG

信息化综合指数 @"" @?F/"@ @II/FJ @FI/!@ @CD/@D @GD/@F @JC/II ?@?/GG

第二+三产业

增加值指数
@"" @@F/C! @!F/I@ @FD/IG @GF/@G ?@J/GG ?CJ/JJ !FD/DJ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年鉴!?""@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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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实证分析

I/@'重庆信息产业对重庆市国民经济推动作用分析

为了确定信息产业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I&

表 I'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6%%Y_̂$;-3717 )V7 ZK<;:;17;14 TB$V:V1%1;_

a(b>$37.$;fB:./3B,:673a(H C "*""C " "*G?? I

a(H>$37.$;fB:./3B,:673a(b I*FJD " "*@?@ I

'''数据来源&数据由=913̀7F*" 计算得出

其中b是feT#H是信息产业增加值#a(代表对其取自然对数. 从表 I 可以看出#在 @"p的显著水平

下#feT的增长不是信息产业增长的原因#信息产业增长同样也不是 feT的增长的原因$若放宽至 @Fp的

显著水平下#就可以说信息产业增长是feT增长的原因#即它的增长拉动了 feT的增长!这里显著性水平

不高可能是观测值不足造成的". 但是具体拉动是多少#长期处在一个什么水平#需要用协整模进行计量

分析.

虽然上述检验已经证明了信息产业的增长拉动了feT的增长#但是不能对两者直接用最小二乘法进行

回归分析#因为两个之间可能存在伪回归的现象'F (

#这种虚假的回归在内部不存在逻辑联系#但是却表现的

高度相关. 协整模型可以避免伪回归#首先对a(H和a(b序列进行LeZ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F&

表 F'基于 <a,准则变量的LeZ检验

变量 LeZ统计量
临界值

@p Fp @"p

是否平稳

性检验

a(H "*G" EF*@? E!*F? E?*J" 否

a(b "*FF EF*@? E!*F? E?*J" 否

ea(H E?*?I EF*C" E!*CJ E?*JG 是

ea(b EC*?C EC*I? E!*JJ E!*@? 是

''''''数据来源&数据由=913̀7F*" 计算得出

其中ea(H是序列a(H的一阶差分#ea(b同理. 由表 I 所示#在进行LeZ检验时#一共有 ! 种形式#表

F 全部采用了有截距项的形式!通过实际测量#其他形式的LeZ检验或无法计算#或在 ! 种概率保证程度下

无法通过检验#顾不列出".

由表 F 得知#ea(H#ea(b序列在概率保证度为 @"p通过平稳性检验#即a(H#a(b序列同时进行一阶差

分后可以平稳#满足序列同阶差分后平稳的先决条件#顾构建模型如下&

a(b%!/JD #"/G?a(H#

"

!F"

'"''!@J/DD"'!!!/IJ"

'?''!"/"""'!"/"""

5

?

%"/JJ'

*

5

?

%"/JJ'e\ %@/CJ'&%F"F/J?'\%"/""

''由上述统计量可以得知#模型参数显著#拟合优度高#方程整体显著#无一阶自相关#说明模型合理.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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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对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 C 所示&

表 C'残差序列基于 <a,准则的LeZ检验

变量 检验形势!,#2#[" LeZ统计量 @p临界值 Fp临界值 @"p临界值

残差

!,#"#@" EI*!D EF*"C E!*CJ E?*JG

!,#2#@" E!*GF EC*I? E!*JJ E!*@?

!"#"#@" EI*?" E!*@@ E?*"I E@*C"

''''注&检验形势!,#2#["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项

由表 C 所示#除第二种检验形式在 @"p水平下LeZ统计量小于临界值#其它两种 LeZ统计量在在 Fp

水平小于临界值#所以可以认为序列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从而说明上述协整模型具有长期稳定性#而非伪回

归. 其中a(H每增长一个单位#带动a(b增长 "*G? 个单位#即信息产业的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力度

非常强.

I*?'重庆市信息产业发展水平分析

为分析重庆市信息产业总体发展水平#首先将信息化水平量化#如 ?*? 所示#利用生产函数对其要素弹

性和要素贡献进行分析. 采用的生产函数为 ?""? 年\3%]3.提出的扩展的生产函数'@@(

&aPA

"

L

0

.

)

X

1

#对模

型取自然对数得&

a.a%,#

0

a.L#

)

a.. #

1

a.X !C"

''其中a是feT第二+三产业增长值指数#L是第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指数#. 是第二+三产业就业人

口指数#X是信息化指数#后三者分别代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信息化要素. 模型估计时#变量 a.a#a.>#

a..#a.X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产生多重共线性#导致a.X前参数符号为负#这与事实不符#为了消除多重共线

性的影响采用岭回归方法. 利用a5A<T<< 7;:;17;147@J 软件#通过编写程序#调用岭回归模块#将搜索步长>

定为 "/"@#这样进行 @"" 次计算#得到 @"" 搜索结果. 经过观察#结果显示在>P"/?I 时#目标值趋于稳定#

接着继续调用岭回归程序#令>P"/?I#<T<<输出结果如下&

a.a%'I/@" #"/?Ia.>#?/!Fa.. #"/IFa.X !D"

'"'!'G/@?"'!@I/F""'!G/FD"'!C/?C"

'\'!"/"""'!"/"""'!"/"@"'!"/"""

>%"/?I'5

?

%"/JJ'

*

5

?

%"/JG'&%@""/C?

''由上述模型可知&模型参数显著#拟合优度高#方程整体显著#模型整体效果良好#适合结构分析.

!@" 要素弹性分析. 模型为双对数模型#模型系数为要素弹性. 结果显示#资本要素弹性为 "/?I#劳动

力要素弹性为 ?/!F#信息化要素弹性为 "/IF#即重庆市的信息化技术水平每提高 @[#feT将增长 "/IF[.

显然#以 @ 为基准#劳动力要素富有弹性#资本要素和信息化要素缺乏弹性.

!?" 要素贡献分型. 要进行要素贡献分析#需对模型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模型如下&

a.a%"/!?G Ja.>#"/!I! Fa.. #"/?C" Ga.X !G"

''结果显示#在重庆市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信息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GJ[+!I/!F[和 ?C/"G[.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中#资本和劳动力的影响不相上下#劳动力要素影响

稍大一些#而信息化要素影响要相对落后#说明重庆市经济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信息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 要素对国民经济影响力分析. 信息产业对重庆市的经济影响巨大. 以 ?""J 年的数据为例#信息化

指数为 ?@?*GG#?""G 年的信息化指数为 @JC*II#增加了 G*!CJp$因为 feT对信息化指数的 A的弹性为

"*IF? G#那么它导致feT增加!*DJp#?""J 的第二+三产业feT增加值比 ?""G 年的增加了 @ IF!*FI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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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率为 ?I*FIp#因信息化因子进步而导致的第二+三产业 feT增加为 IJF*D@ 亿元#而信息产业 ?""J 年

增加值比 ?""G 增加了 IF*!? 个亿#则它对第二+三产业 feT的影响远大于自身增加值的增加#说明了该产

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强力拉动工作用#重要性突出.

F'总'结

F*@'重庆市信息产业的发展强力推动其国民经济的发展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一定带动信息产业的发展#但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国

民经济的发展#即信息产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利用协整模型#在去除虚假回归的基础上#其

中a(H!信息产业的增加值的自然对数"每增长一个单位#带动a(b!feT的自然对数"增长 "*G? 个单位#推

动作用强劲#所以重庆市应该大力发展信息产业.

F*?'重庆市信息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从式!G"中得出#在重庆市的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力对其增长的影响不相上下#劳动力的影响稍大

一些#而信息化的影响要相对落后#贡献较小. 说明重庆市 feT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

投入来拉动#信息化程度有待提高. 这与式!D"中结果一致#该式显示#劳动力要素弹性最大#目前加大对其

投入#产出的性价比最高. 但是信息化要素弹性已然超过资本#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成本的不断

上升#/人口红利0必然渐行渐逝#信息化要素弹性也必然超过劳动力要素弹性. 加大对信息产业的发展#提

高传统产业信息化程度#才是优化产业结构#加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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