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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生产函数的理论基础上，研究居民消费变量对短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西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

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建立了以时间为影响的时点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我国西部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并且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

逐渐增强的趋势。
关键词：居民消费支出；单位根检验；协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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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函数的拓展模型出发，研究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曹丰［１］等人在 Ｃ－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

引入电力消耗这个变量，然后用面板数据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的结论是电力消耗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很大；金福良［２］等人在 Ｃ－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农村基础实施这个变量，采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湖

北省农村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湖北省农村基础设施对湖北省的经济增长具有规模报酬递增

的作用。 以上是基于 Ｃ－Ｄ生产函数的经济增长研究，模型也大同小异，但所研究的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是单

一的。 现以我国西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在 Ｃ－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消费这个变量，主要

把模型分为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不变两大类。 研究结论发现，西部各地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对经济的增长都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同时西部各地区的投资对经济增长也都是存在

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

１　 基于 Ｃ－Ｄ生产函数理论的拓展模型

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由阿默斯特学院数学家柯布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共同提出的

Ｃ－Ｄ生产函数［３］，简称 Ｃ－Ｄ生产函数，简单而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学中的生产本质，自产生以来一直被经济

学家们广泛使用。 实证研究主要在 Ｃ－Ｄ生产函数的框架内展开的，利用 Ｃ－Ｄ 生产函数估计产出弹性。 传

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Ｙ ＝ ＡＫαＬβ （１）
式（１）中，Ｙ 表示产出；Ａ是常数项，即衡量知识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与制度等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Ｋ 为资

本投入；Ｌ 为劳动投入；α、β 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 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将

居民消费 Ｈ 引入到生产函数式（１）中，且对函数的每个变量做适当的调整，即得到式（２）所示的函数：
Ｙｉｔ ＝ ＡＫα

ｉｔＬβ
ｉｔＨγ

ｉｔ 　 （ ｉ ＝ １，２，…，ｎ；ｔ ＝ １，２，…，Ｔ） （２）
　 　 其中，以式（２）中的 Ｙｉｔ、Ｋ ｉｔ、Ｌｉｔ、Ｈｉｔ分别表示第 ｉ 地区在时间点 ｔ 时刻的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居



民消费（货币形式表示），很显然 α、β、γ 就分别为 Ｋ ｉｔ、Ｌｉｔ、Ｈｉｔ的产出弹性系数，若 α＋β＋γ ＝ １，则模型是规模报

酬不变，否则，α＋β＋γ＜１说明模型是规模报酬递减；α＋β＋γ＞１说明模型是规模报酬递增。 对式（２）左右两边

分别取对数得到：
ｌｎ Ｙｉｔ ＝ ｌｎ Ａ ＋ αｌｎ Ｋ ｉｔ ＋ βｌｎ Ｌｉｔ ＋ γｌｎ Ｈｉｔ 　 （ ｉ ＝ １，２，…，ｎ；ｔ ＝ １，２，…，Ｔ） （３）

　 　 模型 １：假设模型是规模报酬不变：则 α＋β＋γ＝ １，这时 β＝ １－α－γ 带入式（３）可以化为

ｌｎ Ｙｉｔ － ｌｎ Ｌｉｔ ＝ ｌｎ Ａ ＋ α（ｌｎ Ｋ ｉｔ － ｌｎ Ｌｉｔ） ＋ γ（ｌｎ Ｈｉｔ － ｌｎ Ｌｉｔ）　 （ ｉ ＝ １，２，…，ｎ；ｔ ＝ １，２，…，Ｔ） （４）
　 　 模型 ２：假定模型是规模报酬可变：为了更方便地研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设定 α＋β ＝ １，即 Ｋ ｉｔ

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 Ｌｉｔ对经济增长是规模报酬不变，而居民消费 Ｈｉｔ对模型的规模报酬具有可变性的特性。
若 γ＞０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若 γ＜０时，反之，存在规模报酬递减。 把 β＝ １－α 带入式

（３）得到：
ｌｎ Ｙｉｔ － ｌｎ Ｌｉｔ ＝ ｌｎ Ａ ＋ α（ｌｎ Ｋ ｉｔ － ｌｎ Ｌｉｔ） ＋ γｌｎ Ｈｉｔ 　 （ ｉ ＝ １，２，…，ｎ；ｔ ＝ １，２，…，Ｔ） （５）

　 　 在实际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对式（４）、（５）两种情况进行回归，对于模型的规模报酬递增和递减，可以通过

回归所得的统计量和各个系数进一步分析可得知。 同时，通过回归所得结果可以进一步分析居民消费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情况［４］。

２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研究

通过基于 Ｃ－Ｄ生产函数理论的理论模型理论下，以西部 １０个省（直辖市）的经济增长为例，研究西部各

地区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的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状况。
２．１　 各变量的选择以及数据的获取

选取的产出变量 Ｙｉｔ用各地区的 ＧＤＰ 来表示，但统计年鉴里给出的 ＧＤＰ 都只是当年价格的 ＧＤＰ 即：名
义的 ＧＤＰ，而不是实际 ＧＤＰ，所以统一按平减指数的方法折算成 １９９７ 年不变价；由于统计年鉴里没有提供

资本存量数据，故在这里主要是用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投入变量 Ｋ ｉｔ，资本形成总额在统计年鉴中即包涵了

固定资本形成与库存增加，通过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所有资本形成总额按照以价格平减指数折

算成 １９９９年为基年不变价处理；投入变量 Ｌｉｔ是采用各地区的就业人员（这里的就业人员是各省 ／直辖市在

各自的《统计年鉴》中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和第三产业人加总的数据）；居民消费

Ｈｉｔ是利用《中国统计年鉴》里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表示，同理把所有的居民消费支出都

按价格平减指数折算成 １９９９ 年不变价。 所选的变量数据主要是来源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中国统计年鉴》与
《新中国 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中。
２．２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性检验

因为研究的重点是西部各个省 ／直辖市的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回归关系，所以涉及到面板数据的单

位根检验（即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以避免产生伪回归现象。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５］：对面板数据 ｚｉｔ生成 ＡＲ（１）过程，根据对 Δｚｉｔ－１的系数 ρｉ 的不同

限制，面板数据单位根的两大类检验方法：相同根情和不同根情形下的检验。
相同根下的单位根检验（ＬＬＣ检验）

ΔＺ ｉｔ ＝ τｚｉｔ －１ ＋
ｐｉ

ｊ ＝ １
σｉｔΔｚｉｔ －１ ＋ ｘ′ｉｔδ ＋ ｕｉｔ 　 （ ｉ ＝ １，２，…，Ｎ；ｔ ＝ １，２，…，Ｔ） （６）

　 　 其中，τ ＝ ρ－１；ｐｉ 为第 ｉ 个截面成员的滞后期数，原假设是面板数据中的截面序列具有一个单位根。 具

体步骤：给定截面成员的滞后阶数后，从 Δｚｉｔ和 Δｚｉｔ－１中剔除 Δｚｉｔ－１和外生变量的影响，并进行标准化求出代理

变量；用代理变量做回归：Δ ｚ＝τｚ ｉｔ－１＋εｉｔ估计参数 τ，进而根据构造统计量的临界值作出判断。
不同根下的单位根检验：可以根据 Ｆｉｓｈｅｒ⁃ＡＤＦ综合各个截面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构造出统计量，对整个

面板数据是否含有单位根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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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建立的模型 １和模型 ２分别对他们的回归变量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通过借用 Ｅｉｖｅｗｓ ６．０
软件可得到如表 １所示结果。

表 １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归回变量 ＬＬＣ检验 ＩＰＳ检验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检验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检验 平稳性

ｌｎ Ｈｉｔ －０．３５７ ６４（０．３６０ ３） １．００７ ７３（０．８４３ ２） １３．５０６ ６（０．８５４ ６） １６．６９７ ８（０．６７２ ５） 不平稳

Δ（ｌｎ Ｈｉｔ） －８．８７７ ４１（０．０００ ０） －４．８６７ ４８（０．０００ ０） ５９．０８６ ５（０．０００ ０） ７９．５３４ ０（０．０００ ０） 平　 稳

ｌｎ Ｙｉｔ－ｌｎ Ｌｉｔ －１．２１３ １２（０．１１２ ５） ３．７３１ ０８（０．９９９ ９） ５．９１１ ７７（０．９９９ ０） ５．２６１ １５（０．９９９ ６） 不平稳

Δ（ｌｎ Ｙｉｔ－ｌｎ Ｌｉｔ） －９．１０４ ９２（０．０００ ０） －２．９１４ ９９（０．００１ ８） ５３．５３８ ９（０．０００ １） ９２．１３８ ４（０．００３ ０） 平　 稳

ｌｎ Ｋｉｔ－ｌｎ Ｌｉｔ －０．７９０ ８８（０．２１４ ５） ２．００９ １７（０．９７７ ７） １３．６１３ ９（０．８４９ ５） ４．８４３ ３５（０．９９９ ８） 不平稳

Δ（ｌｎ Ｋｉｔ－ｌｎ Ｌｉｔ） －４．９５３ ５７（０．０００ ０） －１．８１２ ２３（０．０３５ ０） ３６．１２８ ９（０．０１４ ９） ５６．４７４ ３（０．０００ ０） 平　 稳

ｌｎ Ｈｉｔ－ｌｎ Ｌｉｔ －１．３７９ ５９（０．０８３ ９） ０．８３６ ９３（０．７９８ ７） １５．６１９ ２（０．７４０ ０） １３．２６４ ６（０．８６５ ７） 不平稳

Δ（ｌｎ Ｈｉｔ－ｌｎ Ｌｉｔ） －７．８８８ ４４（０．０００ ０） －４．２６０ ０１（０．０００ ０） ４９．６５５ ６（０．０００ ２） ６４．２７３ ８（０．０００） 平　 稳

ｌｎ Ｙｉｔ－ｌｎ Ｈｉｔ －２．８１６ １１（０．００２ ４） ２．０２５ ６７（０．９７８ ６） ７．５８４ ２１（０．９９４ ３） ５．５５７ ３０（０．９９９ ４） 不平稳

Δ（ｌｎ Ｙｉｔ－ｌｎ Ｈｉｔ） －６．９２７ ６６（０．０００ ０） －３．０２１ ４７（０．００１ ３） ５０．６１１ ４（０．０００ ２） ９５．６４７ ８（０．０００ ０） 平　 稳

备注：括号中的数值为各检验统计量 ｔ 所对应的 Ｐ 值，Δ表示对序列变量进行一阶差分

从表 １知：ｌｎ Ｈｉｔ、ｌｎ Ｙｉｔ－ｌｎ Ｌｉｔ、ｌｎ Ｋ ｉｔ－ｌｎ ｉｔ、ｌｎ Ｈｉｔ－ｌｎ Ｌｉｔ的 ４种检验统计量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
故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 ｌｎ Ｈｉｔ、ｌｎ Ｙｉｔ－ｌｎ Ｌｉｔ、ｌｎ Ｋ ｉｔ－ｌｎ Ｌｉｔ、ｌｎ Ｈｉｔ－ｌｎ Ｌｉｔ都存在单位根，都是非平

稳的；而 Δ（ｌｎ Ｈｉｔ）、Δ（ｌｎ Ｙｉｔ－ｌｎ Ｌｉｔ）、Δ（ｌｎ Ｋ ｉｔ－ｌｎ Ｌｉｔ）、以及 Δ（ｌｎ Ｈｉｔ－ｌｎ Ｌｉｔ）的 ４种检验统计量均在 １％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故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都不存在单位根，故均为一阶单整。
面板数据的协整性检验：以上所进行的单位根检验已经通过，即都是一阶单整的，下一步还必须对序列

进行协整性检验，即：以 １９９９年 Ｐｅｄｒｏｎｉ提出的面板数据的协整性，否则就可能出现“伪回归”的现象［６］。
针对模型 １及模型 ２的 ２种模型变量间的协整性，通过借助 Ｅｉｖｅｗｓ ６．０软件［５］进行协整性检验，得到结

果（表 ２、３）：
表 ２　 针对模型 １的回归变量进行协整性检验

检验方法 统计量名 统计量值 Ｐ 值

Ｋａｏ检验 ＡＤＦ －５．３７２ ８６ ０．０００ ０

Ｐｅｄｒｏｎｉ检验

ｐａｎｅｌｖ⁃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６５９ ７６ ０．０４８ ５
ｐａｎｅｌｒｈ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３９ ０１ ０．５１５ ６
ｐａｎｅｌＰ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０１９ ２９ ０．０４９ ７
ｐａｎｅｌＡ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５１９ ４５ ０．００５ ９
Ｇｒｏｕｐｒｈ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３１８ ０５７ ０．９０６ ３
ＧｒｏｕｐＰ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１４５ ２６ ０．１２６ １
ＧｒｏｕｐＡ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５４４ ２０ ０．００５ ５

表 ３　 针对模型 ２的回归变量进行协整性检验

检验方法 统计量名 统计量值 Ｐ 值

Ｋａｏ检验 ＡＤＦ －６．４４１ ２４ ０．０００ ０

Ｐｅｄｒｏｎｉ检验

ｐａｎｅｌｖ－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８０８ ２８ ０．２０９ ５
ｐａｎｅｌｒｈ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１３０ ４２ ０．４４８ １
ｐａｎｅｌＰ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０８４ １０ ０．０４７ ８
ｐａｎｅｌＡ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１６１ ０１ ０．０１５ ３
Ｇｒｏｕｐｒｈ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２７３ ２４ ０．８６５ ６
ＧｒｏｕｐＰ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５９８ ２８ ０．０３０ １
ＧｒｏｕｐＡ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４．２１５ ７０ ０．００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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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模型 １和模型 ２的变量分别进行协整性检验发现，模型 １和模型 ２都有 ５项检验统计量在 １％的

显著水平下支持存在协整关系，即认为模型 １和模型 ２的变量间都分别存在协整关系，故可以对模型 １和模

型 ２变量进行回归。
２．３　 对模型的系数进行回归估计

因为研究的是样本本身，故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当然了，可以通过借用 Ｅｉｖｅｗｓ ６．０ 软件先对模型 １ 和

模型 ２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发现：模型 １ 的随机效应模型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统计量为 ９１．４４３ ５７ 和，Ｐ 值是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模型 ２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统计量为 １３．８７６ ６６，Ｐ 值是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故以上两种模型都拒绝原

假设：随机影响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 所以认为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所以应该建立固

定效应模型。
为了研究西部不同地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状况，同时，又因为不同时期西部地区平均生产要

素的的利用率不一样。 为此建立了以时间为影响的时点固定效应模型（系数可变）：
通过借助 Ｅｉｖｅｗｓ ６．０软件对式（４）、（５）进行估计得结果：
模型 １的估计：
ｌｎ Ｙｉｔ － ｌｎ Ｌｉｔ ＝ ０．３１６ ６５（０．０００ ０） ＋ ηｔ ＋ ０．２８６ ２７９（０．０００ ０）（ｌｎ Ｋ ｉｔ － ｌｎ Ｌｉｔ） ＋ γ（ｌｎ Ｈｉｔ － ｌｎ Ｌｉｔ）

Ｒ２ ＝ ０．９８４ ３１，Ｒ２ ＝ ０．９８０ ７５２，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２７６．６１０ ５，Ｐ 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０
　 　 备注：括号里的值是 ｔ 统计量所对应的 Ｐ 值。

模型 ２估计：
ｌｎ Ｙｉｔ － ｌｎ Ｌｉｔ ＝ － ４．４５２ ８７４（０．０００ ０） ＋ ηｔ ＋ ０．２５３ ５５９（０．０００ ０）（ｌｎ Ｋ ｉｔ － ｌｎ Ｌｉｔ） ＋ γｌｎ Ｈｉｔ

Ｒ２ ＝ ０．９９３ ４３４，Ｒ２ ＝ ０．９９１ ９４４，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６６７．０４９ ９，Ｐ 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０
　 　 备注：方程下方的括号里是 ｔ 统计量所对应的 Ｐ 值

从模型 １和模型 ２所估计出来的结果中可以发现，模型 ２ 的 Ｒ２ 值和 Ｒ２ 值以及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都要比模型 １

的 Ｒ２ 值和 Ｒ２ 值以及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都要大，故模型 ２比模型 １要拟合得好，即认为模型是规模报酬可变的。
因为通过研究发现模型是规模报酬可变的，所以后面的研究都是针对模型 ２而进行的，对模型 ２深入研

究得到：方程中反映不同时期西部地区平均生产要素利用水平 ηｔ 估计值，和反映西部不同地区居民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状况 γｉ 如表 ４所示。
表 ４　 不同时期的平均生产要素水平和地区消费产出弹性

ｔ ／ ａ ηｔ 的估计 地区 γｉ Ｐ 值

１９９９ －０．１４０ ６９９ 重庆 ０．５５２ ２８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０ －０．１１７ ８８８ 四川 ０．５５３ ６２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１ －０．０７２ ２３９ 贵州 ０．５１２ ２４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２ －０．０７５ ７５９ 云南 ０．５４４ ４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３ －０．０４４ ０８７ 西藏 ０．５４６ ０６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４ ０．０１７ ３６５ 陕西 ０．５６５ ０８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５ ０．０６７ ３３７ 甘肃 ０．５４２ ９９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６ ０．１６３ ０５４ 青海 ０．５６０ ４０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７ ０．２２７ ４９７ 宁夏 ０．５６９ １９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８ ０．２９４ １１９ 新疆 ０．６１６ ６４ ０．０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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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式（５）所估计出来的结果表明方程拟合得很好，所有 Ｔ 统计量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显著性检

验。 首先，如表 ４所示，式（５）所估计出来的生产要素利用率有正值和负值，说明不同时期西部区平均生产

要素利用水平 ηｔ 有明显差异。 并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平均生产要素利用水平随时时期增加而逐渐增长的过

程，在 ２００３年以前平均生产要素利用率为负值，说明这段期间西部地区平均生产要素利用率底下，２００３ 年

后西部地区平均生产要素利用率为正值且成逐渐递增的状态，说明西部地区平均生产要素利用率不断提高

的过程，这和曹丰，黄淑芬，许健榕［２］等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 再次，从表 ４ 所示的结果中可以看出，γｉ 都是

大于 ０的，则说明西部各地区的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都是规模报酬递增的。 并且可以发现西部不同地区居

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差异，其中，新疆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贵州最低，这和实际

是基本吻合的，因为新疆是个旅游的圣地，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各种特色饮食以及各种精美的修饰品，这
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加，从而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贵州是西部比较落后的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但欠开发，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地理环境不占优势等各种原因导致了居民消费低，自然影响了地

区的经济发展。

３　 结　 语

研究是在基于 Ｃ－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消费变量，和以往研究者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以往的研究者

们都只是单独研究新引入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状况，现在同时考虑了消费变量在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本

投资变量的共同影响作用下，通过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形式进行讨论假设，分别研究消费和资本对经济增长

贡献状况。 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前提下，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对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选择，通过

检验得知所建立的模型更符合固定效应模型，又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分类讨论，即分以时间为影响的时

点固定效应模型（系数可变）和以不同地区为影响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系数可变），通过这两个模型分别研

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状况。 当然了，现在物质资本变量选取中是利用资本形成总额来代替物质资本

变量，而有的研究者是利用资本存量来代替物质资本变量，至于那种选取更能真实反映物质资本投资有待

学着们的研究；同时在数据的采集过程中，有的数据存在缺失等状况，所以研究出来的结论也有可能有所偏

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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