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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重庆市经济增长总量描述的基础上，构建了经济增长计量经济模型，利用重庆市1952年以 

来，重点从 1978年以来的区县横截面数据、时序数据和板块(Pane1)数据对重庆市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 

实证分析，考察了技术进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各自的贡 

献，同时对重庆市各区县经济是否收敛性进行验证，得到了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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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经济4O多年来有了较大发展，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重庆经济实现了快速 

增长。但与东部先进省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深刻了解重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找出有 

别于全国其他地区发展的特殊规律，需要对影响重庆 

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在这方面，国内外 

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全国经济增长的分析已做了一些有 

益的工作，但就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较为少见，对 

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目前尚是空白，笔者拟在 

此领域作一点探索性工作。其主要目的是结合经济增 

长理论，对重庆市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实 

证考察。其中将研究技术进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产业结构变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各 自的贡 

献，同时对重庆市各区县经济是否收敛性进行验证。 

考察的历史时期为 1952—2001年，应用截面(Cross— 

Section)数据、时序(Time Series)数据和板块(Pane1) 

数据法进行定量分析。 

1 理论框架 

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资本、劳动力、技 

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被认为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主 

要决定因素。 

首先从含技术进步的 Cobb—Douglas生产函数 

Solow模型⋯出发， 

Y(t)=K(t) (A(t)L(t))卜 0< <l (1) 

这里 】，是产出， 是物质资本， 是劳动，A是技术 

水平。假设 和 A是外生变量，其增长率分别为 n 

和 g。 

(t)= (O)e ， 且 A(t)=A(O)e 

在方程中增加人力资本 ，扩大后的 Solow生产 

函数定义为式(2) 

Y(t)=K(t) H(t)卢(A(t)L(t)) 0< ， <l 

(2) 

其中，日是人力资本存量，其它变量与方程(2)的 

定义相同。令 为收人中投资于物质资本的部分， 

为收人中投资于人力资本的部分，单位有效劳动的物 

质资本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定义为 

k(t)=saY(t)一(11,+g+6)k(t)， 

h(t)=shY(t)一(11,+g+6)h(t) 

其中Y=Y／AL，k=K／AL，h=H／AL，分别是单位有 

效劳动的产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产业结构、开放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成熟的工业 

化国家而言或许不重要，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快速 

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就可能很重要。因此为 

了全面反映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引入 

了反映这些变量，对重庆市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 收稿 日期：2004—10—25 

基金项目：重庆市科委重点项目(6730) 

作者简介：杨俊(1972一)，男，重庆人，重庆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http://www.cqvip.com


126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盘 

2 数据和结果 

研究中应用了目前可能得到的最为一致和最为全 

面的数据集合。数据时间跨度为 1952—2001年，覆盖 

了重庆市40个区县(以下为方便统一称为区)。对每 
一 个区，可以导出 GDP、人均 GDP以及增长率、总投 

资、从业人员、3次产业比例、人口增长、进出口总额、 

在校学生数，以及公路的总里程和在科学、文化、教育、 

卫生领域的投资。并统一以 1990年价格计算。储蓄 

率s计为投资占GDP的比例。人 口增长率 ／"t以年末 

总人口的年增长率计算。人均 GDP采用 GDP除以总 

人口。 

2．1 时间序列数据回归结果 

有关重庆市的长时段时间序列资料较难获得，通 

过收集各种统计资料，将重庆市经济社会的统计数据 

追溯到了1952年，进行参数估计，对各重要时期如“自 

然灾害”、“文革”利用哑元变量进行控制。用 OLS方 

程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如表 1中方程 1所示。有关进出 

口以及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数据起始年份较晚，为 

1987年。为此，将回归计算结果列于方程2一列中。 

表 1 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方程1 方程2 

人均GDP(1952—2001)人均GDP(1987—2001) 

总投资 0．338( 8．742)‘ 0．292(5．482)‘ 

第1产业GDP／GDP 一0．760(一5．716)‘ 

第2产业GDWGDP 0．3ol(1．441)一 

小学在校生总数／总人口 0．326(2．248)’ 

人均病床数 1．972(3．464)‘ 0．694(2．311)’ 

人均电话装机数 0．137(5．312)‘ 

进口总额 0．O29(2．043)‘ 

0．988 Q 997 

样本数 50 l5 

说明：表中括号内为 T检验值；‘表示 1％显著水平，一表 

示 10％的显著水平。 

从表 1可以看出，投资对人均 GDP的提高有明显 

促进作用。这里的总投资主要是物质资本的投入，包 

括社会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由于没有区别公共和私 

人投资的历史资料，故无法反映出何类投资对人均 

GDP的提高更为显著。这一结果也反映出重庆市改 

革开放以来人均GDP的提高，实物资本的投人是重要 

的因素。 

反映人力资本投人的指标是在校学生总数占总人 

口的比例和人均病床数，他们分别反映了教育的投人 

水平和医疗卫生状况。笔者分别计算了小学和普通中 

学在校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估计结果显示小学在校生 

总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与人均 GDP显著正相关，说明小 

学教育或者说基础教育对人均收人的增加有明显促进 

作用，这与重庆市总体人力资本较低不无关系。同时， 

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也有利于人均收入的提高。 

产业结构的转换对人均 GDP有重要的影响。表 

中选取了第 1、2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 

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第 1产业 GDP与 GDP的比值 

越小，第2产业 GDP与 GDP的比值越大，则经济中第 1 

产业的比重越小，第2、3产业比重越大，表明工业化程 

度越高。笔者的估计结果显示第 1产业GDP／GDP与 

人均GDP负相关，第 2产业 GDP／GDP与人均GDP正 

相关，这与传统产业结构的理论有关工业化将促进经 

济的增长的结论是一致的。这同时也说明重庆市人均 

收人的增加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化密切相关。 

选取人均电话装机数作为另一个解释变量，这一 

指标反映了重庆通讯网络的通达程度，并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情况。回归结果显示该指 

标与人均收人显著正相关，这说明重庆市的信息化程 

度以及基础设施条件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得促进作用。 

开放经济下，进出口额是影响人均收人的重要因 

素。一个地区的出口额的增加能提高该地区的人均收 

人，回归结果显示出口额对地区经济影响并不显著，而 

对人均 GDP有明显促进作用的是进口总额，回归系数 

为0．029(2．043)，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重庆市近十几年 

来出口较少，且大多为对相关产业和经济拉动不大的 

低附加值农副产品，而通过进口引进的设备和技术对 

生产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2．2 板块数据回归 

选取全市40各区县 1998—2001年 120个样本数 

据，对重庆市人均 GDP和人均 GDP增长率进行回归 

分析，结果见表2，方程 3为对人均 GDP的回归，方程4 

为对人均 GDP增长率的回归。 

表2 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说明：表中括号内为 T检验值；‘表示 1％显著水平，一表 

示 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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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全市40各区县 1998—2001年 120个样本数 

据，对重庆市人均 GDP和人均 GDP增长率进行回归 

分析，结果见表2，方程3为对人均 GDP的回归，方程4 

为对人均 GDP增长率的回归。 

总投资与人均GDP增长率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627(10．818)，表明在近几年重庆各区县的经济发 

展中，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反映 

人力资本投资的指标，人均教育事业费与人均 GDP的 

相关系数为一0．125(一0．888)，T检验值显示其不显 

著，且为负相关。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重庆市在近几 

年的发展中人力资本的贡献不显著，主要还是依赖实 

物资本的投入。同时，不可否认，人均教育事业费用于 

衡量人力资本的投资并不全面，其主要体现了政府财 

政方面的投入，而事实上，私人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在近 

几年有明显得增加，这一部分则未得以反映。 

劳动力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一0．851(一8．695)， 

劳动力产出弹性为负，这一结果与传统的生产函数是 

相悖的。对此，可能的原因是重庆市各区县的劳动力 

效率较低，或者是统计数据中的部分从业人员实际并 

没有参与生产，存在“隐蔽性”失业，因而使得劳动力 

产出弹性为负。 

产业结构转化对人均 GDP的提高再次得到经验 

证实。第 2产业 GDP／GDP与人均收入的回归系数为 

0．438(4．324)，表明重庆市各区县第 2产业比重的提 

高有利于人均收入的增加。 

方程4选取了储蓄率、初始人均 GDP、人口增长 

率、在校学生总数／总人口等解释变量对人均 GDP增 

长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储蓄率与增长率呈显 

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187(2．812)，这一结果与世 

界性的跨国经验一致，即储蓄率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 

(Solow，1956 )，同时也符合其他有关中国地区研究 

的结 论 (Zhang and Yao 2000 ；Yao and Zhang． 

2001 )。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储蓄率是 
一 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为 一0．0117(一3．365)， 

表明人口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果与传统经 

济增 长理论 的结论是 一致 的 (Solow，1956)，Barro 

(1995)的跨国经验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J。需要说 

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口的增 

加将使得创新的人口增加，同时市场增大，从而促进创 

新加剧，进而经济增长加速(Romer，1986) J。但这一 

理论建立在一个大的经济体中，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发 

动机，而对一个小经济体，且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 

段，这一理论不能得以证实也在情理之中。 

在校学生总数／总人口反映了重庆市的人力资本 

水平，其回归结果不显著，但与人均 GDP正相关，这说 

明人力资本水平对重庆市经济增长不是主要的因素， 

但正面的促进效果是存在的。 

3 结 论 

1)实物资本投资是重庆市经济增长的的重要因 

素。时间截面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储蓄率与人均 GDP 

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时序资料显示总投资与人均 

GDP有显著正相关，这反映出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 

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为保持物质资本的高 

投入对现阶段重庆市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或缺的。 

2)人力资本投入，包括教育投入、医疗卫生的投 

入对重庆市经济增长有较大促进作用。教育投入特别 

是小学教育或者说基础教育对人均收入的增加有明显 

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全国的情形是一致的。这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重庆市总体人力资本较低，人力资本的 

投入应加大，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入应跟上。 

3)产业结构的转换对人均 GDP有重要的影响。 

重庆市人均收入的增加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化密切 

相关。因此，加速重庆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重庆工 

业化步伐，促进农村劳动了向城市转移，对重庆经济增 

长至关重要。 

4)重庆市的信息化程度以及其他基础设施条件 

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得到印证，实证结果显示人均装 

机数量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基础设施条件差是一 

个地区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瓶颈，重庆市近年基础设 

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初步凸现出来，但随着经 

济增长加速，这方面的投入也应相应加大。 

5)劳动力产出弹性为负，一方面是因为重庆市各 

区县的劳动力效率较低，或者是统计数据中的部分从 

业人员实际并没有参与生产，存在“隐蔽性”失业，另 
一 方面也反映重庆市各区县的劳动力效率较低，这也 

进一步说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 

要性。 

6)人均GDP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表明初始的人 

均 GDP有利于后期的经济增长，初始人均 GDP较高 

的区县其经济增长率高于初始人均GDP较低的区县， 

这样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难于“收敛”到同一水 

平，即“绝对收敛”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讲，重庆市各 

区县的经济发展差距在进一步加大，在自然发展的情 

况下，“共同富裕”将不可能实现。其明显得政策含义 

是如果政府不能采取相应的平衡发展措施，将导致严 

重的社会问题，这一趋势值得政府高度重视。 

7)用时序资料来解释人均 GDP增长率没有得到 

较满意的结果，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重庆市的经济增 

长还未达到经济中的“稳态”，即仍然是不稳定的。要 

达到某一增长目标，通过加大各要素的投入可能实现， 

但保持高速、持续的增长存在较大难度。 

(下转第 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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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ame on Layoff M echanism for Human Resource in Enterprise 

LE|Yong，PU Yong-jian 
(College of Economics&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hortage of demand on goods，the prices of goods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enter— 

prise wiU faU．The enterprise should adjust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and some employees whose output values 

are lower than their wages from the enterprise will be fired．The layoff mechanism from the enterprise can provide an effi— 

cient way for these employees to leave voluntarily．As long as the total value of reword outward of the enterprise can ex— 

ceed their total output values．the layoff mechanism can be put in practice．Th ere is the economic game on the final 

price for the layoff during the process．In the cases of reaching consistent agreement on it or not between the employees 

and the enterprise．the results of game such as Nash equilibrium and stratagem are respectively discussed．The degree of 

uncertainty of the faith on the price from the arbitrator will affect largely the equilibrium when the arbitrator is involved． 

Key words：shortage of deman d；the layoff mechanism；the game on the price；Nash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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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constructs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basing on the total quantity description of e— 

conomic growth of Chongqing．Using the section data，time sequence data and panel data of Chongqing from 1952，es— 

pecially from 1 978，the authors analyze the factor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ongqing，and investigate influence m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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