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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会受到土地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有研究是基于要素替代弹性为 1 的 C -

D 生产函数 ,该假设并不符合现实经济世界中要素替代弹性各不相同的事实 ,本文选择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作

为基础模型 ,度量可能更符合中国土地资源特点的“增长阻尼”。计量结果表明 ,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没有土

地资源约束的情形下降低了 0146 % ,是美国的 1191 倍 ,土地资源“开源”与“节流”同举并重成为保证中国经济继续

稳态增长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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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土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基本

物质保障 ,伴随着我国人口持续增长和城镇化、工业

化的快速发展 ,必然引起对土地利用空间和土地产

品需求的不断扩大[1 ] ,土地供给的紧缺性与社会经

济需求的增长性之间失衡发展的态势将更加凸显。

土地供给紧缺的现状会不会成为中国继续处于稳态

增长路径之上的制约因素 ? 这个问题激发了我们的

研究兴趣。生产函数选择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整

个模型对政策的模拟效果和分析力度 ,从掌握的文

献来看 ,已有学者主要是基于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 (C - D 生产函数) 度量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程度[2 - 6 ] ,与要素可以无限替代的线性生产函

数和要素完全不可以替代的投入产出生产函数相

比 ,C - D 生产函数的要素替代弹性为 1 ,是更加逼

近于生产活动的实际。但是 ,这种要素替代弹性为

1 的假设仍然具有缺陷[7 ] ,根据这一假设 ,无论研究

对象、样本区间和样本观测值是什么 ,要素替代弹性

都为 1。而这一假设与现实经济世界中要素替代弹

性各不相同的事实并不相符。此时 ,要素替代弹性

各不相同的二级多要素生产函数 (Constant Elastic2

ity of Substit ution ,CES)便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土地资源的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 ,度量可能更符合中国土地资源特点

的“增长阻尼”,以此来衡量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

济增长的真实影响程度。通过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

题 :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如何 ?

土地资源会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制约因

素 ,如果是 ,应该做出何种政策选择 ? 对这些问题的

正确解答需要强有力的论证 ,尤其是要有符合中国

土地资源实际特点的定量分析。

2 　研究方法

211 　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

本研究选用包含土地资源的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 ,其研究假设为 :

1)资本 ( K) 、土地资源 ( T) 和劳动 (L) 之间的替

代弹性互不相同 ;

2)研究对象具有可变的规模报酬 ,规模报酬参

数 m = 1、m < 1、m > 1 分别表示规模报酬不变、递减

和递增。

根据以上思路 ,构建包含土地资源的二级三要

素 CES 生产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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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A [β(αK -ρ1 + (1 - α) T -ρ1 )
ρ
ρ1 + (1 -

β) L -ρ] - m
ρ (1)

第一级为 : Y KT = (αK -ρ1 + (1 - α) T -ρ1 ) - 1
ρ1

(2)

第二级为 : Y = A (βY -ρ
KT + (1 - β) L -ρ) -

m
ρ (3)

上述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中 ,第一级的投

入要素包含资本 ( K) 和土地资源 ( T) 两个变量 ,两

者间的替代弹性为σ1 = 1/ (1 +ρ1 ) ;在第二级 ,资本

( K) 与土地资源 ( T) 的组合要素 Y KT 与劳动 ( L) 再

组合形成CES生产函数 , Y KT 与L 的替代弹性为σ=

1/ (1 +ρ) ; A 为效率系数 ,是除了资本、土地资源和

劳动投入以外所有对产出发生影响的因素的综合作

用 ,显然 , A > 0 ;α,β是分配系数 ,满足 0 <α,β< 1 ;

ρ1 ,ρ为替代弹性 ,满足 ∞ >ρ1 ,ρ> - 1 ; m 为规模报

酬参数。

212 　参数估计方法

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估计的一个重要方

法是 J1 Kmenta 的直接估计法[8 ] 。按照直接估计法

对上文构建的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进行参数

估计 ,首先将第二级 CES 生产函数 (3 式) 取对数使

其线性化 ,然后在ρ= 0 处泰勒级数展开 ,得到如下

近似式 :

ln Y = lnA +βm ln Y KT + (1 - β) mlnL -
1
2
β(1 -

β) mρ(ln ( Y KT / L ) ) 2 +ε (4)

然后 ,将第一级 CES 生产函数 (2 式) 取对数 ,

在ρ1 = 0 处泰勒级数展开 ,得到 YKT的近似式 :

ln Y KT = αln K + (1 - α) ln T -
1
2
α(1 -

α)ρ1 (ln ( K/ E) ) 2 +ε (5)

将 Y KT 的近似式 (5 式)代入第二级 CES 生产函

数的近似式 (4 式) 中 ,考虑到可能引起共线性和计

算复杂性等因素 ,用逐步回归的方法筛选出如下线

性回归方程 :

ln Y = lnA +αβm ln K + (1 - α)βmln T + (1 -

β) mlnL -
1
2
α(1 - α)βmρ1 (ln ( K/ E) ) 2 -

1
2
β(1 -

β) mρ(ln ( Y KT / L ) ) 2 +ε (6)

其 中 , ln Y 是 被 解 释 变 量 ;ln K , ln T , lnL ,

(ln ( K/ E) ) 2 , (ln ( Y KT / L ) ) 2 是解释变量 ;lnA 是常

数项 ;α,β,ρ,ρ1 , m 是待估参数。对 (6) 式进行回归

分析得到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 ,通过构造参数计算

方程组 ,并对该方程组求解 ,就可以得到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中各参数的估计结果。

213 　“增长阻尼”内涵及度量

土地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可以通过

“growt h drag”来衡量。罗默将自然资源和土地引

入索洛模型 ,考察自然资源和土地约束如何影响长

期经济增长 ,并用“growt h drag”衡量由于资源和土

地的限制使得经济增长下降了多少[ 3 ] 。有学者将

“growt h drag”译为“增长尾效”[4 - 6 ] ,此译是否合

理 ? 牛津高阶双解词典对“drag”有以下几种定义 :

物理学概念的空气阻力 ;累赘 ,拖累 ,绊脚石等。而

“尾效”一般是指一种滞后的效果或在当前没有发挥

完毕的作用 ,其在后续阶段还会继续产生影响。因

而 ,用“尾效”来描述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

度不太贴切 ,有必要赋予“growth drag”一个贴切原

意的称谓 ,更为重要的是廓清其概念内涵。

依据罗默“growt h drag”的概念内涵及其英文

含义 ,本文将其译为“增长阻尼”,这个译法与罗默

《高级宏观经济学 (中译本)》[3 ]保持了一致。同样出

于尊重原著的考虑 ,对其内涵做以下界定 :由于资源

约束引致劳动力平均资源利用量的下降 ,从而使得

经济增长速度比没有资源限制情况下的增长速度降

低的程度 ,可以定义为经济的“增长阻尼”。对于本

文的研究对象土地资源 ( T) 来说 ,其“增长阻尼”的

度量是以上文构建的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为

基础模型 ,通过计算“不存在土地资源约束”的经济

增长速度与“存在土地资源约束”的经济增长速度之

间的差额 ,来表征土地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程度。其中 ,“不存在土地资源约束”是指土地资源

随着劳动力的增长而同比增长 ,其假设为 ÛT ( t) =

nT ( t) ;“存在土地资源约束”是指我国土地资源发

展现状 ,其假设为 ÛT ( t) = d T ( t) ,n、d 分别为劳动

增长率和土地资源增长率。“增长阻尼”的数学推导

过程如下 :

将 (6) 式中的 (ln ( K/ E) ) 2 和 (ln ( Y KT / L ) ) 2 置

换为 ln P , lnQ , 得到 (7)式 :

ln Y = lnA +αβmln K + (1 - α)βmln T + (1 -

β) mlnL -
1
2
α(1 - α)βmρ1 ln P -

1
2
β(1 - β) mρlnQ +

ε (7)

(7)式两边分别对时间 t 求导数 ,根据一个变量

的对数对时间的导数等于该变量的增长率这一事

实 ,可以推导出 (8) 式 ,其中 , gY ( t) 、g K ( t) 、g T ( t) 、

gL ( t) 、g P ( t) 、gQ ( t) 分别表示 Y、K、T、L 、P、Q 的增

长率。

gY ( t) = αβm g K ( t) + (1 - α)βm g T ( t)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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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mg L ( t) -
1
2
α(1 - α)βmρ1 g P ( t) -

1
2
β(1 -

β) mρg Q ( t) (8)

由于“存在土地资源约束”的假设为 ÛT ( t) =

d T ( t) ,注意到在平衡增长路径上 gY ( t) 与 g K ( t) 相

等[3 ] ,将 T、L 、P、Q 的增长率 d、n、p 、q 带入 (8) 式 ,

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上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的增

长率为 :

gbg p
Y/ L = gbg p

Y - gbg p
L = [ (1 - α)βm d + (1 - β) mn

-
1
2
α(1 - α)βmρ1 p -

1
2
β(1 - β) mρq - n(1 -

αβm) ]/ (1 - αβm) (9)

同理 ,考察“不存在土地资源约束”情况下

( ÛT ( t) = nT ( t) ) , 单位劳动力平均土地资源不变时

更大的经济增长是多少 ,将 T、L 、P、Q 的增长率 n、

n、p 、q 带入 (8)式 ,可以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上单位劳

动力平均产出的增长率为 :

gbg p
Y/ L = [ m (1 - α)βn + m (1 - β) n -

1
2

mαβ(1 -

α)ρ1 p -
1
2

mβ(1 - β)ρq - n(1 - mαβ) ]/ (1 - αβm)

(10)

根据“增长阻尼”的定义 ,可以推导出土地资源

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为 :

Drag = gbg p
Y/ L - gbg p

Y/ L =βm (1 - α) ( n - d) / (1 -

αβm) (11)

3 　实证分析

311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数据本身的概念内涵 ,

选取了 1978 - 2005 年的相关数据。对于 Y ,数据来

源于《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

鉴》中的 GDP ,为了使不同年份的 GDP 具有可比

性 ,采用了消除价格变动因素后的可比价格。对于

L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社会从业人员 ,

同时假设 A 附着在 L 上 ;对于 K , 利用叶裕民的算

法计算资本存量[ 9 ] ,关于土地资源数据的选取 ,有学

者使用耕地、林业用地和可利用的草地面积三者之

和来代表土地资源总量[4 - 5 ] 。本文认为土地资源不

应该仅包括第一产业用地 ,对经济总量有巨大贡献

的第二、第三产业用地也应该考虑进来 ,因此 ,将以

往文献中没有考虑的园地和建设用地数据加了进

来。另一个需要对数据进行说明的是 ,2001 年《土

地分类》标准将原土地利用现状八大类调整为城乡

土地统一分类 ,合并为一级类 3 个 ,二级类 15 个 ,三

级类 71 个。土地分类标准的调整造成了时间序列

数据统计一致性的困难 ,利用比较权威的中国资讯

行网络数据库的相关数据 ,同时结合历年《中国土地

年鉴》和《中国国土资源年鉴》的数据 ,对所缺年份进

行了中间插值处理。

312 　计量结果分析

使用 EV IEWS510 做计量统计分析 ,采用最小

二乘法 (OL S)对线性处理后的 CES 生产函数 (6 式)

进行参数估计。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

利用单位根检验 (ADF) 来考察数据的平稳性 ,结果

发现 ,经过二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在 95 %的置信度

下是平稳的。在对 (6) 式进行回归分析时发现存在

自相关的问题 ,利用广义差分法对变量数据进行处

理 ,经过三次变量变换处理后 ,很好的消除了自相关

关系 ,最终得到了以下回归结果 :

ln Y = - 01203 + 01722ln K + 01055ln T +

01166lnL + 01006 (ln ( K/ E) ) 2 -

01039 (ln ( Y KT / L ) ) 2

(31139) 　(121648) 　(21586) 　(21156) 　　

( - 31007) 　　( - 21521) (12)

R2 = 01928 , D ·W ·= 11902

根据 (12)式中的回归系数和 (6) 式中对应的待

估参数可以构造出参数计算方程组 ,对方程组求解

得到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中各参数的估计结

果 :α= 01929 ,β= 01824 , m = 01943 ,ρ= 01565 ,ρ1

= - 01246 ,σ= 01639 ,σ1 = 11326。至此 ,计算“增长

阻尼”所需参数中的 3 个 (α,β,m) 已经求出 ,现在只

需要计算土地资源与劳动的增长率。利用综合

法[10 ]求得 ,1978 - 2005 年我国土地资源增长率 ( d)

为 01638 % ,劳动增长率 (n) 为 21966 %。将α,β, m ,

d , n 的数值代入 (11) 式 ,得到土地资源的“增长阻

尼”为 01004 6 ,即 1978 - 2005 年土地资源的“增长

阻尼”每年大约为 0146 %。

换言之 ,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土地资

源不能随着劳动力同比增长 ,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比

没有土地资源约束的情形下降低了 0146 %。诺德

豪斯分析了资源和土地对美国经济的“增长阻尼”为

0124 %[ 3 ] ,也就是说 ,我国土地资源的“增长阻尼”是

美国资源和土地“增长阻尼”的 1191 倍 ,当然 ,如果

将其他资源也考虑进来 ,倍数会更大一些。

313 　路径选择分析

度量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

程度只是发现问题 ,而本文的最终目的在于解构该

问题 ,并在解构中阐述我国土地管理政策的路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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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从计量结果来看 ,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影响程度较大 ,每年约为 0146 % ,如何缓解土

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土地管理者

面临的一大挑战。

31311 　开源

根据“增长阻尼”的计算式 (11 式) , (n - d) 是劳

动增长率与土地资源增长率之间的差额 ,当土地资

源增长率 d 增加时 ,该差额将变小 ,最终使得“增长

阻尼”减小。这就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直观的

解释 ,即土地资源增长率的增加可以降低其对经济

增长的阻尼作用。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目前阶

段提高土地资源增长率的途径主要是土地开发、整

理和复垦 ,且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农地上。土地变更

调查统计数据显示 ,1997 - 2005 年 ,全国累计补充

耕地 3 414 万亩 ,平均每年约 380 万亩 ,其中 ,通过

土地整理复垦补充 1 192 万亩 ,年均 132 万亩 ;通过

土地开发补充 2 221 万亩 ,年均 246 万亩。但是应

该认识到 ,土地的有限性以及空间固定性决定了以

数量型挖潜为特征的农地整理不可能是土地整理的

持久方向 ,土地整理必须由数量型向集约型转变 ,由

追求绝对数量的增加转为追求相对数量的增加 ,也

就是重视针对存量建设用地的土地整理。存量建设

用地整理将与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一起 ,为我国土

地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持续增长提供可靠的来源

保证。

注 : ①C - D 生产函数的回归结果为 : Y( t ) = K( t ) 017084 T ( t ) 011182 [ A ( t ) L ( t ) ]011734 ,将α= 01 7084 ,γ= 01 1182 ,土地资源的增长率 ( d)

01 638 % ,劳动的增长率 (n) 21 966 % ,带入“增长阻尼”计算式 Drag =γ( n - d) / (1 - α) ,求出其值为 01009 4 ,即在不考虑要素替代的情况下 ,

1978 - 2005 年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约为每年 01 94 %。

②通过变换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中的要素组合 ,可以推导出劳动 (技术)对土地的替代弹性。

31312 　节流

通过比较基于不同生产函数的计量结果发现 ,

基于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的“增长阻尼”

(01004 6) 比基于 C - D 生产函数的“增长阻尼”

(01009 4)要小① ,产生此结果的原因在于 ,两个生产

函数中要素间的替代弹性各不相同 , C - D 生产函

数中要素的替代弹性为 1 ,而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

函数中资本对土地的替代弹性为 11326 ,劳动 (技

术)对土地的替代弹性为 11512 ② ,这就从模型的角

度说明了由于资本和劳动 (技术)对土地资源的替代

作用 ,使得土地资源约束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正在下

降。资本和劳动 (技术)对土地资源的替代作用也就

意味着单位面积上资本和劳动 (技术) 的增密 ,正如

曼道森、诺德豪斯在研究全球变暖对美国农民继续

种植其现有作物的影响时发现 ,农民可以转向不同

的农作物 ,或在其土地上不再种植作物 ,从而对变化

的天气状况做出反应[11 ] 。所以 ,通过单位土地面积

上的资本和技术增密 ,我国可以转向那些相对较少

利用或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生产方式 ,从而对土地

资源日益增长的稀缺性做出反应。

4 　结论与讨论

为了使要素替代弹性更符合生产活动的实际 ,

选择了包含土地资源的二级三要素 CES 生产函数 ,

度量可能更符合中国土地资源特点的“增长阻尼”,

以此来衡量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影

响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 :

1) 土地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

影响 ,每年约为 0146 % ,换言之 ,中国每年的经济增

长速度由于土地资源不能随着劳动力同比增长 ,使

之比没有土地资源约束的情形下降低了 0146 %。

2) 借助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和存量建设用地

整理“开源”,利用资本和技术对土地资源的替代作

用 ,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节流”,如此 ,未来中

国经济才能继续处于稳态的增长路径之上。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样本的尺度有待进一步探

讨 ,由于采用不同的空间尺度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计

量结果 ,全国尺度假设中国是一个均质的样本空间 ,

忽略了区域间的差异。所以 ,进一步研究可以采用

区域尺度 ,从中观上来探讨土地资源约束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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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Land Resources Restri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YAN G Yang1 , WU Ci2fang1 , ZH EN G J uan2er2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 ration ;2. College of Sout heast Land Management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9 , China)

Abstract : No count ry could avoid t he influences of land resources rest riction on economic growt h. To keep t he analysis manageable , t he former

researches started wit h t he case of Cobb2Douglas production , in which t he elasticity of substit ution was 1 , but t he assumption was not t rue in

t he real economy world , so we choose t he t hree factor2two level CES production function as t he basic model to st udy t he growt h drag of land re2
sources. The result s indicated t hat t he drag of land resource on economic growt h in China was 01 0046 annually , 1191 times as much as America

’s. By land readjust ment and substitute of capital and technique to t he land resources , China will be on a balanced growt h pat h in t he future.

Key words : 2Level - 3Factor CES production function ; growt h drag ; land resources ; economy growt h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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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External Trade to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test of shanghai data

YAN G Zhen2ning
(Statistics & Applied - mat hematics College ,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 Bengbu Anhui 233030 , China)

Abstract :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t rade on economic growt h has been one of debating problems in t he economics field1 On t he basis of yearly

economic data of import and export in shanghai f rom 1985 to 2004 , t his t hesis studies t he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external t rade and economic

growt h and state t he role of external t rade played in economic growt h by means of Co - integration Test ,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1 The

result s of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t hat import and export can obviously propel t he growt h of GDP lagging one year , export has more cont ribu2
tions to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 h in t he short run , but import has more cont ributions in t he long term1

Key words : external t rade ; economic growt h ; co - integration test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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