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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及结构突变的我国能源需求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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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虑到外部冲击有可能导致能源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变化 ,本文基于 1953 —2000 年的数据

检测了我国能源需求和 GDP 之间关系发生结构突变的时机 ;在此基础上 ,运用协整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分

析了我国能源需求和 GDP 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的关系 ,建立了我国能源需求模型 ,并将其与不考虑

结构突变的能源需求模型进行比较。比较结果表明 :本文所提模型更能准确反映建模样本期间能源需求

和 GDP 之间的关系 ,具有更高的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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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是现代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资

料 ,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我国

作为能源消费大国 ,能源短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

响很大 ,能源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

能否保持健康、快速、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能源

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1 ] 。在此背景下 ,

结合经济发展趋势 ,在研究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

间关系的基础上 ,提高对未来能源需求的预测水平 ,

为相关政府部门的能源长远规划提供科学决策依

据 ,不仅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

重要问题。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能源需求预测做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并取得不少成果。除了能源弹

性系数法、投入产出法、回归分析法和灰色理论等传

统预测方法外 ,新近发展起来的基于知识发现的智

能模型和基于混沌等非线性系统理论的预测方法 ,

以及组合预测方法等亦在能源需求预测中得到了充

分应用。魏一鸣、梁巧梅采用投入产出法预测了

2010 —2020 年我国区域能源需求[2 ] 。王立杰、孙继

胡采用灰色系统理论对中国的煤炭需求进行了短期

预测 ,研究结果表明 ,该方法的短期预测效果较好 ,

但其长期预测效果有待于进一步研究[3 ] 。黄海萍应

用 BP 神经网络的原理 ,对中国电力需求进行了预

测 ,得出未来十几年中国电力需求量仍将大幅度增

加的结论[4 ] 。王晓红、吴德会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

机 L S2SVM 回归模型引入电力需求研究领域 ,并给

出了相应的过程和算法[ 5 ] 。陈刚、高尚则比较分析

了灰色理论、人工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三种模型

对能源需求的预测效果 ,结果表明 ,支持向量机预测

方法的精度相对较高[6 ] 。Crompton 则利用贝叶斯

向量自回归方法预测了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7 ] 。卢

二坡比较分析了不同的能源需求预测方法的特点 ,

并利用确定性加随机性时间序列组合模型对我国能

源需求进行了预测[ 8 ] 。宁云才采用复合小波神经网

络模型预测了中国煤炭消费年增长率 ,得出了其短

期预测精度较高的结论[9 ] 。Adams 在考虑电气化

水平、工业生产结构、技术进步水平等因素的基础

上 ,建立了中国能源需求的经济模型 ,并预测了中国

2020 年的能源需求及进口水平[10 ] 。

协整理论作为描述经济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

一个有力工具 ,在能源需求预测中亦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如 :林伯强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技术分别建

立了中国能源、电力、煤炭需求的计量经济预测模

型[11213 ] 。王庆露、葛虹应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技

术研究了我国电力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并

结合干预分析的方法建立了电力需求预测模型[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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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Lee 和 Chang 的研究表明 ,能源消费的时间序

列数据具有非线性调整的特征[15 ] ,事实上 ,在实际

环境中 ,经济活动期间越长 ,经济系统就越有可能受

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如产业政策调整、制度变革等均

有可能导致能源消费数据结构的变化 ,并由此引起

变量间原有协整关系的变化。因此 ,研究能源消费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能源需

求模型 ,不能不考虑外部冲击所导致结构突变的可

能性。

基于上述提及的问题 ,本文在虑及结构突变的

基础上 ,考察了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

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 ,建立

了基于结构突变的我国能源需求模型。

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首先运用协整理论和误

差修正模型分析不考虑结构突变时我国能源消费和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然后在确定两者关系发生结

构突变的时机的基础上 ,建立基于结构突变的我国

能源需求模型 ,并将之与不考虑结构突变的能源需

求模型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验证本文所提模型的有

效性。

1 　不考虑结构突变的能源需求模型

111 　单位根检验

为了检验虑及结构突变的能源需求模型的有效

性 ,本文对我国年度能源消费量和 GDP 进行建模分

析 ,所用数据来源于 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

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用以建模的样

本期间为 1953 —2000 年 ,并利用 2001 —2006 年的

数据来验证模型的样本期外的预测能力。为了消除

原始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 ,本文对年度能源消

费量和 GDP 的数据均做取对数处理 ,分别记为 lne

和 ln g , 其时间趋势如图 1 所示。

图 1 　lne 和 ln g 序列趋势图

在计量分析中 ,为了防止由于宏观经济变量的

不平稳而产生谬误回归 ,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

平稳性检验。本文利用 ADF 和 PP 单位根检验法

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 ,两者均采用仅包含常数项的检

验形式 ,其中 ADF 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的选取基于

最小信息准则 (AIC 和 SC) ,选取时允许的最大滞后

阶数为 6 ,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 ,

至少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 ,lne序列和 ln g 序列均为

I(1)稳定序列 ,因此可以对两者进行协整分析。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 统计量 PP 统计量 一阶差分 ADF 统计量 一阶差分 PP 统计量

lne - 11 942623 - 2116193 - 51 50818 3 - 4129043 3

ln g 21057899 21 857218 - 31 79424 3 - 31 42658 3 3

　　注 :“3 ”、“3 3 ”分别表示在 1 %和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检验。

112 　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 ,即 Engle2Granger 两步法

和 Johansen 迹统计量检验法对我国年度能源消费

与 GDP 两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利用 Engle2Granger 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 ,首

先利用最小二乘法对 lne 和 ln g 进行回归 ,则有 :

lne = 0156925ln g + 517698 +ε①。 (1)

　　(010388) 　 (013367)

R2 = 018241 ; 调整 R2 = 018203 ; A I C =

- 019975 ; S I C = - 1107548 ; D1 W1 = 010968。

然后 ,再对回归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残差

序列为平稳序列 ,那么我国年度能源消费和 GDP 之

间存在协整关系 ;否则 ,不存在协整关系。我们利用

ADF 和 PP 单位根检验法来确定式 (1) 残差ε的平

稳性 ,两者均采用不包含趋势项和常数项的检验形

式 ,其中 ADF 检验允许的最大滞后阶数为 6 ,单位

根检验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 ,在 5 %的显著性水

平下回归方程 (1)的残差是平稳的。

表 2 　残差序列ε平稳性的检验结果

ADF 检验 PP 检验

统计量 5 %临界值 统计量 5 %临界值

- 214719 3 3 - 1194814 - 21 4606 3 3 - 1194798

　　注 :“3 3 ”表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检验。

利用 Johansen 迹统计量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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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首先根据 A IC 和 SC 信息准则来确定 VA R 的

最优滞后阶数为 4 ,然后在 VA R (4) 模型的基础上

进行协整分析。基于 Johansen 迹统计量检验法的

协整检验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 ,在 5 %的显著水

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 ,即变量之间存在

唯一的协整关系。

表 3 　基于 Johansen 迹统计量检验法的协整检验结果

零假设 H0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 %临界值 P 值

无协整 3 3 0126563 2115824 201 2618 010327

一个协整 0117567 8130678 91 16455 010726

　　注 :“3 3 ”表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

综合表 2 和表 3 的结果 ,可以看出 ,在建模样本

区间即 1953 —2000 年内 ,我国年度能源消费与

GDP 之间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长期的协整关

系。

113 　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协整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能源消费和 GDP

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但是还无法得知两者之间的

短期动态关系 ,而误差修正模型恰好可以解决此问

题。根据 Granger 表示定理 ,两个具有协整关系的

变量 y t 和 x t 可以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出具有如下

形式的误差修正模型[16 ] :

Δy t =α+ ∑
k

i =1

βiΔy t- i + ∑
k

i =0

γiΔx t- i +λet- 1 +εt 。(2)

式 (2)中 , et 是 y t 和 x t 进行回归得到的残差 ,称

为误差修正项 ,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其

系数λ表示各因变量在本期对前一时期因外界冲击

所导致的偏离其长期均衡水平的调整力度。εt 是稳

定的白噪声序列。

由 112 节内容可知 ,在建模样本期内我国年度

能源消费和 GDP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可在式

(1)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并据此研究

两者的短期动态关系并对未来能源需求进行预测。

基于式 (2) ,我们首先选定 3 阶滞后变量及误差

修正项 ,并根据从一般到特殊的检验准则 ,逐步删除

不显著的变量 ,最后得到如式 (3)所示的误差修正模

型 :

△lnet = - 011074 EC t - 1 + 114289 △ln gt -

　　　　　(010369) 　　 (011721) 　　

113802 △ln gt- 1 + 015705 △ln gt- 2 - 01448 △ln gt- 3 +

　 (012699) 　 (012140) 　　(011539) 　　

017598 △lnet - 1 。 (3)

　(011077)

R2 = 017294 ; 调整 R2 = 016938 ; A I C =

- 211822 ; S I C = - 119389 ; D1 W1 = 119326。

其中 , 误 差 修 正 项 为 : EC t- 1 = lnet- 1 -

0156925ln gt - 1 - 517698。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

值 ,符合反向修正原则 ,表明短期非均衡状态逐渐向

长期均衡状态趋近。而递归残差累积和检验 ( CU2
SUM) 和递归残差累积平方和检验 ( CU SUM of

Square)统计量都落在两倍标准差范围内 (见图 2 和

图 3) ,这表明误差修正模型的系数是稳定的。

图 2 　递归残差累积和检验示意图

图 3 　递归残差累积平方和检验示意图

2 　考虑结构突变的能源需求模型

211 　结构突变点的确定

前文虽然考察了建模样本期内我国年度能源消

费与 GDP 的协整关系 ,并进一步建立了它们之间的

短期误差修正模型 ,但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冲击对年

度能源消费与 GDP 之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而事

实上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 ,能源政策、经济体制变迁

等均有可能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 ,进而导致能源消

费结构突变 ,并进而影响能源消费与 GDP 两者之间

的关系[ 15 ] 。因此 ,我们在进行协整分析时 ,有必要

考虑结构突变因素 ,如此方有可能更为准确地把握

我国能源消费与 GDP 之间的关系。为此 ,首先需要

确定外部环境的冲击、变化所导致的结构突变点。

对于突变时机 ,可以根据历史事件发生时间事

先设定。然而 ,由于经济活动普遍具有滞后效应 ,故

以此确定结构突变点并不一定准确。为了避免先验

设定的突变点的主观性 ,本文将采用内生结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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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搜索能源消费和 GDP 两者关系发生结构

突变的时机。同时 ,由于本文仅考虑了能源消费与

GDP 之间的关系 ,所以将在两者的协整关系式 (1)

的基础上检测突变点 ,具体而言 ,即对式 (1) 所产生

的残差序列 (εt = lnet - 0156925ln gt- 1 - 517698) 分

别进行递归检验和滚动检验[ 17 ] ,残差序列εt 的趋势

如图 4 所示。

图 4 　残差序列εt 的趋势图

所谓“递归检验”,是指首先选择第一个子样本

(通常取原样本容量的 0125 倍) ,然后逐年扩大子样

本范围 ,对每一子样本进行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

ADF 检验 ,检验模型为 :

Δy t =ρy t- 1 +μ+αt + ∑
k

i = 1

βiΔy t - i +εt 。 (4)

然后 ,再根据 ADF 值组成的时间序列图判断

是否存在某个 ADF 值小于递归检验临界值 ,若有

某个 ADF 值小于临界值 ,则说明原序列在此处发

生了结构突变。

而“滚动检验”则保持子样本的大小不变 (通常

为原样本容量的 1/ 3) ,然后对每一子样本进行含有

截距项和趋势项的 ADF 检验 ,再将 ADF 值与滚动

检验临界值相比较 ,从而确定结构突变点。

图 5 和图 6 分别是基于递归检验和基于滚动检

验的时间序列图。其中 ,递归检验没有出现低于

10 %显著水平的递归检验临界值的统计量 ;而滚动

检验的结果表明 ,1961 年和 1975 年的 ADF 统计量

低于 10 %显著水平下的滚动检验临界值 ,且 1975

年的 ADF 统计量最小。由此 ,我们可以认定 ,1961

年和 1975 年我国年度能源消费和 GDP 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 ,观察图 1 不难发现 ,在 1953 —1960 年

我国能源消费保持了较快的增速 ,远远超过了同时

期 GDP 的增速 ,特别是 1958 —1960 年期间的年平

均增速达 4812 %。这是由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

初期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 ,借鉴了前苏联模式而大

力发展高耗能重工业 ,并于 1958 —1960 年为了实现

图 5 　递归检验示意图

图 6 　滚动检验示意图

“赶英超美”而开展大跃进等运动。自 1973 年以来 ,

中央逐步调整了原来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 ,开始强

调经济效益 ;1975 年 ,邓小平主持了被誉为“中国改

革先声”的整顿工作 ,随后 ,1976 年“四人帮”被粉

碎 ,中央开始进行“拨乱反正”,并于 1978 年正式实

施了改革开放政策。自此 ,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

有序状态 ,能源经济效率得以提升 ,我国能源消费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亦出现了新的变化。综上所

述 ,我们将 1961 年和 1975 年作为我国能源消费和

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发生突变的时间点。

212 　虑及结构突变的协整检验

根据上述 2 个突变点 ,可以将时间序列划分为

3 个阶段 : 1953 —1960 年 ; 1961 —1974 年 ; 1975 —

2000 年。据此 ,我们引入如下虚拟变量 :

d1 =
0 ,其他

1 , (1961 - 1974 年)
,

d2 =
0 ,其他

1 , (1975 - 2000 年)
。

若回归方程发生了结构变化 ,变化原因可能来

自截距 ,也可能来自斜率 ,或两种可能性兼有。由于

事先无法确定结构突变形式 ,故我们设定如下形式

模型 :

lne =α+βd1 +γd2 +δln g - ηd1 ln g - θd2 ln g。

(5)

然后 ,通过 t 检验确定各系数是否显著 ,并据此

考察结构突变究竟是截距还是斜率所导致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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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二乘法 ,可以得到模型的检验结果 :

lne = - 101 2999 + 1214438 d1 + 1817748 d2 +

　　　　(111987) 　(113999) 　 (112101)

218076ln g - 11 7541 d1ln g - 215073 d2ln g。 (6)

　(011714) 　 (011965) 　(011722)

R2 = 019887 ; 调整 R2 = 019873 ; A I C =

- 115794 ; S I C = - 113455 ; D1 W1 = 015358。

上述系数均在 1 %水平下显著 ,与式 (1) 比较 ,

根据 R2 、A I C 和 S I C 等统计量进行综合判断 ,不难

发现 ,引入结构突变点将大大提高能源需求模型的

拟合水平。下面 ,本文对式 (6)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

根检验 ,采用不包含趋势项和截距项的检验形式 ,其

中 ADF 检验允许的最大滞后阶数为 6 ,检验结果见

表 4。
表 4 　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ADF 检验 PP 检验

统计量 1 %临界值 统计量 1 %临界值

- 41 45619 3 - 2161620 - 31 0295 3 - 2161509

　　注 :“3 ”表示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单位根检验。

表 1 所示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 ,残差序列在

1 %显著水平下平稳 ,由此进一步表明了我国能源消

费与 GDP 之间存在着结构突变的协整关系 ,或者

说 ,引入结构突变点以后更能准确地反映我国能源

需求与 GDP 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 1953 —1960

年期间 ,我国年度能源消费的 GDP 弹性系数为

218076 ;随着“大跃进”路线的纠正、产业政策的调整

以及大庆油田的开发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有所改善 ,

在 1961 —1974 年期间 ,我国能源消费的 GDP 弹性

系数有所下降 ,为 110535 (218076 - 117541) ;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 ,我国能源经济效率得到了进

一步改善 ,能源消费的 GDP 弹性系数进一步降低 ,

在 1976 —2000 年期 间 降 至 013003 ( 218076 -

215073) 。

213 　虑及结构突变的误差修正模型

由 212 节可知 ,在建模样本期内 ,由于我国年度

能源消费与 GDP 之间存在着结构突变的协整关系 ,

由此可以进一步建立结构突变情形下的误差修正模

型 ,以期更好地考察两者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类

似地 ,我们在式 (6)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如下误差修正

模型 :

△lnet = - 013906 ECt- 1 + 113881 △lngt - 113141△lngt- 1

　　(011195) 　 　(011683) 　　 (012641)

+ 015272 △ln gt- 2 - 013990 △ln gt- 3 + 016451 △lnet- 1 。

　(012091) 　 　 (011514) 　 　 (011089) (7)

R2 = 017417 ; 调整 R2 = 017077 ; A I C =

- 212289 ; S I C = - 119856 ; D1 W1 = 118038。

其中 ,误差修正项为 : EC t- 1 = lnet- 1 + 1012999

- 1214438 d1 t- 1 - 1817748 d2 t- 1 - 218076ln gt - 1 +

117541 d1 t- 1 ln g t- 1 + 215073 d2 t- 1 ln gt- 1 。误差修正项

的系数为负值 ,亦符合反向修正原则。与式 (3) 相

比 ,不难发现 ,引入结构突变点的误差修正模型 ,其

统计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而递归残差累积和检

验 (CU SUM)和递归残差累积平方和检验 (CU SUM

of Square)统计量都落在两倍标准差范围内 (见图 7

和图 8) ,这表明了基于结构突变的误差修正模型的

系数是稳定的。

图 7 　递归残差累积和检验示意图

图 8 　递归残差累积平方和检验示意图

3 　模型评价

在本节 ,我们将对虑及结构突变的误差修正模

型式 (7) 、没有考虑结构突变的误差修正模型式 (3) 、

以及 212 节所提及的 VAR (4)模型的拟合能力和预

测能力进行对比分析 ,以此考察我们所提模型即式

(7)的有效性。除了直接比较外 ,我们还引入如下评

价指标 :

①平均绝对误差 : MA E =
1
N ∑

N

h = 1

y h - ŷ h 。

②平均相对误差 : M P E =
1
N ∑

N

h = 1

y h - ŷ h

y k
。

③均方根误差 : RM S E =
1
N ∑

N

h = 1

( ŷ t - y t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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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Theil 不 等 系 数 : U =

1
N ∑

N

h = 1

( ŷ t - y t )
2 ( 1

N ∑
N

h = 1
ŷ t

2 +
1
N ∑

N

h = 1
y t

2 ) 。

其中 , y k 为我国年度能源消费量的实际值 , ŷ k

为 y k 的预测值 ,N 为时间序列的长度。其中 , MA E

和 RM S E 这 2 个统计量受因变量量纲影响 ,可以用

它们来比较不同模型的预测效果 ,其值越小 ,表明相

应模型的预测效果越好。其余两个统计量是与因变

量量纲无关的相对指标 , Theil 不等系数的值通常介

于 0～1 之间 ,当其值为 0 时 ,表示拟合程度达至

100 %。

表 5 显示了各模型在样本内的拟合效果指标

值。结果表明 ,对于样本期内 ,虑及结构突变的误差

修正模型即式 (9) 较之不考虑结构突变的模型即式

(7)和 VAR (4)模型有着更强的拟合能力。

表 5 　3 个模型的样本内拟合评价结果

评价指标
方法

模型 (7) 模型 (3) VAR (4)模型

MA E 01 04968 01 05116 0106177

M P E 01 46564 01 47842 0159814

RM S E 01 06927 01 07091 0109412

U 01 00320 01 00327 0100434

　　表 6 列出了上述三模型对 2001 —2006 年年度

能源消费的预测值及预测效果评价指标值。为了更

全面地进行比较分析 ,我们同时考虑静态预测和滚

动预测两种情形。可以发现 ,无论是静态预测还是

滚动预测 ,考虑结构突变的误差修正模型 (7)的预测

精度相对于其他 2 个模型有较大程度的提高。由此

可知 ,本文所提出的虑及结构突变的能源需求预测

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能力 ,是有效的。

表 6 　3 个模型的样本外预测评价结果

年份 实际值
静态预测值 滚动预测值

模型 (7) 模型 (3) 模型 VAR (4) 模型 (7) 模型 (3) 模型 VAR(4)

2001 111872 111909 111 925 121007 111 909 111 925 121007

2002 111930 111955 111 976 121001 121 001 121 064 121177

2003 121072 121049 121 085 121055 121 114 121 266 121369

2004 121222 121222 121 300 121229 121 228 121 518 121426

2005 121316 121267 121 377 121379 121 248 121 719 121424

2006 121414 121343 121 468 121376 121 254 121 908 121333

总体评价

M A E 0103406 01 05069 0105501 01 06372 0126220 01 17834

M P E 0127972 01 41687 0145669 01 52180 2113988 11 47499

R M S E 0104072 01 05446 0106933 01 07991 0130328 01 19421

U 0100168 01 00224 0100285 01 00329 0101236 01 00795

4 　结论

产业政策调整、制度变革等因素均有可能导致

能源消费数据结构发生变化 ,并进而引起能源需求

和经济增长之间原有协整关系发生变化。因此 ,为

了更加准确地把握我国能源消费与 GDP 之间的关

系 ,在建立我国能源需求模型时 ,有必要考虑由外部

冲击所导致的结构突变的可能性。本文利用我国

1953 —2000 年能源消费和 GDP 时间序列数据 ,分

别在不考虑结构突变和考虑结构突变两种情形下考

察了能源需求和 GDP 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并在此

基础上 ,进一步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 ,分析了能源需

求和 GDP 的短期动态关系。研究表明 ,与不考虑结

构突变的模型相比 ,考虑结构突变的模型更能准确

地反映建模样本期间我国能源需求和 GDP 之间的

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动态关系 ,亦提高了对于建

模样本期外的预测能力。需要指出的是 ,在建立能

源需求模型时 ,本文仅考虑了 GDP 这惟一的因素。

而实际上 ,产业结构、能源价格和能源使用效率等也

是影响能源需求的重要因素。因此 ,如何在虑及结

构突变的基础上纳入这些因素 ,以更深入地研究我

国能源需求行为、建立预测精度更高的能源需求模

型 ,是我们下一步所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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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nergy Demand Model Considering Structural Break in China

Tan Zhongf u ,Xie Pinjie , Hou J ianchao
( Institute of Elect ricity Economics ,Nort h China Elect 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 Considering t 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impact s on t 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 h and energy demand ,and based on t he data

during 195322000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occasion in which t he st ructural break of t 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 h and energy demand in

China will be lead to1 And it studies t he relation of long2term equilibrium and short2term dynamic between energy demand and GDP in China

wit h t he co2integration t heory and t he error correction mode on t his basis ,and establishes t he energy demand model1 Compared wit h t he model

wit h not considering st ructural break ,t he proposed model can reflect more accurately t he relation between energy demand and GDP in t he model2
ing sample period ,and has t he greater ability in prediction1

Key words : energy demand ; st ructural break ; co2integration test ; error correction model

86

技术经济 　　　　　　　　　　　　　　　　　　　　　　　　　　　　　　　　　　　　　　第 27 卷 　第 1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