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 卷 　第 12 期
2008 年 　　12 月

　　　　　　　　　　　
技 　术 　经 　济

Technology Economics
　　　　　　　　　　　

Vol127 , No112
Dec. , 2008

山西省经济增长与煤炭生产量、
消费量的相关性分析

王保忠1 ,黄解宇2 ,王保庆1

(1. 运城学院 　经济管理系 ,山西 运城 044000 ;2. 山西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太原 030006)

摘 　要 :利用 1978 —2004 年的相关数据 ,对山西煤炭年产量、年消费量与山西经济增长进行相关性分析 ,认

为山西省的煤炭生产量与 GDP 增长不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而山西的煤炭消费量与 GDP 增长有着很好的同

步关系 ,煤炭消费量的变化最终影响了山西的经济增长。该结论解释了山西煤炭的“资源诅咒”现象。山

西资源经济要健康地可持续发展 ,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现实选择即是在科学的煤炭价格机制下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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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 ,而山西

是我国最大的产煤、输煤大省 ,因此山西煤炭资源在

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 ,

山西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一种与其资源禀赋极不相

称的落后状态[ 1 ] 。资料显示 ,从 1978 年到 1998 年

的 21 年中 ,山西的 GDP 由全国第 16 位一路下滑到

第 26 位 ,平均两年落后一位[2 ] 。近几年来 ,山西的

各项经济指标因煤炭价格上涨而保持持续增长 ,但

山西的整体经济水平仍然十分低下 ,经济发展的质

量令人担忧。丰富的煤炭资源使山西的产业结构形

成了“一煤独大”的不合理产业格局。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2007 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 ,资

源价格偏低是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重要诱因。该报

告称 ,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短期内可能会增大通胀压

力 ,但从长期看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优

化经济结构。对于作为富煤省份的山西省而言 ,煤

炭价格改革对于提升山西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经济学中的“资源诅咒”理论 ,那些拥有丰

富自然资源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对自然资源过度依

附 ,其政治与经济体制容易失去变革、创新的动力 ,

被锁定在某种不自由、不发达的状态[3 ] 。因此 ,在当

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背景下 ,深入研究山

西经济增长与煤炭能源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建

议措施 ,其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

1 　文献综述

如上所述 ,煤炭资源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然而煤炭资源富集的省

份特别是山西省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个特征

性事实 :丰富的煤炭资源并没有使山西经济实现腾

飞 ,相反全省经济却陷入了“资源诅咒”的漩涡。如

何摆脱困境、发展循环经济成为了山西这样的富煤

省份的重要问题。然而 ,既有文献对循环经济和煤

炭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并没有同时给出解释。

例如 ,叶柏青和陈立新、牛桂敏、赵明霞、梁嘉

骅、仝岩林、李金锋、尹力军等[428 ] 的研究指出 ,循环

经济是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而在实

际操作层面仍面临着诸多阻碍。这些阻碍大致可概

括为三个方面 :观念认识方面 ;制度方面 ;技术方面。

鉴于本文研究的目的 ,我们只考虑制度方面的阻碍。

在制度方面 ,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 ,即成本阻碍和价

格阻碍。自然资源的使用价格没有反映其生态成

本 ,造成成本外部化 ;环境容量属公共财产 ,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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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有公开获取性 ,使用结果具有排它性 ;而由于监

管不严 ,企业和公众使用它的收益大于其分担的成

本 ,具有显著的外部性 :这使得循环型生产成本高于

传统生产 ,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成本障碍。初次资

源价格和生产支付的环境成本过低 ;国际分工中存

在明显的对原材料和能源提供国的价格不利因素 ;

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收集、整理、运输成本高 ,再生

技术滞后 ,使再利用原料成本高 :以上各因素构成了

推进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从我国宏观经济出发 ,考虑

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一般模式 ,而有针对性地对一个

资源富集的地区或省份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不能解

释山西经济发展的独特轨迹。

此外 ,潘伟尔、濮洪九、巩学刚、陈艳和田立新、

刘斌和房伟、李丽和李中、刘新民和段治平等[9215 ] 的

研究普遍认为 ,煤炭资源价格机制改革的核心是市

场化。在煤炭价格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矛

盾 ,比如电力垄断、政策缺陷、运输瓶颈、能源体制不

顺及重电轻煤的思维等。如何使煤炭资源价格机制

改革顺利进行 ,其政策设计的基石是什么 ,在煤炭资

源价格机制改革过程中如何统筹兼顾富煤省份的经

济发展利益 ,这些问题在相关文献中被论述得并不

充分。

富煤省份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是经济性 ,而要体现经济性必然要求资源价格的合

理化 ———一个市场化的煤炭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是富

煤省份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前提。而本文的相关性

论证也正是建立在这一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的。

2 　山西省煤炭生产量、消费量及煤炭
价格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211 　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 ,

本文选择了如下三组数据 :山西省实际国内生产总

值 Y t (取 1952 年为基期 ,所用的年生产总值全部经

生产总值指数调整 ,进而得到年实际生产总值 ,并且

经济增长指标由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 、山西省

煤炭年生产量 X1 t 、山西省煤炭年消费量 X2 t 。本文

研究数据采用 1978 —2004 年的相关数据 ,所有的原

始数据来自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6 ] ,

相关的处理结果是由统计软件 Eviews 510 运行得

到的。

212 　回归模型与结果分析

21211 　经济增长与煤炭年产量的回归分析

煤炭经济在山西省经济增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山西煤炭的生产量、消费量与地区经济总量

的相关关系将是本文定性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础。

首先分析山西省经济增长与煤炭产量的相关关

系。1978 —2004 年山西省生产总值和煤炭年产量

的走势见图 1。

图 1 　1978 —2004 年山西省年生产总值与煤炭

年产量的相关走势图

运用 Eviews510 统计软件 ,对山西省实际生产

总值 Y t 与山西煤炭年产量 X 1 t 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

如下 :

Y t = - 14119623 + 118658 × X1 t 。

t 值 　( - 216209) 　 (812506)

p 值 　(010147) 　　(010000 3 )

R2 = 017206。从回归模型可知 ,山西省生产总

值与煤炭年产量的相关系数为 017206 ,说明二者之

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关

系 ,下面给出二者的增长率走势图 ,见图 2。

图 2 　1978 —2004 年山西省经济增长率与煤炭年产量

增长率的走势图

由图 1 可知 ,山西年生产总值与煤炭年产量有

着较强的相关性 ,然而从图 2 中二者增长率来看 ,二

者的增长不具有同步性 ,如 1987 —1990 年、1993 —

1997 年期间煤炭年产量的增长并不明显 ,而此期间

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则起伏较大。2000 —2004 年 ,二

者的增长率显示出明显的同步性 ,其主要原因是因

为从 2000 年开始煤炭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入深化阶

段 ,直到 2002 年国家完全放开煤价 ,使得山西经济

在恢复性增长阶段与煤炭产量增长具有了一定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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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性。1978 —2004 年的 20 多年来 ,煤炭工业对山

西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 35 %左右 ,该省煤炭工业总

产值占其工农业总产值的 70 %以上[17 ] 。然而通过

对图 2 分析却并不能得出如下结论 :煤炭产量增长

越快 ,经济增长也越快。究其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

面 :一是山西省是全国最大的产煤和输煤大省 ,从建

国到现在 ,其煤炭年产量的增长是十分明显的 ,但绝

大部分是作为原煤输出到了全国各地 ,在本省作为

能源来消费部分的比例不高 ,对原煤的深加工不足 ;

二是煤炭价格长期畸形偏低 ,导致了双向价值流

失[18 ] 。据对原中央财政煤炭企业的统计数据[13 ] ,从

1997 年到 2004 年 6 月 , 煤炭企业销售成本从

111128 元/ 吨至 149101 元/ / 吨变化不等 ,而此期间

电煤销售单价在 120193 元/ 吨到 152105 元/ 吨之

间。7 年间 ,销售 1 吨电煤的平均销售毛利只有 6

元/ 吨 ,其中 1998 年还是亏本销售 ,每销售 1 吨电煤

亏损 6 元。如果将销售成本之外的其他经营成本、

财务费用、检斤验质、运输损害等因素考虑进来 ,销

售电煤总体是亏本的 ,电煤价格未反映其价值。显

然 ,在这种既不反映市场也不能弥补成本的煤炭资

源价格机制下 ,像山西这样的富煤省份 ,其煤炭产量

的增长带给山西经济的除了“资源诅咒”没有别的。

21212 　煤炭年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山西煤炭年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见图 3、

图 4。

图 3 　1978 —2004 年山西省年生产总值与煤炭

年消费量的相关走势图

对 1978 —2004 年山西省煤炭年消费量与山西

省年实际生产总值 (本文数据取 1952 年为基期 ,所

用的生产总值全部经生产总值指数调整 ,进而得到

年实际生产总值)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并且用 Y t

代表山西省年实际生产总值 (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

用 X2 t 代表山西省煤炭年消费量 (单位为百万吨) 。

利用 Eviews510 计量软件对二者进行回归分

图 4 　1978 —2004 年山西省经济增长率与煤炭

年消费增长率的相关走势图

析 ,得到如下结果 :

ln Y t = - 310759 + 211471ln X2 t 。

t 值 　 ( - 615046 ) 　 (1719149)

p 值 　 ( 01000 3 ) 　　(01000 3 )

其中 : R2 = 019248 ; D. W . = 016239。回归结

果表明 ,模型基本上对数据进行了很好的拟合 ,变量

的相关性很强 ,p 值都很小 ,几乎为 0 ,说明 ln X2 t 以

及常数项的系数都显著不为 0 , 但是 D. W . 值为

016239 ,说明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存在着自相关。由

于序列相关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使得几乎

一切假设检验都失去效用 ,所以必须采取一定的补

救措施。

首先估计 AR (2)模型 ,得到相应的表达式 :

ln Y t = - 217822 + 21067598072 ln X2 t +

0192484 AR (1) - 012972 A R (2) 。

t 值 　( - 217886 ) 　 (813220) 　

　(413200) 　 　 ( - 1156)

p 值 　( 010110) 　　 (01000 3 ) 　

　(010003) 　 　 (011321)

R2 = 019633。可以看出 ,A R (2) 的系数没有显

著性 ,从估计命令中剔除 AR (2) 项继续估计 ,得如

下表达式 :

lnYt = - 312336 + 211723 ln X2t + 016060 AR(1) 。

t 值 　( - 316126 ) 　 (917780) 　 (410887)

p 值 　( 010015) 　　(01000 3 ) 　 (010005)

D. W . = 116 ; R2 = 019612。

可以看出 ,上述模型基本消除了自相关的影响 ,

调整后的模型总体相关系数为 019612 ,基本上很好

地拟合了数据 ,煤炭年消费量每增长 1 % ,山西省的

年实际生产总值大约增长 2117 %。

如果两组数据不是同阶单整的 ,那么可能导致

出现伪回归。进一步对山西省年实际生产总值和煤

炭年消费量两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发

现二者都是二阶单整的 ,这样就排除了模型存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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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的可能。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即对上述模型

的残差 e 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表明 ,残差 e～ I (0)

是平稳序列 ,这说明山西省年实际生产总值与煤炭

年消费总量在长期内确实存在着比较平稳的关系。

进一步对上述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检验

结果见表 1。
表 1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Null Hypot hesis : K = 2 K = 3 结论

H0 : X2 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Y t

F = 61 668

(p = 01 029)

F = 31528

(p = 01 0348)
接受 H0

H0 : Y 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X2 t

F = 01 431

(p = 01 656)

F = 01485

(p = 01697)
拒绝 H0

　　表 1 中 , K 为滞后期 ,F 为 F2statistic , p 表示在

5 %的显著水平下的概率值。可以从表 1 所示的检

验结果中得出如下结论 :在滞后两期或三期的情况

下 ,煤炭年消费量的变化均是山西省年生产总值变

化的原因。

由图 3、图 4 可知 ,山西煤炭年消费量与其年生

产总值 ( GDP) 之间呈现出良好的同步增长关系。

煤炭年消费增长率与年生产总值 ( GDP) 增长率变

化同步 ,1981 年、1989 年、1995 年、1999 年、2004 年

几次较大的煤炭年消费增长率转折点均是其年生产

总值 ( GDP)增长率变化的转折点 ,煤炭年消费量每

增长 1 % , 山西省的年实际生产总值大约增长

2117 %。

从 1953 —2004 年煤炭消费增长率与生产总值

( GDP)增长率变化的总体趋势看 ,1978 年是关键性

的转折点 :1978 年以前的 25 年 ,山西省煤炭消费平

均增长率为 10157 % ,同期该省生产总值 ( GDP) 的

平均增长率为 6145 %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为 21199 ;

1978 —2002 年的 24 年间 ,山西省煤炭消费平均增

长率为 3185 % ,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的平均增

长率为 15131 % ,煤炭消费弹性系数为 210403。可

见 ,后 24 年煤炭消费平均增长率下降了 6172 % ,国

内生产总值 ( GDP)增长率上升了 8186 % ,煤炭消费

弹性系数下降了 117 %。上述数据分析表明 ,随着

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山西省

产业结构的调整 ,山西省的煤炭利用效率在逐步提

高 ,较少的能源投入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对煤炭资源进行深加工利用 ,改变传统的粗放式增

长方式 ,树立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观念 ,大力提倡发展

循环经济模式 ,将是资源富集省份经济可持续增长

的长久选择。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山西省

经济增长与煤炭生产量、消费量之间的相关性。研

究表明 ,山西煤炭年生产量与 GDP 增长不具有长期

的均衡关系 ,而山西煤炭年消费量与 GDP 增长有着

很好的同步关系 ,煤炭年消费量的变化最终影响了

经济的增长。该结论解释了山西煤炭“资源诅咒”的

现象。山西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即

是在科学的煤炭价格机制条件下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

从山西省的角度来看 ,近几年来煤炭资源价格

的上涨给山西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如何使

机遇变为现实 ,特别是使山西的人均 GDP 产生质和

量的双重变革 ,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

将是必由之路。使循环经济从理论层面尽快转变为

实际可操作层面 ,就必须克服发展循环经济的各种

阻碍[19 ] ,其中 ,建立科学的煤炭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是提高山西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环节。

现阶段 ,完善煤炭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仍需关注以下

方面的问题 :

1)从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去认识煤炭资源价

格机制的改革。资源价格的变动涉及生产、流通、消

费各个方面 ,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必须统筹兼

顾 ,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在当前通

胀压力下 ,妥善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对

煤炭资源价格改革必将是一个重要考验。尤其是对

于山西这样的富煤省份 ,能否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完善煤炭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将是一个关键

环节。

2)从勘探环节看 ,煤炭价格必须要反映煤炭的

资源成本 ,树立资源具有绝对价值的观念。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 ,国家实行“资源无价、矿产品低价、加工

产品高价”的政策 ,把经济效益人为地挤到了下游产

业[20 ] ,如山西这样的富煤资源省份所蒙受的巨额的

经济价值双向流失也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另

一方面 ,长期的“舍煤保电”的思想[9 ] 使煤炭价格特

别是电煤价格根本无法反映其资源成本 ,长期畸形

偏低。借鉴美国煤炭价格形成机制的做法 ,煤炭资

源的最终价格应反映资源从勘探、生产、销售全部环

节的成本。

3)从生产环节看 ,煤炭价格必须要反映其完全

成本 ,使煤炭成本真正成为煤炭资源价格形成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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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反映成本与市场供求关系 ,实现真正的煤炭资源

价格市场化机制。我国现行煤炭价格机制的形成基

础是严格的成本核算控制 ,而现行成本核算的基本

框架是 1991 年由原能源部制定的 ,一直以来没有做

过大的调整 ,由此形成了成本核算项目系数的绝对

化 ,特别是矿井安全、资源勘探、环境治理及改革发

展等成本费用没有或很少列入成本框架 ,成本缺失

相当严重 ,这样就造成吨煤核算成本低于实际成本 ,

煤炭价格无法准确反映成本的现实情况。煤炭成本

核算应是全成本核算 ,至少应包括两大方面 :一是生

产成本 ;二是外部成本 ,主要包括勘探成本、安全成

本、环境成本、改革发展成本、城市转型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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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Economic Growth an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Coal in Shanxi

Wang Baozhong1 , Huang J ieyu 2 ,Wang Baoqing1

(1. Depart 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Yuncheng University , Yuncheng Shanxi 044000 ,China ;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Science & Engineering ,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Taiyuan 030006 ,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zes t he correlation between t h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of coal and growt h using t he relevant data f rom 1978 to

2004 in Shanxi province. It point s out t hat : t here doesn’t exist t he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t he production of coal and t he economic

growt h in Shanxi in t he long2term ;however ,t he obvious correlation between t he consumption of coal and t he economic growt h in Shanxi exist s.

Finally ,it put s forward t hat it is a realistic choice to develop t he resource economy healt hily and continuously in Shanxi t hat const ructing t he sci2
entific coal price forming mechanism and developing t he cycle economy.

Key words : coal resource ; price mechanism ; economic growt h ; cycl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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