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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ompertz 模型的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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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我国 31 个省 (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 Gompertz 模型对我国各省 (市) 民用汽车保有量和拐

点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 : Gompertz 模型能很好地拟合我国各省市的民用汽车发展趋势 ;北京、浙江、内蒙

古的民用汽车保有量的人均收入弹性已接近最大 ,其他各省的收入弹性仍然在不断地增长 ;理想估计下 ,

大部分省市的汽车保有量将在 2015 —2020 年之间达到拐点 ;2015 年全国的民用汽车保有量将会突破 1128

亿辆 ,2020 年将达到 2119 亿辆。

关键词 :面板数据 ;民用汽车保有量 ; Gompertz 模型

中图分类号 : F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10) 01 - 0057 - 06

收稿日期 :2009 - 11 - 14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2008)

作者简介 :古继宝 (1968 —) ,男 ,安徽繁昌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副教授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研究方
向 :企业管理 ;亓芳芳 (1983 —) ,女 ,山东莱芜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 ,研究方向 :计量经济
学 ;吴剑琳 (1975 —) ,女 ,安徽滁州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师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研究方向 :计量经济学。

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民用汽车保有量越来

越高 ,特别是加入 W TO 以后更是进入了快速上升

发展的阶段。1985 年我国的民用汽车保有量只有

不足 300 万辆 ,而到 2007 年底 ,已达到 4358 万辆 ,

增长了近 15 倍。汽车产业已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 ,

同时中国也被认为是汽车消费需求发展最有潜力的

国家之一。然而 ,随着汽车保有量增加 ,其社会成本

也日益增大 ,如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和能源浪费等已

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头等问题。因此 ,预测我国

民用汽车的未来发展趋势 ,对于政府合理安排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做好空气污染治理和能源规划等

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根据国际经验表明 ,人均收入水平和汽车保有

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汽车保有率的

增长不会一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作为一

种耐用品 ,汽车其保有率变化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 :

加速增长时期、减速增长时期、饱和及回落时期。如

图 1 所示的我国各省市的民用汽车发展趋势可以看

出 ,目前大部分省份的民用汽车保有率正随着人均

收入的增长而呈现快增长的趋势 ,但各省市的增长

趋势并不相同。本文分省市针对这种快速增长趋势

的持续时间和未来汽车保有量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2 　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汽车保有率的预测方法主要有集合模

图 1 　各省民用汽车保有率发展趋势

型和非集合模型两类 ,其中集合模型又包括有饱和

水平限制和没有饱和水平限制两种方法[1 ] 。集合模

型通常为计量经济模型 ,多用于宏观政策分析或远

期预测 ;非集合模型多用于微观政策分析或短期预

测 ,并且由于它对数据的要求比较高 ,因此制约了它

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

对于无饱和水平限制的模型 ,最常用到的是对

数线性模型。对数线性模型将保有率的对数看成是

诸如人口、人均 GDP 等一些潜在决定因子对数的线

性方程 ,因为它简单实用而被广泛应用。如 :But2
ton[2 ]等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机动车保有率进行研究

的时候就用到了对数模型 ;L ngram[3 ] 等利用对数线

性模型分别对国家级和城市级的机动车保有率进行

了预测。对数模型最大的缺点是弹性系数都是固定

不变的 ,而不是随着需求曲线的位置而变化。

常用的有饱和水平限制的模型主要有类对数模

型[4 ] (quasi2logistic model)和 Gompertz 模型。Bu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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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Ngoe 和 Hine 使用类对数模型对低收入国家的

汽车保有率和收入水平的分解数据做了回归分析 ,

他将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分为了五组 ,每个组设定了

一定饱和率来分别预测未来的保有率。Dargay[5 - 6 ]

和 Gately 采用 26 个国家 1960 —1992 年的横截面

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 Gompertz 模型 ,成功地预测

了直至 2015 年的汽车 (和机动车) 保有率变化发展

趋势。并且预测在以后的 20 年里 ,大多数的 O ECD

国家的汽车保有率将收敛于 0162 的餍足点水平上 ,

而一些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 ,

将以 210 的人均收入弹性加速增长。与对数模型相

比 , Gompertz 模型要更灵活一些 ,特别是在不同的

收入阶段它可以允许有不同的曲率存在 ,更重要的

一点是 ,在 Gompertz 模型中 ,收入弹性系数在不同

的收入点上是不同的 ,而对数模型则是固定不变的。

目前国内学者对民用汽车保有量的研究也有很

多 ,其中大都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进行国际类比和

预测 ,很少有以地区为对象进行预测研究的。如 :沈

中元[ 7 ]以对数正态分布曲线作为收入分布曲线构建

了中国汽车保有量的预测模型 ,并进行了敏感度分

析 ;王旖旎[8 ] 也用 Gompertz 模型进行了汽车保有

率的国际比较研究 ,并且对中国汽车需求进行了大

致的预测。这些研究都没有考虑各个地区间的汽车

保有量发展趋势的差别。事实上 ,国家之间有差别 ,

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别也是很大的 ,因此有必要对

各省市的汽车保有量发展趋势进行比较研究和预

测。

基于前述的研究成果 ,本文利用 Gompertz 模

型首次对我国 31 个省市的民用汽车保有率和人均

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与以前的研究

相比 ,本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 :采用各省的面板数据

进行研究 ,使得参数估计更灵活 ;首次利用城市化率

来分组研究我国各省的民用汽车保有率发展趋势 ,

并且在指数平滑法预测人均收入和人口的基础上进

行保有量的预测 ,使得最终的预测结果更准确。

3 　Gompertz 模型的建立

现实中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汽车保有率的增长 ,

其中 ,人均收入对汽车的保有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的人均收入是指人均国民收入 ,严格来说人均

收入不等于人均 GDP ,但是人均 GDP 的高低决定

了人均收入的高低 ,因此本文用人均 GDP 来代表人

均收入。

作为一种耐用品 ,汽车的保有率在人均收入水

平相对较低的时候呈现较低的增长率 ,但随着收入

水平的提高它会逐渐加速增长。而随着汽车保有率

的增长 ,增加购买单位汽车所带来的满足感逐渐减

弱 ,再加上耐用品的使用周期较长 ,因此人们对于汽

车的消费达到一定水平后会逐渐进入减速增长时

期 ,此时虽然保有率还在不断地增长 ,但是增长的速

度却在不断地变慢。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汽车保有

率会依次经历加速增长、减速增长和饱和三个阶段 ,

而其收入弹性会先增加至最高点然后逐渐回落直至

零点。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汽车消费的大体趋势

满足 Gompertz 模型曲线。因此我们选择 Gompertz

模型来预测我国各省未来的民用汽车保有量。

图 2 　汽车保有率的发展趋势

图 3 　汽车保有率的收入弹性变化

Gompertz 模型最早是由英国的人寿保险专家

B1 Gompertz 在 1820 年为预测人口增长而提出来

的 ,并由美国学者 R1 Prescot t 在 1922 年首次应用

于市场预测。这里以人均收入作为自变量来建立

Gompertz 方程 :

V ( X) = γe
αexp (βX) 。 (1)

式 (1)中 :V ( X) 为汽车保有率 ; X 为人均 GDP ;

α、β为负的待估计参数 ;γ为汽车保有率的饱和水

平 ,假设γ是已知参数。当 X = 0 时 ,V (0) =γe
α

;餍

足点上的汽车保有率为 LimY →∞V ( X) =γ;拐点上

的收入水平为 X = log ( - α) /β;长期收入弹性为 E

=αβX e
Βx ,最大长期收入弹性为 Emax = - αe - 1 ,此时

X = - 1/β。

由方程 (1)经过数学变换得到 :

log (logγ - logV ) = C +βX +ε。 (2)

其中 , C = Log ( - α) 是一个常量 ,ε为随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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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由于面板数据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变化 ,使

得参数估计更为可靠 ,并且它可以较好地确定和估

计一些由纯粹横截面或纯粹时间序列无法确定的经

济关系[9 - 11 ] ,因此我们利用 31 个省市的数据资料

建立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参数α和
β,模型为 :

Y it = log (logγ- logV it ) = Ci +βi X it +εit ( i =

1 ,2 , ⋯,31 ; t = 1 ,2 , ⋯, T) 。 (3)

随机误差项εit满足相互独立且零均值、等方差

的假设。

因为有一些共同的因素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

各省 (市)汽车保有量的发展 ,因此这里允许该面板

数据模型中存在横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 ,应采用

广义最小二乘法 ( GL S) 对模型 (3) 进行参数估计。

具体估计原理如下[12 - 13 ] :

方程 (3)中的 Ci 为常系数 ,因此可以改写为

Y it = δi �X it +εit ( i = 1 ,2 , ⋯,31 ; t = 1 ,2 , ⋯,

T) 。 (4)

其中 , �Χ = (1 , X it ) ,δi = ( Ci ,βi ) 。

方程 (4)的矩阵形式为 :

Y = �Xδ+ε。 (5)

首先对方程 (5) 采用最小二乘法得到随机误差

项的近似估计量 ,然后以此构造权重矩阵 W 的估计

量 ,即 :

Ŵ =

ε̂1
2 ⋯ ε̂1ε̂N

… …
ε̂Nε̂1 ⋯ ε̂N

2
N ×N

。

Ŵ为 N ×N 权重矩阵 ,并设 Ŵ = DD′。然后 ,用

D - 1 左乘式 (5)两边 ,得到一个新的方程 :

D - 1 Y = D - 1 Xδ+ D - 1ε。 (6)

该模型是具有同方差和无序列相关性的。

最后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方程 (6) ,得到参

数的估计量为 :

δ̂ = [ X′( D - 1 )′D - 1 X ] - 1 X′( D - 1 )′D - 1 Y

= ( X′̂W - 1 X) - 1 X′̂W - 1 Y。

4 　数据收集

根据建立的模型 ,由《中国统计年鉴》收集了 31

个省市自治区 1985 —2007 年的人均 GDP、民用汽

车保有量和年底总人口的数据。利用保有量与年底

总人口的比值可以得到每年的民用汽车保有率。为

了消除物价的影响 ,人均 GDP 使用当年的消费价格

指数 (1984 年为基期)进行调整。重庆、西藏和青海

由于人均 GDP 和居民消费指数的数据不全 ,因此最

终的人均 GDP 分别是以 1996 年、1989 年、1991 年

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的。

另外 ,还收集了城市化率作为分组标准。城市

化率是指市镇人口占总人口 (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

比率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综合

性标志。

5 　数据分析

511 　饱和水平的设定

关于汽车保有率的饱和水平γ的设定问题 ,目

前没有一种比较客观的估计技术来评估它。对于工

业化国家 ,国际上通用的汽车保有率的饱和水平为

0162 ,但是由于经济和地理条件 (如交通 ,城市化发

展等)以及各个国家的政策 (如空气污染的限制政

策)的限制 ,因此有很多国家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收入

水平 ,但是仍然达不到这个饱和率。Button 曾经将

低收入水平国家的饱和水平设定为 013～0145 的连

续区间 ,该范围相对来说较小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

高 ,一些国家的饱和水平将会超过该范围 ,如非洲和

亚洲的一些国家虽然超过了 O ECD 国家的收入水

平 ,但是在这个区间却没有相匹配的饱和水平。

基于国际研究结果的比较 ,城市化率是一个制

约汽车保有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城市化率水平越高 ,

其汽车的保有率也就会越高 ,如从 2007 年的统计数

据来看 ,90 %以上的汽车保有率高的国家 ,其城市化

率都在 60 %以上。因此本文将全国的 31 个省市按

照 2007 年的城市化率分为了三类 ———大于 50 %、

40 %～50 %之间、40 %以下 ,然后对三类省市分别进

行参数估计。根据 Tanner 的饱和水平估计技术 ,

本文将各省的汽车保有率饱和水平设定在 014～

017 的范围内。从模型估计的效果来看 ,如果饱和

水平γ统一设定为一个值时 ,拟合度较低 ,如γ=

0162 时 ,拟合度只有 0195。而如果分类设定时 ,在

0162、015、0142 的饱和水平下 ,拟合度分别能达到

0199、0196、0199。说明此时模型的估计效果较好。

Eviews 软件的估计结果见表 1。

512 　各省的拐点和人均收入弹性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到 ,系数 c、β的估计结果都是显

著的 ,说明各省的民用汽车保有率的发展都符合“s”

形曲线 ,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各省的民用汽

车保有率先经历加速增长的阶段 ,达到拐点后 ,开始

进入减速增长的阶段 ,最后达到饱和状态。从拐点

的估计结果来看 ,各省都还未达到拐点值 ,汽车保有

率都还处于加速增长的阶段。同样 ,人均收入弹性

值也符合先上升至最高点然后逐渐下降的假设 ,目

前我国大部分省市的汽车收入弹性仍然处于不断上

升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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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型的估计结果

分组

标准
省份 β c α

拐点的人均

GDP(万元)

拐点民用

汽车保有量

(万辆)

拐点的收入

弹性

最大收入

弹性

最大收入

弹性的人

均 GDP

2007 年

的收入

弹性

城市化率

大于

50 %

上 海 - 0161( 3 3 3 ) 1155( 3 3 3 ) - 4172 2151 531134 1155 1174 1162 1168

北 京 - 1114( 3 3 3 ) 1131( 3 3 3 ) - 3172 1115 393179 1131 1137 0187 1136

天 津 - 0166( 3 3 3 ) 1137( 3 3 3 ) - 3193 2107 284107 1137 1145 1151 1135

广 东 - 0199( 3 3 3 ) 1158( 3 3 3 ) - 4184 1160 2712126 1158 1178 1101 1171

辽 宁 - 0194( 3 3 3 ) 1155( 3 3 3 ) - 4169 1165 1018144 1155 1173 1107 1150

浙 江 - 1120( 3 3 3 ) 1175( 3 3 3 ) - 5175 1146 1250106 1175 2112 0183 2112

黑龙江 - 1111( 3 3 3 ) 1161( 3 3 3 ) - 4198 1145 899102 1161 1183 0190 1147

吉 林 - 1121( 3 3 3 ) 1160( 3 3 3 ) - 4197 1133 644162 1160 1183 0183 1160

江 苏 - 0195( 3 3 3 ) 1172( 3 3 3 ) - 5157 1181 1832110 1172 2105 1105 1196

城市

化率在

40 %～

50 %

之间

内蒙古 - 1158( 3 3 3 ) 1157( 3 3 3 ) - 4180 0199 448133 1157 1177 0163 1174

福 建 - 1113( 3 3 3 ) 1171( 3 3 3 ) - 5152 1151 719132 1171 2103 0188 1191

重 庆 - 0141( 3 3 3 ) 1168( 3 3 3 ) - 5135 4107 482120 1168 1197 2142 1170

山 东 - 1110( 3 3 3 ) 1164( 3 3 3 ) - 5113 1149 1802132 1164 1189 0191 1181

海 南 - 2109( 3 3 3 ) 1165( 3 3 3 ) - 5121 0179 181142 1165 1192 0148 1174

湖 北 - 1181( 3 3 3 ) 1174( 3 3 3 ) - 5168 0196 1015183 1174 2109 0155 1192

山 西 - 1191( 3 3 3 ) 1156( 3 3 3 ) - 4174 0182 658197 1156 1174 0152 1167

宁 夏 - 1105( 3 3 3 ) 1169( 3 3 3 ) - 5143 1161 136167 1169 2100 0195 1195

城市化

率小于

40 %

青 海 - 0173( 3 3 3 ) 1139( 3 3 3 ) - 4103 1192 92136 1139 1148 1138 1112

陕 西 - 1184( 3 3 3 ) 1160( 3 3 3 ) - 4193 0187 573146 1160 1181 0154 1164

湖 南 - 1194( 3 3 3 ) 1169( 3 3 3 ) - 5142 0187 918135 1169 1199 0151 1173

江 西 - 1173( 3 3 3 ) 1170( 3 3 3 ) - 5147 0198 683182 1170 2101 0158 1170

河 北 - 1139( 3 3 3 ) 1155( 3 3 3 ) - 4173 1112 1067119 1155 1174 0172 1167

新 疆 - 1151( 3 3 3 ) 1146( 3 3 3 ) - 4129 0197 384175 1146 1158 0166 1136

安 徽 - 2143( 3 3 3 ) 1177( 3 3 3 ) - 5186 0173 902181 1177 2116 0141 2101

广 西 - 1198( 3 3 3 ) 1168( 3 3 3 ) - 5138 0185 730129 1168 1198 0150 1172

四 川 - 2164( 3 3 3 ) 1172( 3 3 3 ) - 5156 0165 1160112 1172 2105 0138 1196

河 南 - 1145( 3 3 3 ) 1165( 3 3 3 ) - 5119 1114 1392175 1165 1191 0169 1174

甘 肃 - 1173( 3 3 3 ) 1158( 3 3 3 ) - 4186 0191 410104 1158 1179 0158 1131

云 南 - 3153( 3 3 3 ) 1170( 3 3 3 ) - 5149 0148 732149 1170 2102 0128 1198

西 藏 - 1113( 3 3 3 ) 1138( 3 3 3 ) - 3196 1122 47122 1138 1146 0189 1119

贵 州 - 3183( 3 3 3 ) 1175( 3 3 3 ) - 5175 0146 583146 1175 2111 0126 1189

　　注 :“3 3 3 ”表示估计结果在 01 001 的水平上显著。

　　收入弹性系数在不同的收入点上是不同的。以

2007 年为例 ,各省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有着不同的

收入弹性 ,其中浙江和安徽的弹性数分别达到了

2112 和 2101 ,是当年收入弹性最高的两个省份 ,这

与两个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总体来说 ,

目前各省的收入弹性系数都是大于 1 的 ,说明我国

的汽车消费需求是富于弹性的[14 ] ,汽车仍然是一种

奢侈品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 ,人们对奢侈品的消费

也将会飞速地增长。
α决定了最大收入弹性 ,β值决定了达到最大收

入弹性时的人均收入水平 ,由于α、β值的不同 ,因此

各省将在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达到不同的最大收

入弹性值。由表 1 可以看到 ,城市化率越高的省市 ,

相对来说 ,β值越小 ,达到最大收入弹性时的人均

GDP 值也就相对较高 ,并且大部分的省市将于

2008 —2015 年之间达到各自的最大收入弹性 ,开始

进入递减的阶段 ,直至弹性为零。2007 年已经有部

分省市的收入弹性系数达到了最大值 ,如北京、浙

江、内蒙古等 ,其他的省市如上海、江苏、宁夏等也已

经接近最大收入弹性。湖北、黑龙江、江西、河北、安

徽等中部崛起的省市 ,收入弹性上将会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未来这些省市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极大

地促进其民用汽车保有量的增长。
α、β决定了曲线的形状 ,而且β越大 ,达到拐点

和饱和水平时的收入水平越小。从表 1 可以看出 ,

大部分的省份将在人均 GDP 达到 5000 元～20000

元 (1984 年为基期) 时达到拐点。城市化率越高的

省份 ,β值越小 ,达到拐点的收入水平相对越高。如

上海将会在 2151 万元的收入水平上达到拐点 ,而贵

州在 0146 万元的收入水平就会达到拐点。

假设各省的人口和人均 GDP 分别以 1998 —

2007 年的平均增长率增长 (各省人均 GDP 以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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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增长率增长) ,北京将率先在 2008 年到 2010

年之间达到拐点然后进入减速增长的阶段 ,而黑龙

江将会在 2020 年以后达到拐点 ,成为最晚达到拐点

的一个省份。其他各省都将在 2015 年至 2020 年之

间相继达到拐点。其中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四

川、浙江等由于人口的优势 ,因此达到拐点时的民用

汽车保有量将处于 1000 万以上的水平上。西藏、青

海、海南、宁夏、甘肃等由于人口或者地理条件的限

制 ,因此在拐点上的保有量仍然低于 500 万辆。

513 　未来民用汽车保有量的预测

根据前面建立的 Gompertz 模型 ,汽车保有率

的预测结果较好地拟合了真实值 ,因此在运用指数

平滑法预测人均 GDP 的基础上 ,可以根据此模型预

测我国各省未来民用汽车保有率。在充分考虑目前

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 ,它对预

测结果进行了一定的滞后调整 ,预测结果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到 ,北京是未来民用汽车保有率

最高的省市 ,2020 年的汽车保有率将达到 0141 ,即

平均不到三个人就可以拥有一辆车。其次是浙江和

内蒙古 ,2020 年的保有率分别可以达到 013、0128 ,

三个人可以拥有一辆车。而天津、广东和江苏则分

别为 0126、0124、0122 ,平均四到五个人可以拥有一

辆车。这些地区的汽车保有率的增长离不开这些地

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的建设。另外 ,黑龙江、重庆、

海南、湖南、江西、广西、甘肃、西藏和贵州地区的

2020 年汽车保有率仍然达不到 011 ,主要是由这些

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决定的。

表 2 　未来民用汽车保有率预测结果 万辆

省份
年份

2015 2020
省份

年份

2015 2020
省份

年份

2015 2020

上海 01 11 01 15 福建 0108 0113 江西 01 04 0107

北京 01 31 01 41 重庆 0105 0109 河北 01 12 0120

天津 01 18 01 26 山东 0111 0118 新疆 01 08 0113

广东 01 15 01 24 海南 0106 0108 安徽 01 06 0111

辽宁 01 09 01 13 湖北 0106 0110 广西 01 05 0109

浙江 01 19 01 30 山西 0110 0118 四川 01 07 0113

黑龙江 01 05 01 08 宁夏 0113 0121 河南 01 08 0113

吉林 01 09 01 15 青海 0107 0111 甘肃 01 04 0106

江苏 01 13 01 22 陕西 0109 0114 云南 01 09 0116

内蒙古 01 18 01 28 湖南 0104 0107 西藏 01 05 0106

贵州 01 05 01 09

图 4 　我国各省(市)民用汽车保有量预测

　　要对未来民用汽车保有量进行预测 ,就要首先

估计人口。这里首先采用指数平滑法对各省

2009 —2020 年的年底总人口进行预测 ,然后根据相

应年份的人口与其民用汽车保有率就可以得出其当

年的汽车保有量。预测结果见图 4。

由图 4 可以看出 ,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

四川、河南在经济或人口的带动下将成为民用汽车

保有量最大的几个省。其中 ,在经济和人口的双重

带动下 ,广东省将会是未来汽车保有量最高的一个

省份 ,2020 年将会突破三千万辆。北京、内蒙古、山

西、天津等地区由于会较早达到拐点 ,因此虽然总的

保有量仍然在增长 ,但是增长的速度会较早地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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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缓。黑龙江、重庆、海南、宁夏、青海、甘肃、西藏等

地区由于人口和自然条件的限制 ,因此未来汽车保

有量增长的空间不大。

从全国的总量上来看 ,2010 年我国的民用汽车

总保有量将达到 7051186 万辆 ,2015 年将突破 1128

亿辆 ,最高可达到 116 亿。与 2015 年相比 ,到 2020

年总保有量将以 70 %的增长率突破 2119 亿辆 ,最

高可达到 216 亿 ,虽然总量在不断增长 ,但是增长速

度放缓。

以上预测由于没有考虑除了经济增长以外的其

他阻碍或促进因素 ,因此这种估计结果比较乐观。

在实际的发展中 ,可能会由于某些现实的因素阻碍

或者促进该趋势的发展 ,如目前的金融危机等突发

因素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各省民用汽车保有量的发展

趋势 ,因此导致拐点的延迟。

6 　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我国的

各个省市的民用汽车保有量符合“s”型的发展趋势 ,

目前正处于加速增长的时期 ,并且如果各省的人口

和人均 GDP 按照其 1998 —2007 年的平均增长率增

长 (人均 GDP 的增长率在 10 %左右) ,大部分的省

份将于 2015 —2020 年之间的不同收入水平上达到

拐点 ,开始进入减速增长的时期。2) 随着近年来我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除了北京、浙江、内蒙古以外 ,其

他各省民用汽车保有量的人均收入弹性仍然在不断

地升高 ,并且大部分省份将于 2008 —2015 年之间达

到最大收入弹性。其中 ,一些中部的省市如湖北、黑

龙江、江西、河北、安徽等 ,收入弹性上都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3) 预测结果表明 ,2015 年与 2020 年我国

总的民用汽车保有量将会分别突破 1128 亿和 2119

亿。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川、河南等将成

为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几个省份。

本文主要是利用 Gompertz 模型来研究人均收

入对于民用汽车保有率的影响 ,对于其他外生因素

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另外 ,不同地区的餍足

点有可能是不同的 ,而且有可能是随着时间而不断

变化的 ,如一人多部汽车在一些西方国家已有发展

趋势 ,因此对于餍足点的考察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

方向。

参考文献

[ 1 ] 　朱松丽. 私人汽车拥有率预测方法探讨 [ J ] . 中国能源 ,

2005 ,27 (10) :37240.

[ 2 ] 　BU T TON K ,N GOE N , HIN E J . Modeling vehicle owner2
ship and use in low income count ries[J ] . Journal of Trans2
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 1993 ,1 (1) :51269.

[ 3 ] 　L N GRAM G K ,L IU Z. Motorization and t he provision of

Roads in Count ries and Cities[ R ] . Policy Research Work2
ing Paper 1842 ,t he World Bank ,1997.

[ 4 ] 　NR TF. National road t raffic forecast s ( Great Britain) [J ] .

Depart ment of t he Environment ( Ed. ) ,1997 ,1 (1) :35246.

[5 ] 　DAR GA Y J , GA TEL Y D. Vehicle ownership to 2015 :im2
plication for energy use and emissions[J ] . Energy Policy ,

1997 ,25 (14) :112121127.

[ 6 ] 　DAR GA Y J , GA TEL Y D. Income’s effect on car and vehi2
cle ownership , worldwide : 196022015 [ J ] .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1999 ,A (33) :1012138.

[7 ] 　沈中元. 利用收入分布曲线预测中国汽车保有量[J ] . 中国

能源 ,2006 ,28 (8) :11215.

[ 8 ] 　王旖旎. 中国汽车需求预测 :基于 Gompertz 模型的分析

[J ] . 财经问题研究 ,2005 ,29 (11) :42250.

[ 9 ] 　HUAN G B. The USE of pseudo panel data for forecasting

car ownership [ J ] . Association for European Transport

and cont ributors ,2005 ,1 (1) :15222.

[ 10 ] 　王志刚. 面板数据模型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M ] . 北

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11218.

[11 ] 　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 M ] . 北京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06 :3022347.

[ 12 ] 　TANN ER J C. Long term forecasting of vehicle owner2
ship and road t raffic [J ] . Journal of t 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78 ,14 :14263.

[ 13 ] 　夏茂森. 我国各区域外在性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 . 技术经济 ,2008 ,27

(3) :33236.

[ 14 ] 　陈道平 ,刘伟. 中国汽车市场需求及其弹性和预测分析

[J ] . 重庆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 ,28 (12) :1382142.

Forecasting on China’s Civil Automobile2owned Based on Gompertz Model

Gu Jibao ,Qi Fangfang ,Wu Jianli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uses t he Gompertz model and t he panel data to forecast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civil automobile2owned.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 Gompertz model fit s well t he development t rend of civil automobile2owned of all provinces ;t he per capita income elasticity of civil automo2
bile2owned in Beijing ,Zhejiang and Neimenggu are close to t he largest ,while t hat of ot her provinces is constantly growing ;according to t he ideal

estimate ,most of provinces will get t he turning point in t he years of 2015 - 2020 ;t he model predict s t hat national civil automobile2owned will ex2
ceed 128 million in 2015 ,and will reach 219 million in 2020.

Key words : panel data ;civil automobile2owned ; Gompertz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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