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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我国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选取1978—2006年我国历年农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

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闻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农业产值每增加

1％，将促进经济增长2．12％f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农业生产的短期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如果本期的经

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值，那么到下一时期这一偏离度将有8％得以纠正I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农业生产对

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经济增长对农业生产具有长期促进作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进一步表

明，农业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显著．

关键词：农业生产I经济增长；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f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2一0026一05

一、引言

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

农”问题，连续出台四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

文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给农业健康发展带

来强劲的动力。当前，农业已不再只是一个生产性

部门，它承载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职

能。农业生产状况不仅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

而且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对我国农业

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对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主

要有发展经济学中的农业剩余理论。[1]理论研究的

发展，带动了学者对农业生产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

证研究。在早期的实证研究中，经济学者们采用普

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时间序列

数据或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但这可能存在“伪回

归”问题。[23当前，运用协整检验、因果关系分析等方

法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已成为实证研究的主

流。比较代表性的文献有陈希、孟令杰根据1952—

2003年的数据对我国农业生产与宏观经济长期波

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建立部门问均衡模型，分析了

农业生产波动与宏观经济其它部门变量的联系及贡

献度，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问有

较强的相互作用。[3]

与以往文献不同的是，本文根据1978—2006年

我国经济普查调整后的历年农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

值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

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方法实证分

析了我国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称“农业”是指“广义农业”。由于第一产

业范围与狭义的农、林、牧、渔业一致，同广义农业或

大农业范围，因此用第一产业产值反映广义农业生

产状况，这对分析结果没有影响。用宏观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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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增长状况。为消除物价

变动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农业产值的影响，用以1978

年为基期按可比价格统计的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与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推算出以1978年为基期的

历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理，推算出以1978年为

基期的历年实际农业产值。其中，1978—2005年相

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一2006》；2006年度数

据根据《中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整理。分别用GDP和AGP代表以1978年为基

期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农业产值，见图1和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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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图1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序列

78 80 82 84 8688909294969800020406

年度

图2我国实际农业产值序列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

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

方差现象，所以对GDP、AGP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分别用Y、X表示自然对数变换后的以1978年为基

期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农业产值。

三、实证分析

(一)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从图1和图2中可以看出，两变量具有很强的

上升趋势，属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为了避免“伪回

归”，首先对时间序列Y和X进行单位根检验。如

果非平稳时间序列Xt的一阶差分△Xt是平稳的，

那么时间序列Xt就是具有一个单位根的一阶单整

过程。本文运用ADF检验法对Y和X进行单位根

检验，[们检验结果见表1。

表1时间序列Y、X的ADF单位根检验

注：(1)所有检验结果由软件软件E“ews5．1运算得

到，下同；(2)△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f(3)检验形式中的c，

t，k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趋势项和所采用的滞后阶数；(4)

滞后期k的选择标准是以AIC值最小为准则I(5)*表示

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时

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即Y和X均是I(1)

序列，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检验

虽然时间序列Y和X是非平稳的，但均为一阶

单整序列，其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组

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

系。本文使用E—G两步法对两变量Y和X时间

序列进行协整检验。【5]首先运用E—G方法进行分

析，估计出来的协整回归模型为：

Y。=一6．64十2．12X。+U。 (1)

t=(一16．68)(40．54)

I孕=0．98

为了确定Y和X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需要

检验式(1)的残差序列U。的平稳性。运用ADF检

验法对Ul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结果为：

△U。=一O．21U。一1+￡。 (2)

其ADF检验值(相当于回归中的t统计量)为

一1．98，5％临界值为一1．95，由于在绝对值上所估

计的ADF检验值大于5％临界值，可以看出所估计

的Ut是平稳的(即没有单位根)。因此，尽管Y和

X个别而论并非平稳，但两者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

长期均衡关系。从式(1)中可以看出，Y与X之问

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假设其它条件不变，经济增长对

农业生产的弹性为2．12，即农业产值每增加1％，将

促进经济增长2．12％。可见，农业生产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相当大，这也为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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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提供了理论支撑依据。

(三)误差纠正模型(ECM)

通过协整检验可看出，Y和X之间存在长期均

衡关系，当然，在短期内也许会出现失衡。令EcMt

=Ut，采用hendry的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式得到

误差修正模型为：

△Y。=O．04+O．47△Y。一l+O．26△X。一O．08

ECMI-l+e。 (3)

t=(2．15)(2．89) (1．81)(一1．94)

在式(3)中，△表示一阶差分；ECMH表示式

(1)中的残差的一期滞后值，作为均衡误差项的经验

估计；而e是具有通常性质的误差项。式(3)把Y

和X的短期动态变化以及前期的“均衡”误差联系

起来。在此回归中，△X象征X中的短期干扰而误

差纠正项ECMH象征着朝向长期均衡的调整。

在式(3)中，各变量的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且

误差修正项的回归系数为负值，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短期波动将

引起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化；长期来看，协整关系式起

到引力线的作用，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如

果本期的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值，那么到下一时

期这一偏离度将有8％得到纠正或清除。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证明了我国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

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检验。本文借助

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这一问

题进行分析，所需检验的参数模型如下：
m

Y‘一7lo+乏7lj X。一j+U1t (4)
J-口

n

X。=720+乏％Y。一j十U2。 (5)
J苴O

其中，m、n分别表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Uit

为白噪声序列。方程(4)、(5)中的系数显著性对应

着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对于方程(4)而

言，给出原假设：

Ho：7lj=O(j=1，2，⋯，m) (6)

如果原假设H。成立，则意味着所有前期的农

业生产变化对国内生产总值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

此时认为农业生产变化对生产总值没有显著的

Granger影响。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质上是检

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它变量方

程中。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它变量的滞后影响，则

称它们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B]Granger因果关

系检验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在

选择滞后阶数时，一方面想使滞后阶数足够大，以便

能完整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另一方

面，滞后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

自由度也就越少。所以通常进行选择时，需要综合

考虑，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有足够数目的

自由度。[7]本文对滞后阶数分别从1到4进行选取

分析，对两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

表2。

表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上，当滞后

阶数为1和2时，农业生产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

原因，但经济增长对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并不显著；

当滞后阶数为3和4时，经济增长是农业生产的

Granger原因，但农业生产对经济增长促进的作用

并不显著。这证实了短期内农业生产对经济增长起

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又为增加农业财政支出、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科技创新等提供了有利条件，

因而从长期来看，又促进了农业生产。

(五)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

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

下面建立两变量的VAR(3)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

数分析，见图3、图4，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

期间数(单位：年度)，纵轴表示增长率的变化，实线

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

离带。

从图3可以看出，给实际农业产值增长率一个

百分点的冲击，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在前3年内

迅速上升，至第3年达到最高点，使得经济增长率约

为o．03％，可以看出这一冲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和较长的持续效应。从图4可以看出，给经济增长

率一个百分点的冲击，对农业生产有正的影响，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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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小幅波动之后至第6年达到最高点，使得农业产

值增长率约为0．017％，可以看出这一冲击同样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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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农业生产冲击引起的经济增长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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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4经济增长冲击引起的农业生产响应函数

【六)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

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

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下面建立两变量的VAR

(3)模型，应用方差分解法对两变量的不同预测期限

的预测误差的方差进行分解，见图5、图6，各图中横

轴表示滞后期间数(单位：年度)，纵轴表示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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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5农业生产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事

从图5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较显著，在初期就占达36％，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到第6期达到60％，之后影响稍微降低，表明农业

生产无论是在短期和还是在长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都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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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经济增长冲击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

从图6可以看出，在前期经济增长对农业生产

的贡献率较低，但呈逐年增大趋势，从第5年之后达

10％以上，这表明经济增长在长期对农业生产有着

重要的贡献。

四、结论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得出

以下结论：

1．通过非平稳序列的单位根检验证实，时间序

列Y和X均是1阶单整序列，即Y～I(1)，X～I

(1)。通过协整分析表明，我国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农业生产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当大，农业产值每增加1％，

将促进经济增长2．12％。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短期内，我国农

业生产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农业生产对经

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长期内，我国经济增长是农业

生产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对农业生产具有长

期促进作用。

3．误差修正模型(ECM)表明，农业生产的短期

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并且每年经济增

长的实际值与长期均衡值的差距约有8％得到纠正

或清除。经济增长在受到干扰后以较快的速度调整

到它的长期成长途径上。

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农业生产的某一冲

击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同向冲击，这一冲击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经济增长的某一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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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对农业生产也一直保持同向影响。方差分解的结

果进一步表明，农业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显

著，达36％一60％。经济增长在长期对农业生产也

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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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葛辰 科尔沁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问题研究 2005
    本文对国内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借鉴国内外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经验，对科尔沁区1996年到2003年间的农业生产结构的状况

进行分析，发现其现实农业生产结构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进行调整的优势，并进一步分析了科尔沁区农业生产结构变化对其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根据科尔沁区的资源状况和农业生产比较优势，以发展玉米、牛业等为主的产业化经营为主导思想，运用改进的线性规划方法，建立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优化模型，测算出科尔沁区2008年和2013年可能实现的高、中、低不同投入水平的六个方案供政府参考。

2.期刊论文 李凤升.赵俊平.彭民.LI Feng-sheng.ZHAO Jun-ping.PENG Min 黑龙江省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

实证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2)
    为探讨黑龙江省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选取1952-2006年黑龙江省历年农业产值和全省生产总值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农业产值每增加l%,将促进经济增长1.61%;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农业生产的短期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如果本期的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值,那么到下一时期这一偏离度将有29%得以纠正;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互为原因,相互促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进一步表明,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显著.

3.学位论文 郑晶 中国农业增长及其效率评价——基于要素配置视角的实证研究 2008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三农"问题的尖锐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

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强调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显然,农业能否实现持续、有效的增长,将直接关系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因此,在这样的

宏观战略背景下,重新审视和评价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及其效率,这是一项古老而又常新并且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拟以农业生产

的核心问题之一"要素配置"为切入点,围绕要素贡献、要素报酬差异、要素市场扭曲的效率损失以及要素贫困和要素赋权四个层面来阐释改革以来中国农

业增长及其效率.

    文章首先对1988-2005年间我国农业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其次,考察农业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省际和区际差异的变化轨迹,并利

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农业生产要素报酬差异与农业GDP的关系.再次,分析了1988-2005年间因农业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农业产业效率损失.然后,拟以

要素赋权为切入点,测评我国农村要素贫困状况,剖析要素贫困的成因,阐述要素赋权的内涵.随后,以广东为例,研究其土地资源配置的绩效.最后,详细考

察了1993-2004年间广东农业TFP增长的地区差异以及各市的农业TFP构成.

    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如下:

    (1)价格、财政支农和农业税收三个分配性制度对1988-2005年间各阶段的农业增长作用显著,而且总体上制度变迁正朝着有利于农业增长的方向发展

；物质投入、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在农业增长中仍是发挥主导作用,但东中西部地区依赖各自传统农业增长模式的技术进步空间趋于缩小.

    (2)1988-2005年间,我国农业生产要素报酬差异与省际以及区际间要素流动和配置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呈现如下特点:第一,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异系数

的变化较为平稳.第二,1997年之前,全国劳动边际生产率变异系数总体上趋于增加,随后其变化趋势正好相反,而2001-2005年间,又在波动中又趋于上升

.第三,全国人力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异系数总体上处于小幅波动中,且波动并不连续,2000年以来则呈现上升态势.第四,1988-1996年间,土地边际生产率变

异系数在波动中趋于减小,而1997-2005年间的变化趋势则相反.第五,长期中,资本和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变异系数的不断扩大最终可能导致人均农业GDP增

长率的下降,而人力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程度的扩大最终可能有利于人均农业GDP的增长.

    (3)处于全国综合技术效率前沿的包括北京、山东、广东、新疆等4省(市、区):农业产业纯技术效率排序依次为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且各地区对

农业生产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程度在缩小,但缩小幅度并不明显:农业产业规模效率基本上高于农业产业纯技术效率但波动明显,排序依次为东部、中部和

西部地区；若能消除农业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效率损失的影响,在保持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可使全国农业总产出提高3％-7％.

    (4)所谓要素贫困,是指既有制度安排所导致的要素供给不足和要素权益配置不当.要素贫困的成因可以从分工维度解理:一是相对于工业品而言,农产

品生产的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收缩特性决定了农业的有限分工空间,进而导致农业、农村、农民的经济权利的天然弱势,即在分工层级结构中的天然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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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二是国家为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决定的对农民的"选择性激励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民集体行动的困境致使不平等的城乡赋权体系得以产生、维

持和延续,劳动分工被锁定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从而造成农业、农村、农民在我国政治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进而强化了其天然的经济弱势.

    (5)广东耕地利用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是明显的非粮食化倾向和非农化态势,耕地生产率显著提高.通过计量模型考察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对广东耕地产

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使用权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为负值；农地转让权的完善对广东农地绩效的作用为正且在三种产权结构中影响最为显著；农地收益

权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亦为负值但影响并不显著.

    (6)1993-2004年间,广东农业GDP增长主要源于要素投入的产出效应.12年间,全省农业TFP累积增长54.70％,珠三角地区为105.28％,粤东地区为

20.85％,粤西地区为66.35％,粤北地区为8.35％,珠三角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全省及各地区的农业TFP增长总体上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

4.期刊论文 湖南省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30(9)
    为探讨湖南省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选取1949-2007年湖南省历年农业产值和全省生产总值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二者

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农业产值每增加1%,将促进经济增长1. 91%.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湖南省

农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互为原因,相互促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湖南省农业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显著.

5.期刊论文 兵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资源开发与市场2009,25(12)
    利用兵团农业1953-2006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建立了兵团农业的总量生产函数,并据此计算了兵团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增长率,采用HP滤

波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变.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之前兵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为剧烈,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较低

.而改革开放后,兵团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获得了长时期的持续快速发展,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有显著提高.

6.期刊论文 薛邦城.蒙慧.XUE Bang-cheng.MENG Hui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科学·经济·社会

2001,19(3)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及其它国家经验的总结,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变动前景及对策.

7.学位论文 蒋静 技术进步对广东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 2009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经济理论表明，影响一个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技术进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

与制度状态，而技术进步对要素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科学技术使生产方式深刻变革，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30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广东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对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研究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力、农业结构和农业生产关系的影响，在借鉴吸收国内外学术界对技术进步、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成

果上，着重从农业生产方式的内涵来阐述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理论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生产方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

相互影响的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农业技术发展的特点，结合实证计算了广东省1990年至2007年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

，分析了广东省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特点，结合经济理论构建了广东省农业生产的C—D生产函数，搜集了1990年至2007年广东省相关数据并使

用增长速度方程法计算这个时期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指出1990年来广东省农业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式增长类型，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还不够高。然后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论述了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和不足。在以上理论分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广东省农业生产

方式的转变升级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调整农业科技投入结构和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和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理顺农业生产关系等

。

8.期刊论文 魏朗.WEI Lang 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对1999-2003年农业生产贡献率的实

证分析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9)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农业的发展需要财政的支持.本文利用C-D生产函数框架对1999-2003年我国各省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确实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13;且有大约30%的农业经济增长是靠财政支农支出推动的.与其他要素相比,财政

支农支出的平均贡献率占着重要地位.从全国范围来看,它位居第二.从农业在地区产业竞争优势与否来看,财政支农支出的平均贡献率在农业劣势地区高

达63%,位居第一,在农业优势地区仅11%,位居第二.

9.学位论文 柴洪辉 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平衡增长：统一增长模型 2009
    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只有少数发达国家跨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阶段，大多数国家仍在长期的经济停滞中挣扎。经济增长并非均衡而普遍地展开，世

界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国家差异是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都在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理论上关注人类社

会从停滞到增长的内在机制。正如Lucas(1988)所说的那样：“在这类问题中所涉及的人类福利是如此惊人：一旦你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就很难再思考任

何其他问题。”

    传统的研究通常把长期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马尔萨斯陷阱和持续增长两个阶段，从而对于长期增长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停滞阶段到增长阶段的

转型。这样的阶段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把工业革命视作技术革命而非渐进的变革，从而使得构建起来的理论模型在处理逃出马尔萨斯陷阱时依赖于外生的

技术冲击。然而已有的证据表明，无论从马尔萨斯陷阱到现代持续增长转型的速度看上去有多迅猛，历史证据都表明这种转型本身都是一个长期渐进的

内生过程。新增长理论在解释现代平衡增长上很成功，但是对于处理停滞阶段的表现差强人意，发展理论在讨论从停滞到增长阶段的结构转型上有着自

己的理论构建，但是无法提供长期的一致的理论视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GalorandWeil(1999，2000)提出了三阶段的划分方法并且构建了统一增长

模型(UnitedGrowthModel)来解释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长期增长过程。Galor(2005)指出，构建一个统一的增长框架是一项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

进行方法论上的革新。

    依照经济史数据，我们可以将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停滞、缓慢增长、高速增长和平衡增长四个阶段。以此为基础，可以把GalorandWeil的构

建统一增长模型的思想进一步扩展，构建起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在两千年的发展中经历的停滞、缓慢增长、高速增长、平衡增长全过程的理论模型。基于

四个阶段的划分，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结构转型和人口转型的内生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经济依次演化，经历了停滞、缓慢增长、高速增长跨入了

平衡增长，并且在缓慢增长和高速增长阶段内生的实现了结构转型和人口转型，从而将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整合在了一个内生长期增长框架

之下。本文在GalorandWeil(2000)的基础上，以人力资本和资源为生产要素构建起一个具有农业生产部门和非农业生产部门的经济模型，以家庭的理性

选择为基础，从分析家庭在养育孩子上的教育投入为出发点，研究家庭的教育投入的起点和教育投入的演化，从而分析教育投入水平和技术进步率的相

互影响，进一步讨论了人口、教育投入水平、技术进步率的相互影响和联合演化问题。在联合演化的基础上，以教育投入水平变化为主线讨论了人口转

型问题，以技术进步率的变化为主线讨论了结构转型问题，最后利用上述的结论讨论了长期增长过程和驼峰形事实。遵循上述思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

下。

    第一章为导论。以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为基础，本章主要讨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过程，描述了马尔萨斯陷阱、库兹涅茨事实、卡尔多事实、人口转

型和驼峰形事实，提出了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典型事实统一于长期增长过程的观点。以这一观点为核心，本章讨论了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通常认可的传统

的增长两阶段划分模式以及新近研究中的三阶段划分模式的缺陷，指出正式由于对于马尔萨斯陷阱含混不清的界定导致了增长阶段划分的不明晰，提出

了以长期经济增长数据为基础的停滞、缓慢增长、高速增长和平衡增长四阶段划分方法。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章以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为基础，考察了Romer(1986)和Lucas(1988)所开启的新增长理论对于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融合方面的

研究文献，从长期增长与发展理论融合研究、长期增长中技术与人口关系研究、长期增长与人口转型关系研究和长期增长与结构转型关系研究四个方面

梳理了这些文献的思想渊源和基本贡献，评述了当前研究中的缺憾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于GalorandWeil提出的构建统一理论的思想和其理论框

架(G-W模型)做了详细的探讨。分析表明，G-W模型实质上是在新古典框架之下汲取了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对新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模型和研发模型进

行有机整合的结果G-W模型的理论贡献在于构建了当前最为复杂的融合增长理论与发展理论的增长模型，在构建统一增长模型(UnitedGrowthModel)方面

做出了奠基性工作；G-W模型不足之处在于做为单部门模型只能讨论从马尔萨斯陷阱到现代增长的演化问题，而无法讨论长期增长过程中的结构转型和驼

峰形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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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构建了两部门内生统一增长模型的基本框架。本章以GalorandWeil关于构建统一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核为基础，针对G-W模型的缺陷和可能的扩

张方向构建了一个两部门长期增长模型。不同于G-W模型的地方在于，本文放弃了G-W模型的演化分析方法而沿用了新古典的分析框架，通过两部门之间

交换价格的设定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构建起了一个内生长期增长框架，从而使得本模型可以在长期增长框架下分析长期增长过程中的结构转型、人口转型

、驼峰增长。在本模型中，经济系统中有着农业生产部门和非农业生产部门两个部门，进入两个部门的生产要素为人力资本和资源，价格由两个部门之

间的产品交换量来确定。

    第四章讨论了模型经济的教育演化问题。本章通过对于教育的价值的讨论，运用日本和英国的数据，探讨了教育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五章主要讨论了模型经济中的技术演化问题。本章我们从技术变迁的历史出发，讨论了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连续的缓慢的技术变

迁过程而非突变性的技术革命，指出技术革命的称谓割裂了技术发展的历史从而忽略了技术变迁的连续性。以技术的连续演化为主线，本章讨论了模型

经济的技术进步问题。

    第六章主要讨论了人口增长及转型问题。本章从人口增长的历史出发，回顾了有关人口转型的研究，讨论了人口、技术和增长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借鉴蔡昉(2006)的观点，对于模型经济中的人口增长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模型经济中的人口增长存在着门槛条件，在门槛条件未能达到之前

，经济将长期处于停滞之中，而且这种停滞是稳定的，经济自身不具备突破这种停滞的机制。在停滞阶段，模型经济中的生产保持稳定，非农产业产品

投入农业产业的比例稳定，产业间的劳动力分配稳定。如果某一冲击使得人口增长的门槛条件突破了，经济中的人口会实现持续增长。在这个增长过程

中，人口的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表现出了明显的转型过程。模型经济的人口转型过程与历史上的长期人口增长数据的趋势相吻合，从而使得本文所构建

的长期增长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现实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人口转型现象。

    第七章主要讨论了结构转型问题。本章以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为引言，讨论了产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思想渊源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探

讨了当前在新增长框架下讨论结构变迁问题的理论模型的贡献与缺陷。

    第八章讨论了长期增长和驼峰问题。本章以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各自面临的困境出发，讨论了新增长理论的新古典特性。新增长理论的新古典特性

对于讨论长期增长问题无法提供有效的理论平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GalorandWeil提出了构建统一的增长模型的必要性。以此为基础，本章对于模型经

济增长率的研究表明，只要人口增长的门槛突破了，经济就会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最终会趋向于一个固定的增长速度的平衡增长路径

，表现为一个明显的驼峰增长过程，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关于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因此，现实中各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率横向比较的驼峰现象

源自于各自处于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上。

    第九章为结论性评述。本章从四个方面讨论本文所构建的统一增长模型的基本结论并简要评述了本文构建的长期增长模型，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之

处在于构建了一个可以较为完整地解释长期增长过程的统一增长模型。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无法将增长的原动力内生化，后续的研究方向可能

在内生化原动力、讨论模型中资源边界的扩展和汲取演化经济学方法几个层面上展开。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四个方面：(1)本文构建了涵盖停滞、缓慢增长、高速增长和平衡增长四个增长阶段的内生两部门长期增长模型，将长期增

长过程中的人口转型、结构转型和驼峰形增长整合在了一个内生长期增长框架中。(2)本文构建起来的长期增长模型对于人口转型的讨论整合了人口转型

和工业化的关系，可以清楚的判明模型经济中工业化和人口转型的时间相继关系，实现了模型的逻辑时间与现实经济的历史时间的相互吻合。(3)本文构

建的模型经济的人口增长率随着经济增长趋向于零的确定性结论解决了G-W模型的最终人口增长率无法判别的问题(4)本文构建的长期增长模型存在一个

渐进的平衡增长路径，解决了G-W模型本质上不存在平衡增长路径的问题。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模型无法内生化增长原动力问题，因为本模型依然依靠一次性的外生的冲击来跨越初始增长的启动问题。另外一个不足之处在

于模型中我们只能描述出一个较弱的驼峰增长趋势，但是我们无法讨论经济增长率在何时达到最高点并开始下降。

10.期刊论文 燕红忠.Yan Hongzhong 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 -清史研究2008,""(3)
    文章在探讨清前期的货币体系及经济货币化进程的基础上,对1651-1860年间的货币流通量进行了粗略估算.进而依据清前期的货币流通趋势,主要从

宏观层面考察了清代前期二百年间的经济增长与波动.认为18世纪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白银的货币化和供给量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推动的长

途贩运和地域大商帮的兴盛,工农业生产的提高共同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化进程的加快,货币供给量和政府的

财政行为对于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经济中货币供给量的不足,分别在清代初期、嘉庆和道光时期出现了三次比较大的经济萧条,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

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该文的研究表明,学术界关于清代经济发展中的"停滞论"和"增长论"或许仅仅是基于不同时段和不同侧面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

到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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