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资本-劳动力-制度因素的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文/肖 娜 孙文生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一直以来被视为主流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增长归结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从亚当
·斯密、穆勒、李嘉图等人的古典增长模型，到哈罗德-多马模型，再到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
型以及新剑桥模型等，都把制度因素排斥在外。而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
素，并将制度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中，使经济增长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采用新制度学
派的观点，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并以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各要素对河北省经济发展的贡
献，这对该省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河北省经济增长计量模型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本文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扩展，建立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力、制度因素之间的双
对数模型。模型中引入了物质资本存量（X1）、劳动力投入（X2）、以及反映制度变量的产业结构
因素（X3）、非国有化率（X4）、市场化指数（X5）、市场配置程度（X6）、对外开放程度（X7）
等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用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模型形式如下： 
   lnGDP=α+β1lnX1+ β2lnX2+ β3lnX3+β4lnX4+ β5lnX5+β6lnX6+β7lnX7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我们选取1990-2004年的数据来建立河北省的经济增长模型，相关数据从河北省经济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计算整理得到。 
物质资本存量为当年固定资本存量与当年存货的增加之和。固定资本存量在我国没有现成的数据，
只能根据相关指标计算，本文采用王金营博士的方法进行估计。即选取某一存量数据较为完整的年
份为基础，然后根据各期的新增投资和各类资产的折旧率，向前或者向后递推得到整个考察期的资
本存量。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劳动力因素不仅取决于提供的劳动力数量，还和劳动力的素质、效率有
关，但由于反映这方面的信息的指标难以量化，故用从业人数作为劳动力投入的代理变量。制度因
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可分为产业结构变迁、产权变迁、市场化程度
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等五个方面，因此设定产业结构指数、非国有化率、市场化指
数、市场配置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这五个指标作为制度因素的代理变量。产业结构的演变引发经济
资源不断从传统产业向新产业转移，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使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推动经
济增长，本文用第二、三产业总产值占GDP的百分比来表示产业结构指数；非国有化率用工业总产
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代表；市场配制化程度用来反映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用非国有
经济投资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百分比表示；国家非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经济利益分配中由
市场分配的份额大小；对外开放程度反映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大小，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百分比
表示。由于这些变量值用百分比表示，故在数据处理时未进行指数平减。 
   三、实证分析 
   在分析上述因素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我们先用OLS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方程的
拟合优度很高，通过F检验且不存在自相关，但部分解释变量未通过t检验。考虑到方程的解释变量
数目较多，可能存在多重共线问题，因此改用主成分分析，其原理为当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时，通过用线性变换综合出来的少数几个线性无关的变量代替原有变量，从而更好的反映对被解释
变量的影响。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KMO检验为0.755，根据Kaiser给出的度量标准判断适合
做主成分分析；巴特利特球体检验X统计值141.118；df：21；显著性水平0.000。 根据总方差解释
矩阵，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两个，它们的累积贡献率达到90.626%，说明前两个主成分反映
了被解释变量90.626%的信息。  
   四、结论 
   资本和劳动投入仍是河北省近十五年来经济增长重要源泉，其中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
点，GDP增加0.5915个百分点；劳动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加0.8138个百分点，这说明河北
省仍处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阶段。资本和劳动的弹性系数之和大于1，表明河北省的要素投入具有
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 
   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在各要素中居于首位，这与河北省劳动力资源丰富密切相关，充裕的劳
动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生产力要素条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经济的持续增长
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此建议加大对劳动者教育的投入，推进素质教育，使经济

 



发展转到依靠劳动者质素轨道上来，从而促进河北省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各影响因素中，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制度变量的诸代理变量中市场化程
度、非国有化率和市场化分配率的弹性系数较高， 分析结果表明当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率和市
场化分配率每提高1%，分别给河北省经济带来0.7547%、0.5887%和0.4765%的增长。这说明河北省
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很成功的，市场经济环境有利于河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河北省这三项指标
的值还较低，仍存在很大的制度变迁的空间。产业结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表明第一产业的
比重每下降1%，河北省经济增长0.393%。河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由1990年的61.6%下降到2004年
的45.85%，但仍高于全国水平，可见使劳动力从传统产业转移到现代产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成
为河北省经济的一个持续增长点。对外开放程度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最小，建议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建立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作用机制（作者单位：肖娜/
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孙文生/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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