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湖北省地处我国腹地，交通发达，加工制造体系完善，
是我国三大汽车工业基地之一， 也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大

省。 湖北省的汽车产业，在空间上形成了以东风、神龙、三

环集团为骨干的多维体系，在区域上构成了“十堰－襄樊－
武汉”和“宜昌－荆州－黄石”两条汽车产业长廊。 十堰、襄

樊、武汉依托区域资源、技术、市场等优势，逐渐成为了长

江流域最大的汽车产业带。湖北省的汽车产业正在对湖北

省的经济显示巨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已从产业政策、产业

环境、产业结构多方面进行扶持。

1 研究现状及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郭克莎［1］博士，
通过研究认为： 汽车产业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强，
基本原因在于其中间投入比重很大，同时产业链条延伸很

宽，汽车产业对工业、服务业以及就业都有很大的带动作

用，而且间接带动作用远大于直接带动作用。蒋丽［2］认为汽

车产业对我国经济的 影 响， 主 要 表 现 在 对 工 业 总 产值、
GDP的贡献率、就业、产业结构提升和税收5个方面。 金胜

谟、吴金奎和李玉衡 ［3］从居民的收入入手，把人口按收入

划分10等分，有能力购买汽车的人仅有1/10，大部分居民

还没有能力购买汽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4］认为，汽车工业对相关产业部门的带动作用不仅体现在

上、下游产业部门间，还进一步体现在较强的扩大就业能

力上，汽车工业不仅可以带动大量的直接就业，还可以带

动高比例的间接就业。 黄体鸿等 ［5］从汽车产业关联方式及

关联内容的角度，探讨了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和地位。 汤俊和封智勇 ［6］则分析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国内的相关研究来看，关于汽车产业对经济发展影

响的研究尚不深入，多数是基于基于静态视角，而基于动

态视角的区域性研究的成果较少，汽车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定量分析也不多。本文从汽车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入手，利用湖北省1995～2006年统计面板数据，就汽车产业

对湖北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进行研究，分析汽车产业的溢

出效应。

2 汽车产业对湖北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分

析

汽车产业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体系，其突出特点主

要表现为高投入、高产出、长链条和集群式发展。 一是，汽

车产业必须有雄厚的资金投入；二是，汽车产业有较高的

工业产值和附加值；三是，汽车产业是一个完备的链条体

系；四是，汽车产业集群更能发挥资金、技术、人员、市场优

势，使其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成为强大的推动力量。 湖北省

汽车产业经过长久的发展，已形成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核

心产业，其对湖北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表现为直接效应和

间接效应。
2.1 湖北汽车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湖 北 汽 车 产 业 主 要 在 增 加 工 业 产 值 、 解 决 直 接 就

业、上缴利税3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拉动作用。 据

湖北 省 经 委 提 供 的 统 计 资料 显 示，2007年 汽 车 行 业 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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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1 480.3亿元， 增长29.8％， 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16.18%。生产汽车77.4万辆，增长27.7％，汽车产量居全国第

4位。 从1995~2007年湖北省汽车工业总产值与工业增加值

发展趋势（见图1）、汽车工业总产值与增加值占GDP比率趋

势（见图2），可以清楚地看出，汽车工业在全省总产值中占

有很高比重，汽车工业增加值对全省工业经济贡献很大。
从利税贡献来看，汽车产业的发展为湖北省创造了巨

额的税收。 仅以2005年为例，湖北汽车企业430多家，汽车

工业全年完成投资总额64.41亿元，年末资产达1 221.15亿

元，销售税金及附加达8.47亿元，实现利润总额33.25亿元，
当年湖北省的财政收入375.52亿元。 汽车产品销售税金及

附加占全省财政收入的2.26%， 无论从总量还是从比例上

看，汽车产业的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对全省财政收入的贡

献都是比较大的。 从解决就业来看，2005年湖北省汽车产

业的从业人员29.18万人， 占当年全省就业人员3 537万人

的比例达0.825%。

图1 汽车总产值与增加值趋势

图2 汽车总产值与增加值占GDP比率

综上所述，汽车工业在湖北省经济增长和人口就业中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汽车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

为直接拉动效应。
2.2 湖北汽车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

湖北汽车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主要表现在以

下4个方面：
（1）产品关联效应：汽车是一种加工深度很高的产品，

一辆汽车中完全不同的零部件就有2 500多种， 在其生产

过程中，需要多行业的产品支持。 由此表现出巨大的产业

关联带动效应，带动幅度最大的就是技术密集的机械电子

产业。 例如，2006年武汉市光电子信息产业完成工业总产

值418.96亿元， 工业增加值69亿元， 实现销售收入180亿

元；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企业26家，完成工业总产值55.71
亿元，实现销售61.29亿元；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企业97
家，完成工业总产值78.11亿元，实现销售收入67.20亿元；

武汉石油和化学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43.02亿元［7］。
（2）服务关联效应：汽车产业对服务业的带动效应很

大，基本原因在于其产业链条的延伸范围宽、延伸半径长。
与汽车有关的服务业包括汽车修理业、运输业、金融保险、
销售、管理部门、研究咨询、以及其它汽车使用部门。 由于

汽车工业的带动作用，湖北省的汽车服务市场，将逐步发

展成为秩序规范、分销渠道健全、汽车服务素质高、汽车金

融、保险良性发展的局面。
（3）技术关联效应：汽车产业的强技术关联性，可以引

发汽车业以及相关产业的技术进一步发展，促进相关产业

的技术创新和配套产品工业的技术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

变化， 呈现出从劳动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转变，逐

步形成以高附加价值产品为主导，以高科技密集化和高规

模效益为特征的汽车产业结构。
（4）劳动关联效应：汽车产业对于扩大就业，特别是带

动间接就业具有更大的作用。郭克莎 ［1］在研究中指出汽车

产业直接就业对间接就业的带动作用将达到5~10倍之多。
这是由于汽车产业发展规模大且产业间所发生的产品和服

务的供求关系，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就业。湖北省由于存在大

量剩余劳动力，就业矛盾比较突出，加上劳动生产率低，第

三产业不够发达，使得汽车产业对于扩大就业途径，带动间

接就业特别是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具有更大的作用。

3 汽车产业对湖北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模型

汽车产业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关系可以采用凯恩主义

模型、DRI模型、 菲德模型和经验线性估计模型来分析 ［7］。
菲德模型是采用两部门分析的方法，将经济领域的生产活

动界定为出口和非出口两个经济部门，并假设出口部门和

非出口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不同，分别构建出口部门和

非出口部门的生产函数，推导出出口对经济增长直接贡献

和间接贡献的计量模型。菲德模型将测度要素在两个不同

部门中的运作机理具体化，并反映出测度要素对经济增长

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由于

汽车产业具有广泛的渗透性，使用其它模型时需要高度警

惕控制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而菲德的两部门构建

模型的方法，正好可以捕捉这一产业的渗透特征。 本文借

鉴菲德模型的研究思路，将整个社会的经济部门划分为汽

车产业部门和非汽车产业部门，并假设汽车产业部门和非

汽车产业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以此建立研究

所需的模型。
设A和N分别表示汽车产业部门和非汽车产业部门的

产品产量，L和K代表劳动力和资本要素， 下标代表部门。
并假定汽车产业部门与非汽车产业部门的产量具有显著

的相关性， 则两部门的函数关系可分别表达为：A=g（Ka，
La）和N=f（Kn，Ln，A），劳 动 力（L）与 资 本（K）的总 量 可 分 别

表示为:L=Ln+La，K=Kn+Ka，全社会工业总产品可表示为：Y=
N+A。

菲德将不同部门劳动与资本边际生产率的相互关系

阮娴静，陈文俊：汽车产业对湖北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研究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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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为如下形式:
g′K
f′K

= g′L
f′L

=1+δ （1）

其中：δ表示两个部门间边际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差异，

δ>0表示汽车产业部门的相对边际要素生产率高于非汽车

产业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g′K为资本在汽车产 业 部 门

的边际生 产 率；f′K为 资 本 在 非 汽 车 产 业 部 门的 边 际 生 产

率；g′L为劳动在汽车产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f′L为劳动在

非汽车产业部门边际生产率。
通过全微分方程，可以推导出如下回归模型:
dY
Y =α（ I

Y ）+β（ dLL ）+γ（ dAA ）（ AY ） （2）

其中：γ代表汽车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γ＝
δ
1＋δ ＋f′A；α是非汽车产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β是非汽车

产业部门产出对劳动力的弹性； dYY 、 dLL 和 dA
A 分别 是 总

产出、劳动力和汽车产业部门产出的增长率； A
Y 是汽车产

业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 1
Y 是省内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占GDP的比例，将固定资产投资视同于资本存量的增

量（dK），dK在统计资料中并不存在，但它非常近似于投资

（I），因此常用的作法是以I代替dK。
为了分离出汽车产业对非汽车产业的溢出作用和部

门间相对要素生产率差异δ， 仍然遵循着菲德模型的设计

思想。定义非汽车产业部门产出对汽车产业部门产出的弹

性θ（即外溢作用的参数）为：θ＝ dN/N
dA/A =f′A·

A
N ，即f′A=θ·

N
A ，

则可求得：

dY
Y =α（ I

Y ）+β（ dLL ）+［ δ
1+δ +θ（

N
A ）］（ dAA ）（ AY ） （3）

将Y=N+A代入，并调整可得：

dY
Y =α（ I

Y ）+β（ dLL ）+（ δ
1+δ －θ）（

dA
A ）（ AY ）＋θ（ dAA ）（4）

将一个常数项和随机误差项代入方程（2）和（4），转化

为本研究需要的回归方程：
dY
Y =c1+α（

I
Y ）+β（ dLL ）+γ（ dAA ）（ AY ）+μ1 （5）

dY
Y =c2+α（

I
Y ）+β（ dLL ）＋（ δ

1+δ －θ）（
dA
A ）（ AY ）＋θ（ dAA ）＋μ2

（6）
通过对方程（5）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可以得到汽车产

业部门对湖北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对方程（6）中的θ和δ
进行估计，可以得到汽车产业部门对非汽车部门的溢出效

应（θ）和相对边际要素生产率差异（δ）的值。

4 实证研究

4.1 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1995~2006年的湖北省汽车工业有关数据作

为样本数据。 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和《中国汽

车工业年鉴》。 运用的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如下:
（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dY/Y）。 湖北省地区生产总

值（GDP）数据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利用年鉴中的可比

价GDP计算增长率。 计算公式为：各年GDP增长率=（各年

的可比价GDP-1995年的GDP）/1995年的GDP。
（2）投资占GDP的比重（I/Y）。 投资I是用历年湖北省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的。 为了具有可比性，这里的地

区生产总值Y和I均采用当年价格计算，与计算GDP增长率

略有不同。 计算公式为：I/Y=湖北省当年I值/湖北省当年

GDP。
（3）劳动增长率（dL/L）。 劳动（L）采用《湖北统计年鉴》

中的职工工资总额和指数。利用职工工资增长指数把湖北

省职工工资总额转化为1995年不变价格， 使其具有可比

性。 计算公式： 劳动的增长率=湖北省各年的职工工资总

额/1995年的职工工资总额-1。
（4）汽车产业增长率（dA/A）。 湖北省汽车产业的产出

（A）采用《中国汽车工业年鉴》中湖北汽车工业的生产 总

值，并利用价格指数，折算成1990年可比价格。 计算公式

为：汽车产业部门产出增长率（dA/A）=各年的汽车产业生

产总值/1995年的汽车产业生产总值-1。
（5）汽车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A/Y）。 为具可比性，

汽车产业总产值和湖北省的GDP都采用当年价。 计算公式

为：汽车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A/Y）=当年A值/当年Y
值。

整理得到的原始数据见表1。

数据来源：根据《湖北统计年鉴》和《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数据整理

所得。

年份

解释变量

dY/Y I/Y dL/L dA/A A/Y （dA/A）·（A/Y）

1995 0.0000 0.3918 0.0000 0.0000 0.0933 0.0000

1996 0.1155 0.3938 0.0003 -0.0043 0.0784 -0.0003

1997 0.2483 0.3793 0.0004 0.1880 0.0819 0.0154

1998 0.3561 0.3953 0.0003 0.6709 0.1056 0.0709

1999 0.4612 0.4032 0.0006 0.5642 0.0954 0.0538

2000 0.5867 0.4010 0.0010 0.9562 0.1086 0.1039

2001 0.7273 0.3999 0.0013 1.9180 0.1480 0.2839

2002 0.8865 0.4024 0.0009 3.1717 0.1949 0.6183

2003 1.0698 0.3959 0.0012 2.6117 0.1494 0.3903

2004 1.3017 0.4183 0.0015 3.0111 0.1402 0.4221

2005 1.5802 0.4348 0.0016 3.0598 0.1226 0.3750

2006 1.9208 0.4712 0.0016 4.2985 0.1376 0.5914

表1 原始数据

4.2 参数估计

根据方程（5）和（6），对我省1995～2006年间汽车产业

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影响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

行回归分析。
首先，对方程（5）的估计。 将数据输入SPSS软件，将变

量强行全部进入模型，得到回归结果见表2。 模型1的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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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0.956，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37，拟合良好；F统计

量对应的显著性概率远小于0.1， 通过方程显著性检验；常

数项、X1、X2、X3的t统计量对应的显著性概率小于0.1，通过显

著性检验。 在模型1中，X3的标准化系数（即汽车产业对湖北

经济增长的总贡献）为0.253。 这说明湖北经济每增加一个

单位的产出，其中有0.253个单位来自汽车产业的贡献。
表2 对方程（5）强行进入的回归结果

Model 1

标准回归系数 T 值 显著性概率

常数项 -3.692 0.008

X1： I/Y 0.426 3.606 0.009

X2： dL/L 0.405 2.885 0.023

X3：(dA/A)(A/Y) 0.253 2.012 0.084

R2 0.956

调整后 R2 0.937

F 统计量 50.450 0.000

然后，对方程（6）的估计。 将数据输入SPSS软件，采取

后向逐步回归法，回归结果见表3，得到模型2和模型3。 模

型2的可决系数为0.992，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87，拟合

良好；F统计量对应的显著性概率远小于0.1， 通过方程显

著性检验；X3、X4的t统计量对应的显著性概率小于0.1，通

过显著性检验， 但常数项和X1、X2的t统计量对应的显著性

概率大于0.1，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通过调整，去除变量

X1、X2，后，模型3的可决系数为0.991，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

0.988， 拟合良好；F统计量对应的显著性概率小于0.1，t统
计量都通过相应的显著性检验。 但在两模型中，X4的标准

化系数（即汽车产业对其它产业的溢出效应）基本一致，为

2左右。 这说明汽车产业对其它产业的渗透力较强。

4.3 结果分析

（1）由对方程（5）修正后的回归结果可见汽车产业对

湖北经济增长的总效应，这说明汽车产业是推动湖北经济

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与湖北汽车产业的支柱地位是

相匹配的。但从对方程（5）的回归分析结论也不难看出，投

资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显著。 分析其原

因，一方面是因为投资增大，扩大了内需，刺激了经济的增

长；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劳动力投入中隐含了技术进步的

作用，因为从《湖北统计年鉴》可以看出，就业人员的绝对

数量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增长。说明同样的从业人员创造了

更多的GDP，劳动力的素质有明显提高，这与湖北省的教

育强省地位相适宜。

（2）由对方程（6）修正后的回归结果可见汽车产业部

门对非汽车产业部门的溢出效应，由此可计算出相对边际

要素生产率差异。这表明汽车产业对经济增长间接作用为

正，汽车产业对其它产业具有较大的正溢出效应，汽车产

业部门的相对边际要素生产率高于非汽车产业部门的边

际要素生产率。

5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汽车产业对湖北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表现为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主要是汽车产业的发展对

湖北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 间接效应表现

为产品关联效应、服务关联效应、技术关联效应和劳动关

联效应。

（2）按照菲德模型的分析原理，可以推导建立汽车产

业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对模型参数的估计，可以得到

汽车产业部门对湖北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对模型参数的

θ和δ的估计，可以得到汽车产业部门对非汽车产业部门的

溢出效应。

（3）通过对湖北省1995~2006年的汽车工业有关数据进

行的实证研究，可知汽车产业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具有正向

溢出效应，汽车产业对湖北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0.253，对

非汽车部门的溢出效应约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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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2 Model 3

标准回归系数 T 值 显著性概率 标准回归系数 T 值 显著性概率

常数项 -0.907 0.400 2.847 0.022

X1： I/Y 0.088 1.045 0.336

X2： dL/L 0.015 0.149 0.886

X3：(dA/A)(A/Y) -1.084 -4.148 0.006 -1.251 -9.084 0.000

X4： dA/A 1.914 5.248 0.002 2.156 15.660 0.000

R2 0.992 0.991

调整后 R2 0.987 0.988

F 统计量 188.163 0.000 419.587 0.000

表3 对方程（6）后向逐步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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