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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分析


———以我国黑龙江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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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利用ＨＰ滤波法对林业产出、林业资本、林业劳动、林业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林业生态政策进行趋势成分剥离，
从而得到相应的波动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分析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的影响，并

以我国黑龙江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黑龙江省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具有明显的熨平效应，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熨平效应愈加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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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进入了长时期快速增长

的轨道，但是快速增长的波峰与低速增长甚至负增

长的波谷交替出现形成了经济波动，而大幅度的经

济波动会影响经济的平稳发展。现代经济增长理

论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熨平

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１］。林业作为一种集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于一体的特殊产业，其发

展一直受到国家及全社会的关注，在林业经济发展

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经济波动的情况。林业经济

波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稳定性，受政策影响较

大［２］。特别是１９９８年以后，国家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和禁止天然林
采伐的政策。受这些政策的影响，该阶段林业经济

波动状况较为复杂。同时，林业产业结构升级能显

著促进林业经济的平稳发展，是熨平林业经济波动

的关键因素。因此，受该阶段政策环境的影响，林

业产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变得复

杂多变。为了准确地衡量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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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波动的影响效果，进行定量研究就更有意

义，可以阶段性地反映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

济波动影响的动态变化。由于我国各省林业资源

总量及分布状况不同，相应林业经济发展情况和林

业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选择全国作

为研究对象只能笼统反映全国总体林业产业结构

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影响的动态变化，无法针对各

个省份不同的林业发展状况提出针对性对策，因此

选择省域作为研究对象能更加具体地展示林业产

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影响的阶段性变化，同

时也可以根据计量结果提出促进林业发展的特定

对策。我国黑龙江省虽是林业资源大省，但林业经

济一直以粗放式发展为主，依靠传统高投入驱动所

带来的林业产业结构红利逐渐减少，成为制约黑龙

江省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林业经济平稳发展的主

要因素，林业经济波动也因此更加复杂多变。本文

选择黑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更具代表性，可以具体

反映转型期省份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

动的影响情况，研究内容也可为其他处于林业经济

转型期的省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据此，本

文选择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的相关数据，以黑龙江省为
例分析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的影响

情况，可以为全国林业产业结构升级与林业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提供理论支持，对促进林业经济的平稳

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１　现有研究简述

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费舍尔开始，国
外学者进行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波动影响的相关

探讨［３］，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冲击

作用和稳定作用 ２个方面。在冲击作用方面，
Ｋｕｚｎｅｔｓ［４］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
原因，各产业之间相互关联、各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影

响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推动力；Ｍｉｃｈａｅｌ［５］利用２８
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的数据，验证了产业

结构变动会导致产出波动。在稳定作用方面，Ａｌｃａｌａ
等［６］研究发现，美国自１９５０年以来产业结构的转变
为经济波动程度的减弱带来了近 １／３的贡献率；
Ａｌｅｓｓｉｏ基于美国１９６０—２００５年的数据，运用投入产
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动能降低

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３２％［７］。

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更多地是在国外理论研

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２０００年以前大多
侧重理论分析与定性研究。周大白［８］认为产业结构

变动是降低经济波动的一个关键所在；吕小康［９］认

为经济波动要受到产业结构变动的强力牵制。２０００
年以后，从宏观经济视角定量分析两者关系的研究逐

渐深入。王筱欣等［１０］构建了一阶差分ＧＭＭ模型，研
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能有效减少经济波动；吕一

清等［１１］构建了产业结构内生化的 ＤＳＧＥ模型，研究
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能够起到抑制经济波动的作

用。在林业方面，高阳［１２］运用多部门经济模型进行

实证分析发现，林业产业结构变动能够减少林业经济

波动。

综上，尽管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

一定成果，但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国家宏观经济方

面，从特定产业的视角展开研究并不多见，从林业产

业方面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的文献更少；研

究方法也大多使用固定参数模型，而产业结构升级对

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变化较大，使用固定参数模型不

能很好地衡量这种影响的动态演变过程。基于此，本

文将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动态分析林业产业结构升级

对林业经济波动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以期为促进林业

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２　研究方法及指标测算

２１　理论模型
罗默认为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是由资本和劳动的

投入增加贡献的，钱纳里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带来

产出的较大增长，本文将对其观点进行融合。同时，

林业作为一种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于一体的产业，

其经济增长不仅受到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劳动投入

的影响，受林业政策的影响也较大。林业政策可以分

为林业经济政策和林业生态政策２个方面，但由于林
业经济政策主要体现为林业投资的增加，也就是林业

资本的增加，而该内容已在林业资本指标中得到体

现，因此本文所指林业政策仅反映林业生态政策的

内容。

本文将林业资本、林业劳动、林业产业结构升级

以及林业生态政策４个指标纳入模型。当上述指标
发生变化时，就会对林业产出造成冲击，引发林业经

济波动［１３］。假定林业产出由趋势成分与波动成分构

成，并采用 ＨＰ滤波法测算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其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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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标同理。基于此，将上述指标的趋势成分剥离

后，得到如下模型：

槇Ｙｔ 槇＝ｃ＋ａＫｔ＋β槇Ｌｔ＋γ槇Ｗｔ＋槇Ｐｔ＋槇μｔ （１）

　　 式中，槇Ｙｔ，槇Ｋｔ，槇Ｌｔ，槇Ｗｔ，槇Ｐｔ分别为林业产出、林业资
本、林业劳动、林业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林业生态政策

的波动指标，ｃ为常数项。若 γ显著为负，说明林业
产业结构升级越快，林业经济波动幅度越小，林业产

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有熨平效应；若γ显著为
正，说明林业产业结构升级越快，林业经济波动幅度

反而越大，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有杠杆

效应［１４］。

２２　ＨＰ滤波法
泰勒认为经济周期波动是用相应经济指标的时

间序列对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来衡量的。本文

沿用该定义界定林业指标波动，并使用 ＨＰ滤波法进
行波动指标测算。该方法把产出分为趋势成分和波

动成分，通过最小化下式进行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

分解：

∑
Ｔ

ｔ＝１
（ｌｎＹｔ－ｌｎＹｔ）＋λ∑

Ｔ＝１

ｔ＝２
［（ｌｎＹｔ＋１－ｌｎＹｔ）－

（ｌｎＹｔ －ｌｎＹｔ－１）］
２ （２）

　　式中，ｌｎＹｔ表示各期实际值的对数值；ｌｎＹｔ 表示

该值的趋势成分；（ｌｎＹｔ－ｌｎＹｔ）表示该值的波动成
分；λ表示惩罚因子，本文采用年度数据，因此λ取值
为１００。
２３　状态空间模型

由于本文样本数据涵盖的时间较长，在此期间我

国林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用固定参数模型

很难全面衡量其动态作用，因此对式（１）进行修正，
构建状态空间模型来动态分析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对

林业经济波动影响的阶段性特征［１５］。

量测方程：

槇Ｙｔ＝ｃ０＋ｓｖ１ｔ槇Ｋｔ＋ｓｖ２ｔ槇Ｌｔ＋ｓｖ３ｔ槇Ｗｔ＋ｓｖ４ｔ槇Ｐｔ＋μｔ（３）
　　 状态方程：

ｓｖｉｔ＝ｃｉ＋λｉｓｖｉｔ－１＋ηｉｔ　（ｉ＝１，２，３，４） （４）
　　 其中，ｓｖ１ｔ，ｓｖ２ｔ，ｓｖ３ｔ，ｓｖ４ｔ分别代表林业资本、林业
劳动、林业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林业生态政策指标所对

应的状态向量，μｔ和 ηｉｔ为均值是０且彼此独立的随
机扰动项，ｃ０和ｃｉ是常数项。

２４　指标测算
林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指林业产业结构随着林业

经济的不断发展而相应发生规律变化的过程。本文

用林业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度量林

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该值越大说明林业服务化程

度越高，即林业产业结构越高级［１６］。选取“林业总产

值”“林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林业系统年末人

数”指标反映林业产出、林业资本和林业劳动要素。

我国林业生态政策的目的在于保护、改善与持续利用

自然资源与环境，而通过天然林保护工程和植树造林

等方式减少林地面积的破坏便是林业生态政策的一

项主要内容。“林地面积”指标能直观地反映林业生

态政策实施的效果，因此用“林地面积”指标来反映

林业生态政策要素。为消除异方差影响，数据取对

数。然后通过 ＨＰ滤波法对林业产出、林业资本、林
业劳动、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林业生态政策的波动指

标进行测算。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状态空间模型的参数估计
本文使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数据，采用 ＡＤＦ检验方

法对各波动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各指标 Ｐ值
均小于００５，由此可得所有指标都是平稳的。进一

步根据式（３）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发现 槇Ｌｔ
指标检验不通过，说明林业劳动波动指标对林业经济

波动的影响不够显著，因此剔除 槇Ｌｔ指标后重新进行
估计，检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

指标 估计值 标准误差 ｔ值 Ｐ值

ｃ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９９４

ｃ２ －５５７８ ０３３０ －１６９１０ ００００

ｓｖ１ｔ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１ －２０４５ ００４１

ｓｖ２ｔ －０７８８ ０１９７ －３９９８ ００００

ｓｖ３ｔ １８９８ １０３２ １８３９ ００６６

由表１可知，测量方程和状态方程均通过检验，
相应的测量方程如式（５）所示，变参数估计值如表２
所示。

槇Ｙｔ＝－５５７８＋ｓｖ１ｔ槇Ｋｔ＋ｓｖ２ｔ槇Ｗｔ＋ｓｖ３ｔ槇Ｐｔ＋μ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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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结果分析
从表２可以看出，林业资本、林业产业结构升级

和林业生态政策指标的影响系数均呈现频繁波动，这

说明这３个指标对林业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稳定，而
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状态。

表２　变参数估计值

指标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ｓｖ１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 １０２２ ０１８６ ００４２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０ －０１１４

ｓｖ２ｔ ００００ －２３１０ －２３１０ ２８２７２ ４７６５ ３８０４ ０４５７ ０３４７ ０１３１ －０６１７

ｓｖ３ｔ ００００ ０４６２ ０４６２ １５３２３３ ３４９６２ ２６９４５ ８７５４ １１０８４ １３５２０ ４３７６

指标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ｓｖ１ｔ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２

ｓｖ２ｔ －０７６９ －０７７５ －０７７３ －０７７９ －０７７５ －０７９７ －０８１９ －０７９１ －０７６９ －０７７０

ｓｖ３ｔ １９４４ １７９６ １９１８ １８５５ １９２２ １９６８ ２０５５ １９７８ １８８４ １８６９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林业资本、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和
林业生态政策指标的影响系数均无明显变动，说明林

业资本、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林业生态政策指标对林

业经济波动的影响也较为稳定。大体上看，林业资本

和林业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影响系数表现为负值，林

业生态政策指标的影响系数表现为正值，说明林业资

本投入指标和林业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对林业经济波

动呈现出熨平效应，而林业生态政策对经济波动呈现

出杠杆效应。

２００１年林业资本、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林业生
态政策指标的影响系数发生突变，均达到最大值。其

中，林业资本和林业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影响系数由

负转正，分别由－００２８变为１０２２，由 －２３１０变为
２８２７２；林业生态政策指标的影响系数由０４６２上升
至１５３２３３。究其原因应该是：随着６大林业重点工
程在黑龙江省的陆续实施，２００１年林业生态政策对
林业经济波动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值，杠杆效应达到

最高峰；同时受林业生态政策的影响，林业资本投入

和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在短

时间内由抑制作用变为促进作用，二者的杠杆效应也

达到了最大力度。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林业资本、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和
林业生态政策指标的影响系数变动较为复杂。林业

资本指标的影响系数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下降，在２００４年
由正转负后继续降低，在２００６年达到－００３０。林业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影响系数呈持续下降趋势，从

４７６５降至０１３１。林业生态政策指标的影响系数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由３４９６２降至８７５４，之后开始上升，
在２００６年达到１３５２０。这主要是因为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黑龙江省林业外在环境相对复杂。我国 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加入世贸组织后，激烈的国内外竞争对林业经
济的冲击作用开始显现，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２００４年国家林业
局发布了《关于严格天然林采伐管理的意见》，这些

政策的实施使黑龙江省林业资本投入、林业产业结构

升级和林业生态政策对林业经济波动的作用变化较

为复杂。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林业资本、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和
林业生态政策指标的影响系数已经处于较平稳状态，

无明显波动。其中，林业资本指标的影响系数稳定在

－００９６附近，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林业生态政策指
标的影响系数分别稳定在 －０７８２和 １９１９附近。
这意味着随着林业外在环境的相对稳定，黑龙江省林

业经济平稳发展，林业产业结构稳定调整，林业资本

投入、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林业生态政策对林业经济

波动的影响变得较为稳定。

４　讨论与建议

４１　讨论
本文构建了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来分析林业

产业结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的影响情况，并以我国

黑龙江省为例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模

型中各参数估计结果均通过检验，各阶段林业产业结

构升级对林业经济波动的影响状况也与该阶段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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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实际情况和政策实施相符。这说明本文构建的

模型是有效的，能够较准确地反映林业产业结构升级

对林业经济波动影响的阶段性特征。林业产业结构

升级是熨平林业经济波动必不可少的因素，如何有效

地维持“调结构”与“稳增长”之间的平衡，是一个需

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后续可以在林业产业结构

升级熨平林业经济波动的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更加

深入的研究。

４２　建议
第一，稳步推进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在巩固林业

第一产业的基础上，一方面发展非木质林产品加工

业，推进林业第二产业向次级产业转变；另一方面发

展森林旅游业，扩大森林康养等服务业发展规模，加

大对林业第三产业扶持力度。第二，加大多元化资金

投入，为林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一方面，加大对林

业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的投资，发挥其保障民生的作

用；另一方面用林业产业投资政策作指引，利用市场

多渠道融资，支持国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以及个人

将资金投向林业领域。第三，减少对森林资源的采伐

和消耗力度，积极推进６大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在保
护自然资源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增加造林面积、提高森

林蓄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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