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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提供了研究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影响的数量方法.根据 1980年

到1998年的统计数据 ,建立了回归模型来衡量建设推动力对中国 GDP 增长中的影

响.它的结果不仅提供了分析建设推动力的数量模型 ,而且对于正确认识建筑业和基

础设施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横向比较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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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检索和变量定义

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的强大推动因素.落后的基础设施将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 ,

这意味着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同样也应该超前经济发展阶段而发

展 ,为经济增长储备后劲.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在今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保持高增长.据世

界银行 1995年估算 ,今后 10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投资 7 000亿美元 , 以缓解经济进一步

高速增长的瓶颈.同时它是一个刺激经济增长的反循环的工具.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
济衰退的时期 ,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

支配收入 ,扩大内需;另一方面直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 ,并为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储存物质

基础.例如 ,1998年 ,为了保证国内生产总值 8%的增长率 ,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

了1 000亿元投资 ,当年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最终 1998年GDP(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率为 7.8%.这是中国政府在亚洲经济危机后恢复经济 ,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西方国家的大量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Hudson 和

Haas[ 1]提出了一个计量模型以证明美国和加拿大的GNP与公路密度有线性相关关系.Kessides

和 Ingram[ 2]检验了基础设施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他们发现

在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在国家投资中占很大比率.在这些国家中 ,约 20%投资用于

基础设施建设.Walker和 Smith[ 3]发现在那些发展中国家 ,例如 ,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迅速成长 ,已经超越了基础设施的支撑限度 ,急需基础设施来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些研究

通常被用来作为决定建设投资规模的重要参考.

尽管大量的文献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 ,但是 ,在中国却尚未建立建设投
资与经济发展的数量关系模型.中国发展研究院[ 4]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中 ,固定资产

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 ,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

手段.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 ,但是 ,这些研究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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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中国一直并持续将建设投资作为加速经

济增长的手段.因此 ,急需一个可计量的模型来评估建设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通过建

立建设推动力对中国 GDP 作用的模型 ,本研究将阐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和推动水平.
在本研究中 ,“建设推动力”这一概念被定义为一定水平的建设投资所推动的 GDP 的增长

量.“建设投资”指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用于固定资产的建造和安装的投资 ,其概念大于建筑业
的投资.它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建筑与机械设备的安装两部分投资.建筑工程包括各种房屋
(厂房 、仓库等)、建筑物(桥梁 、电站等)等建造工程;管道(石油 、煤气 、给排水等)、输电线的敷

设工程;矿井的开凿以及石油 、天然气的钻井工程;炼钢炉的砌筑工程;水利工程等.设备安装
工程主要指包括生产 、动力 、起重 、运输 、传动以及医疗 、试验等各种需要安装的机械设备的装

配和装置工程;对设备进行的试运行工作等 ,不包括安装设备本身的价值.
GDP 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

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 ,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
活动的总量.FAI 是反映经济活动中资源投入水平的综合指标 ,因此在本研究中 ,它被用来衡

量广义的投资活动(所有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活动)对国民经济的推动力水平.由于 FAI 组成

中还包括建设投资以外的投资 ,因此很难单独用 FAI 来反映建设推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中国 ,FAI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 、更新改造投资 、房地产开发投
资和其它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 5] .基本建设投资(CCI)是进行建筑 、购置和安装大型固定资产
的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其它经济活动投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本建设投资数据指的是投

资50万元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基本建设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是国民经济各
部门扩大再生产 、提高社会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合理配置生产力 ,建立合理产业结构

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中国 ,基本建设投资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投资.基础设
施可以被广泛地定义为: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支撑服务与设施.在本研究中 CCI 被用

来考察主要的 、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推动力作用.

另外一个被选择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推动力作用的变量 ,是固定资产
投资中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它是指各种房屋 、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

程投资.C&I代表了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 , 是一个衡量所有建设活动中资源投入
水平的合适的指标 ,因此它被用来考察全部建设投资对中国 GDP 的推动力作用.

2　数据采集

FAI , CCI , C&I 和GDP的量分别用 Q
FAI , QCCI , QC&I ,和 Q

GDP表示.1980年～ 1998年 Q
FAI ,

Q
CCI
, Q

C&I
,和 Q

GDP
的统计数据见表 1.

表 1　1980和 1998 年 FAI , CCI , C&I和 GDP的值

年份 QFAI QCCI QC&I QGDP 年份 QFAI QCCI QC&I QGDP

1980 911 559 —　 4 518 1990 4 517 1704 3009 18548
1981 961 443 690 4 862 1991 5 595 2116 3648 21618
1982 1 230 556 871 5 295 1992 8 080 3013 5163 26638
1983 1 430 594 993 5 935 1993 13 072 4616 8201 34634
1984 1 833 743 1218 7 171 1994 17 042 6437 10787 46759

1985 2 543 1074 1655 8 964 1995 20 019 7404 13173 58478
1986 3 121 1176 2060 10 202 1996 22 974 8611 15153 68594
1987 3 792 1343 2476 11 963 1997 24 941 9917 15614 74772
1988 4 754 1574 3100 14 928 1998 28 458 11904 —　 79553
1989 4 410 1552 2995 16 909 —　 —　 —　　 —　 —　

　　　注:①以当年价格计算 , 单位为 1亿元人民币;②本文图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 , 1997 , 1998).

113第 4期 黄　聪等:中国建设推动力的计量模型与分析研究



GDP ,FAI ,CCI 和 C&I的增长率本文分别记为 G
GDP , GFAI , GCCI和 G

C&I ,指的是被统计年份

这些变量超过上一年的百分比.1980年 ～ 1998年 G
GDP
, G

FAI
, G

CCI
和 G

C&I
的值如表2所示.

表 2　FAI , CCI , C&I和 GDP的增长率

年份 GFAI GCCI GC&I GGDP 年份 GFAI GCCI GC&I GGDP

1981 5.5 -20.8 —　 7.6 1990 2.4 9.8 0.5 9.7
1982 28.0 25.4 26.3 8.9 1991 23.9 24.2 21.2 16.6
1983 16.2 6.9 14.0 12.1 1992 44.4 42.4 41.6 23.2
1984 28.2 25.1 22.6 20.8 1993 61.8 53.2 58.8 30.0
1985 38.8 44.6 36.0 25.0 1994 30.4 39.5 31.5 35.0
1986 22.7 9.5 24.4 13.8 1995 17.5 15.0 22.1 25.1
1987 21.5 14.2 20.2 17.3 1996 14.8 16.3 15.0 17.3
1988 25.4 17.2 25.2 24.8 1997 8.6 15.2 3.0 9.0
1989 -7.2 -1.4 -3.4 13.3 1998 14.1 20.0 —　 6.4

　　　注:以当年价格计算 ,单位为%.

本研究将 Q
FAI , GFAI , QCCI , GCCI , QC&I和 G

C&I作为研究变量来建立对 GDP 增长的建设推动

力模型.这些变量对 GDP 的增长有很强的关联性 ,这样的推动力作用代表了建设资源投入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而且以前的一些研究对于决策者来说很难直观地了解基础设施投资和
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定量影响.本研究采用一种简单但非常有效的模型方法来表达建设投

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对地方经济的推动力.

3　建设推动力模型的建立

3.1　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

　　线性回归分析是一种有效的模拟 2个变量的线性相关性的方法.在本研究中应用线性回
归方法来研究建设推动力变量 FAI , CCI , 和 C&I 与 GDP 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

将 Q
FAI作为影响 Q

GDP增长的唯一变量 , 相关程度用 Q
FAI和 Q

GDP的线性相关系数 RFAI-GDP

来检验.根据统计学相关分析原理 ,和表 1所列有关数据 ,相关系数可以计算得到
　　RQ

FAl
-Q

GDP =0.996 5 , RQ
CC l
-Q

GDP =0.996 5 , RQ
C&l
-Q

GDP =0.996 5

它们的相关系数几乎接近 1 ,这有力地证明了 Q
FAI , QCCI , QC&I ,和 Q

GDP之间存在高度的

线性相关关系.

3.2　建设推动力变量对GDP的贡献和贡献率

在以往大多数研究中 ,通常是通过计算自变量占因变量的比例来分析自变量的影响和价
值.在本研究中 , QFAI , QCCI和 Q

C&I分别占据 Q
GDP一定的份额 ,这些变量在检测期 1980年 ～

1998年间每年所占据的GDP份额的平均数分别是 29.10%, 11.64%和 19.23%.
为了分析这些建设推动力变量自身增长对GDP 增长的影响 ,引入建设贡献 P 和建设贡献

率 PR 两个系数.某一年的建设贡献 P 可以表达为这些建设推动力变量的增量除以上一年

Q
GDP的值 ,以百分数形式表达.P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P i
t =
(Q

i
t -Q

i
t-1)

Q
GDP
t-1

×100%

式中 ,P
i
t 表示建设推动力变量i 在 t年的贡献;Qt

i
表示 t年的建设推动力变量 i 的值;Q

i
t-1表示

t-1年的建设推动力变量 i 的值;QGDP
t-1表示 t-1年的 GDP 值.

建设贡献率 P R表示检测期当年的建设贡献占据的 G
GDP
的百分比.P R可以通过以下公式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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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i
Rt=

[(Qi
t -Q

i
t-1)/Q

GDP
t-1]

G
GDP
t

×100%=
p
i
t

G
GDP
t
×100%=

Q
i
t-Q

i
t-1

G
GDP
t -G

GDP
t-1
×100%

式中 ,P
i
Rt表示建设推动力变量 i 在 t 年的贡献率;G

GDP
t 表示 t年的GDP 增长率.

根据表1和 2所列建设推动力变量和 Q
GDP , GGDP的数据 ,和以上介绍的计算方法 ,1981年

～ 1998年之间各年 P 和P R值及各阶段平均值如表3所示.
表 3　FAI , CCI , C&I对 GDP的贡献和贡献率(1981年～ 1998 年)　　　%

年份 PFAI PCCI PC&I PFAI
R PCCI

R PC&I
R

1981 1.11 —　 —　 14.54 　　　　— 　　　　—
1982 5.54 2.32 3.73 62.32 26.05 41.94
1983 3.77 0.73 2.31 31.21 6.03 19.10
1984 6.79 2.51 3.78 32.58 12.05 18.14
1985 9.91 4.62 6.11 39.61 18.47 24.42
1986 6.44 1.13 4.51 46.65 8.22 32.65
1987 6.58 1.64 4.08 38.12 9.49 23.63
1988 8.04 1.93 5.22 32.44 7.80 21.04
1989 -2.30 -0.15 -0.70 -17.34 -1.14 -5.30
1990 0.63 0.90 0.08 6.51 9.28 0.86
1991 5.81 2.22 3.44 35.10 13.42 20.81
1992 11.50 4.15 7.01 49.51 17.86 30.19
1993 18.74 6.02 11.40 62.43 20.04 37.99
1994 11.46 5.26 7.46 32.74 15.02 21.32
1995 6.37 2.07 5.10 25.41 8.25 20.37
1996 5.05 2.06 3.39 29.21 11.93 19.57
1997 2.87 1.90 0.67 31.84 21.14 7.46
1998 4.70 2.66 —　 73.57 41.56 —　

平均值 6.28 2.47 4.22 34.80 14.44 20.89

3.3　建设推动力系数和建设推动力模型的建立

贡献 P 和贡献率PR是静态指标 ,它们反映的是这些建设推动力变量自身的增长所产生的

对GDP 增长的贡献.实际上 ,建筑业 、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是涉及面极广 、体系性很强 、具有
极大带动性的产业.为了从数量上分析这些建设推动力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完整的全面的推动
作用 ,本研究中引入建设推动力系数 D.建设推动力系数指的是随着建设推动力变量增减 1个

单位 , GDP增减的百分数.模型的建立和建设推动力系数的引入有一个假设条件 ,即这些建设
推动力变量分别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变量 ,而消费水平 、进出口 、生产率 、管理 、现存机械设
备的使用率保持不变.FAI , CCI 和 C&I的建设推动力系数可以分别用 D

FAI , DCCI和 D
C&I来表

示.D 是检验这些变量对GDP 推动力大小的动态指标.

图 1　FAI对 GDP 的建设推动力模型(1981 年
～ 1998 年)

将 G
FAI作为影响 G

GDP的自变量 , GGDP
R 作为因变

量 , G
FAI
对 G

GDP
的建设推动力模型可以由以下线性

回归方程表达:
　　GGDP=αRG

FAI+βR

根据表3所列数据和最小二乘法计算得模型:
　　GGDP=0.348 3GFAI+0.098 7 (1)
该模型也可以用图 1进行描述.变量之间的相

关系数可得:
　　RG

FAI
-G

GDP =0.68

表明 G
GDP和 G

FAI 高度相关.在回归分析中 ,除
了用相关系数检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以外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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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F 检验来线性回归方程和数据的拟合度.

应用 F 检验 , 线性回归方程的 0假设为:
　　H0:βR =0.

F 检验可以在G
GDP

-G
FAI
方差分析表上进行.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 α=0.01下 ,查表得 F (1 ,16)=8.53 ,计算得 F =13.473(表5).由于
F >F (1 ,16),因此拒绝 H0 ,说明回归方程显著 , G

GDP和 G
FAI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也即是说有

99%的把握接受线性相关模型(1).运用该模型 ,可以看出FAI对GDP 的建设推动力系数D
FAI

是0.348 3 , 表明如果 G
FAI增长 1%, 将推动 G

GDP增长0.348 3%.
表5　GGDP GFAI 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回归 5.320×10-2 1 5.320×10-2

残差 6.318×10-2 16 3.949×10-3

总和 0.116 17 —
13.473

　　同理 ,CCI和C&I对GDP的建设推动力模型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获得.G
CCI
和 G

C&I
与 G

GDP

的线性回归模型可以由以下方程表达:
　　GGDP =0.323 3 G

CCI +0.111 5 (2)

　　G
GDP

=0.356 5 G
C&I
+0.108 6 (3)

模型(2)和模型(3)也可以用图 2 、图 3进行描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得:
RG

CCI
-G

GDP =0.69 , RGC&I
-G

GDP =0.71 , 表明 G
GDP和 G

CCI , GC&I高度相关.同时采用 F检验来

线性回归方程和数据的拟合度(表 6 ,表 7).

图 2　1981年 ～ 1998年CCI对 GDP的 　　　　图 3　1982 年 ～ 1997 年C&C 对 GDP的

建设推动力模型 建设推动力模型

表6　GCCI GGDP 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回归 5.503×10-2 1 5.503×10-2

残差 6.134×10-2 16 3.834×10-3

总和 0.116 17 —
14.354

表7　G
CCI

G
GDP
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回归 4.627×10-2 1 4.627×10-2

残差 4.506×10-2 14 3.219×10-3

总和 9.133×10-2 15 —

14.375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1下 , F均大于Fα(1 , n-1),因此拒绝 H0 ,说明回归方程显著 ,

G
GDP和 G

CCI , GC&I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也即是说有99%的把握接受线性相关模型(2),(3).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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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模型 ,可以看出 CCI ,C&I对GDP 的建设推动力系数 D
CCI和 D

C&I是0.323 3 , 0.356 5.表明如

果和 G
CCI , GC&I增长 1%, 将分别推动 G

GDP增长0.323 3%, 0.356 5%.

3.4　建设推动力强度系数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建设推动力变量的推动力大小和同一变量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力大

小 ,引入建设推动力强度分数进行分析.建设推动力强度 q 被定义为某一变量的建设推动力

系数和其占据GDP 份额的比值 ,即

　　q =D
i/S i

式中 ,D
i
表示某一变量i在某一阶段的建设推动力系数 ,S

i
表示某一变量i占据Q

GDP
的百分比.

由此可以排除推动力大小中不同变量份额因素的影响.如果 q >1 , 这表明某一变量在这

一阶段对GDP的推动力是积极的 ,超过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据的份额.相反 ,如果 q <1 , 则表

示推动力是消极的 ,少于变量自身占据GDP 的份额.建设推动力强度 q的值如表 8所示.
表 8　FAI , CCI和 C&I的建设推动力强度

变量 时期 / 年 D/% GDP 份额 Si/% 贡献率 P R/ % 推动力强度 q

FAI 1981 ～ 1998 34.83 29.10 34.80 1.20
CCI 1981 ～ 1998 32.33 11.46 14.44 2.82
C&I 1982 ～ 1997 35.65 19.23 20.89 1.85

4　模型的分析和总结

本研究将固定资产投资(FAI)、建设投资(CCI)和 基础设施投资(C&I)作为GDP 的建设

推动力变量.

表2证明 G
C&I的增长趋势和 G

GDP , GFAI , GCCI增长趋势一致.GFAI ,GCCI ,GC&I和 G
GDP之间有

着强烈的线性相关关系.这些事实表明固定资产投资 ,建设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直接影响着中

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建立 G
FAI , GCCI , GC&I和 G

GDP之间增长率线性回归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一.

FAI占据GDP 的份额 1980年 ～ 1998年平均值是 29.10%,CCI的份额是 11.46%, C&I的

份额是19.23%.占据GDP 的份额是从数量方面来考察上述某一变量在GDP中的重要性.但它

并不能反映某一变量对GDP增长的影响水平.贡献率 PR 可以用来表示这些变量的自我增长

对GDP 增长的贡献水平.但 PR是一个静态指标.基于表 3 ,FAI , CCI 和 C&I 在 1981年 ～ 1998

年间的年平均贡献率分别是 34.80%,14.44%和20.89%.这表明 1981年～ 1998年间 FAI , CCI

和C&I对中国GDP 的贡献平均值超过它们占据GDP份额的平均值.

动态指标建设推动力系数 D 用来分析这些变量对GDP 增长的完整推动力.用百分数表示

的 D 可以解释为在中国GDP增长中由FAI , CCI 和 C&I推动的百分比 ,亦即有百分之多少的

GDP 增长是由这些变量产生的推动力所带来的.FAI , CCI 和 C&I 在考察期内的 D 分别为

34.83%,32.33%和 35.65%.这说明在 GDP 增长率中的 34.83%, 32.33%和 35.65%是由于

FAI , CCI 和 C&I 分别产生的推动力带来的 , 它们可以直接(自身的增长)或间接地(推动相关

因素的增长)推动GDP 的增长.

建设推动力强度 q 可以被用来进一步比较不同建设推动力变量的推动力大小.FAI , CCI

和C&I 的 q值均超过1 ,这证明FAI , CCI 和C&I对GDP 推动力作用是积极的.C&I的建设推动

力占据 GDP 份额的近 3倍.因为 C&I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所有的基础设施投资 ,所以这

一数据比较有力地说明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的推动力.代表所有建设活动投

117第 4期 黄　聪等:中国建设推动力的计量模型与分析研究



资的 C&I的 q 值达到了 1.85 , 证明了建筑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和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较大拉动

作用.对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 ,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将对建筑业形成旺盛的需求 ,建筑

业仍将以高于GDP 增长的速度增长.q 值可以证明这些建设推动力变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

发挥着驱动力的作用.

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在过去的近 20年中 ,建设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经济

快速增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为了尽可能地发挥这些建设推动力变量对经济发展的潜力 ,合理

的基础设施和建设工程投资 、计划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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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and Modeling the Construction-Drive of China

Huang Cong1　Li Qiming1　Shen Liyin2

(1College of Civi l Engineering , Souteast Unviersity , Nanjing 210096)

(2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for examining the driving impacts f rom infras-
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1980 to 1998), regression models are developed to show the construction-drive to the Chinese GDP

growth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reform since beginning of 1980s.The results

not only provide the findings of demonstrating the construction-drive to the Chinese GDP growth ,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comparing the construction impacts to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China;construction-drive;GDP growth;fixed assets investment;capital construction in-

vestment;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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