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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采用四川省 1978 年到 2009 年的耕地资源、GDP 数据对四川省耕地面积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四川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四川

GDP 增长 1%，将导致耕地面积减少 0.021%，但当耕地面积减少偏离均衡太大时，会有一个强有力的修正行

为，误差修正系数为-1.2024。研究表明耕地面积会趋于达到长期均衡状态，但这种平衡的获得，需要政府

部门进一步加强对耕地的保护，特别是要加强对建设占用耕地的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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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资源。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产业的蓬勃

发展，关于加强耕地资源保护的呼声也持续升温。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大部分耕地资源分布在丘陵和山

区，而优质耕地资源分布区也是经济增长、城市化高速发展地区，耕地被占用的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在

国内外粮食价格节节攀升、通胀高企和目前仍处在城市化早期阶段的大背景下，对四川耕地资源的变化及

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不仅可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对控制耕地资源的进一

步下降的政策制定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评价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我国、一些区域或省市的耕地资源的变化与经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的关

系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1-9]。但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等方面都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

方。有的文章只是对耕地面积变化与 GDP（或人均 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相关与回归分析[4-7]，

其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难以确定其长期均衡关系。在数据处理方面，有的文章没有对 GDP（或人

均 GDP）数据进行不变价格处理，或者是采用当年的 CPI 指数进行简单处理，这种数据处理方法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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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或人均 GDP）序列数据具有可比性。在研究内容方面，有的文章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即以 GDP（或人

均 GDP）作为发展的结果[8-10]。经济增长表现为一个长期的经济产出或收入不断增加的趋势，可以用 GDP

或人均 GDP 来衡量，但发展与增长不同，发展除了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生产方式和人们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另外，把耕地的减少等同于耕地的占用也不是很准确[6][10-11]。因为，从耕地

的变化看，有的年份是增加的，有的年份是减少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土地整理的加强，耕地面积大体

是占补平衡或略有增加，而耕地的减少除了建设占用外，还有自然灾害、退耕还林（草）等情况。而自然

灾害、退耕还林（草）等耕地减少情况在山区占有很大比例。另外，对四川经济增长与耕地变化之间关系

问题的研究还很少，更缺乏对四川经济增长与耕地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研究[7-8][12-13]，但由于四

川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已对粮食供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3]。因此有加强研究的必要，以便使人们更好地

认识四川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之间的关系和规律，更好地促进有限耕地资源的保护。 

二、四川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经济获得了较快增长，四川全省的名义 GDP（MGDP）由 1978 年的 184.61 亿元增

加到 2009 年的 14151.28 亿元，增长了 76.66 倍。不过，经过物价调整后的实际 GDP（GDP）更能反映实际

的经济表现和趋势。以 1978 年价格计算的 GDP 却只增长了 11.65 倍。1978 到 2009 年间，四川经济增长呈

现出先慢后加速的增长趋势，名义 GDP 增长的斜率比实际 GDP 大得多。在 1990 年之前，增长趋势比较缓慢，

之后开始加速，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后，增长势头更为迅速。 

随着经济增长、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城市化发展，四川耕地面积呈现逐年递减趋势，由 1978 年的 490.91

万公顷减少到 2009 年的 397.61 万公顷，年均净减少 2.92 万公顷。从耕地变化阶段看，1978 年到 1998 年

呈现缓慢减少趋势，期间年均净减少 1.97 万公顷；1999 年后，由于国家实行退耕还林（草）政策，耕地面

积呈现急剧减少趋势，据统计，1999 年—2009 年底，四川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 2832.4 万亩。1999 年到 2004

年，期间共减少 55.03 万公顷，年均净减少 9.18 万公顷。虽然退耕还林工作一直到目前都在执行，但自 2004

年开始，由于各级政府部门积极开展土地整理工作，耕地面积出现了小幅增加。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和耕

地面积大幅减少的双重冲击下，与耕地面积绝对量变化密切相关的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趋势则更为明显，人

均耕地面积由 1978 年的 0.07公顷下降到了 2009 年的 0.04 公顷，下降了 42.86%。 

三、数据、方法与模型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四川省的经济增长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关系的分析，寻找其变化规律，研

究和确定四川经济增长与耕地变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形式。在研究中，以 GDP 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

指标。选取的数据是四川省历年的 GDP和耕地面积(GD)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均来自四川省历年的统计年鉴,

分析周期为 1978 年到 2009 年。由于 GDP 数据与物价有关，为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本文以 1978 年不变价

格计算的物价指数对各年的 GDP 数据进行调整。在对四川省经济增长与耕地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时，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等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以期为四川省经济增长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找

到长期的均衡关系，并利用所估计的模型对四川耕地面积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未来变化情况进行预测。根

据上述分析和耕地面积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四川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设为以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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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D 为耕地面积；β0、β1为待估计参数；u为随机误差项。 

在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模型估计时，把上述幂指数函数转化为下述线性模型：

ULnGDPLnLnGD  � � 10 ��  

四、模型估计与检验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由于估计模型所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所以在估计模型时，首先应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因为利

用非平稳的数据进行模型估计会产生虚假回归问题，即受到增长或下降的趋势的影响而使估计的模型不能

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经过 ADF 检验，耕地面积、GDP 的原始序列、对数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其对数序

列 1阶差分序列只存在一个单位根，为平稳序列，因此耕地面积和 GDP 序列为 1阶单整序列(见表 1)。 

             表 1  四川耕地面积和 GDP 序列的 ADF检验 

原序列 ADF 5% 临 界

值 

差 分 序

列 

ADF 5% 临 界

值 

LNGD -2.4713 -3.5684 ΔLNGD -2.5492

1 

-1.9525 

LNGDP 0.2659 -3.5629 ΔLNGDP -4.3611 -3.5684 

（二）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由于现实经济中的时间系列通常是非平稳的，虽然可以通过对原序列的差分方法把非平稳序列转变成

平稳序列，但差分后会使原序列失去总量的长期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

需要用协整方法来解决此问题。通过单位根检验可知，四川省的耕地面积和 GDP 均为 1阶单整序列,因此可

采用 Engle和 Granger 于 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EG 检验）来检验耕地面积与 GDP 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EG 检验的步骤是，首先估计模型 ttt ubXaY   � ,得到残差序列 e，然后对 e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经

过计算，得到的检验模型(括号内为 t统计量，下同)为：  

                    

                （-5.9818） 

          R
2
=0.5619 D.W=1.9530 

由于t=-5.9918<-1.9525=ADF0.05，因此拒绝e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残差序列是稳定的，这表明耕地面

积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即说明了耕地面积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表明四

川耕地面积与GDP之间存在（1,1）阶协整关系。由于LNGD与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建立四川耕

地面积与经济增长（GDP）的长期均衡模型： 

21 6799.04228.102117.03684.1ln !! �!� �!� tttt LNGDLNGDLNGDPGD  

    （2.253） （-2.139） （9.401）  （-4.066） 

R
2
=0.9839  9821.0

2
�R   D.W=2.2287 F=529.72 

1ˆ1316.1ˆ !!�∀ tt ee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期                             （中国知网优先出版版本） 

经过检验，在5%显著性水平下，所估计模型的各回归系数都显著，模型拟合得很好，不存在序列相关

问题。该模型表明，四川省经济增长对耕地的长期弹性为-0.02117，即当期GDP增长1%，将导致耕地面积减

少0.021%。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的建模思想和检验，得到以下误差修正模型： 

121 2024.15704.057004.1 !!! !∀!∀�∀ tttt eLNGDLNGDLNGD  

      (4.089)    (-2.043)    (-2.756) 

R
2
=0.4114 3661.0

2
�R  D.W=2.0685 F=529.72 

 经检验，在 5%显著性水平下，该模型的变量均显著，不存在序列相关。从估计模型看，在短期内，虽

然经济增长与耕地面积变化没有显著关系，但前 1 期与当期的耕地面积变化是同向的，即前 1 期耕地面积

减少 1%，当期的耕地面积将减少 0.7616%，但减少比较多的话，会使下一年的占有耕地情况有所收敛或通

过一些途径增加耕地。从估计结果还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1.2024，这说明四川省耕地面积与经

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较大。 

（三）四川耕地面积变化的预测 

根据上述估计的长期均衡模型，可以对四川省耕地面积变化的历史数据进行拟合，以判断模型的预测

精度。根据模型进行动态预测时的平均绝对误差为0.019万公顷，平均绝对误差率为0.314%。根据模型进行

静态预测时的平均绝对误差为0.006万公顷，平均绝对误差率为0.104%。。因此，该模型的预测精度是很高

的。根据所估计的模型对1978年到2009年四川耕地面积的拟合值与实际值及其误差的比较见图1。 

 

 

 

 

 

 

 

图1  四川耕地面积1978—2009年实际值与模型拟合值比较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建立四川耕地面积预测模型：
0975.086.823 !�� GDPGD  

根据四川省委、省政府的远景规划目标，未来GDP年均增长8.8%，到2020年，全省GDP将达到22860亿元。

如果物价保持在2009年的水平，则以1978年价格计算的2020年GDP为3473.11亿元，如果2010年到2020年的

耕地面积变化按1978到2009年的趋势变动，则到2020年，四川的耕地面积为372.4万公顷。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随着经济增长，四川耕地面积将会进一步减少；四川耕地面积

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模型表明，四川省耕地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02117，即当期GDP增长1%，将导

致耕地面积减少0.021%；模型还表明，耕地面积的减少与其历史行为有关，前1年的耕地面积减少1%，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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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的耕地面积减少1.57%；但当耕地面积减少偏离均衡太大时，会有一个修正行为，误差修正系数为

-1.2024，这既说明四川省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较大，也表明前2年的耕地面

积减少1%，则当期的耕地面积将增加0.6799%。这也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社会演进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将由粗放型过渡到集约型，向资源友好型增长方式转变。 

研究虽表明，随着经济增长，耕地面积将会趋于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不是主动的，需要加强耕地的

保护来实现，也就是说，政府部门的耕地保护职能应进一步加强，使耕地面积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使

经济增长进入可持续的增长轨道。从耕地减少的方式看，主要为国家和集体建设占用、生态占用和自然灾

害毁坏。建设占用耕地是单向的，也是不可逆的，自然灾害毁坏有的是不可逆的，有的是可逆的，生态占

用耕地是可逆的，也是对其他耕地保护和生产率的提高是有利的，因此，政府保护耕地的职能应该是加强

对建设占用的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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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Chang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ichuan Province 

Yao Shou-fu
 
 

(School of Economic and Trade,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9) 

Abstract: The Time Series Analysis method was applied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and GDP in Sichuan province,based on the statistics from 1978 to 2009 , 

And got a long-term equilibrium model and ECM model.which shows that the GDP increases by 1% 

will lead to arable land decrease 0.021%.But when the deviation from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of cultivated land area is too large, there will be a modified act, error correction coefficient 

is -1.2024.The results show that arable land would tend to achieve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state, but the balance of the acquisition, require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arable land, especially strengthening the the supervision  of farmland used 

for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Economic growth;Econometric analysis;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