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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采用四川省!"#$!%&&"年的耕地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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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将导致

耕地面积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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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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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D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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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J !或人均 HIJ"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相关与回归分析EKF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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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J!或人均 HIJ"数

据进行不变价格处理# 或者是采用当年的 MNO指数进

行简单处理#这种数据处理方法不能保证 HIN!或人均

H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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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或人均 HIN"作为发

展的结果EPF?>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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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或人均 H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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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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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FPG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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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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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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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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由 1302 年的 12/."1 亿元增

加到 -553年的 1/1'1.-2亿元!增长了 0".""倍$不过!

经过物价调整后的实际 +%4"+%4%更能反映实际的经

济表现和趋势$ 以 1302年价格计算的 +%4却只增长

了 11."'倍$ 1302到 -553年间!四川经济增长呈现出

先慢后加速的增长趋势!名义 +%4增长的斜率比实际

+%4大得多$在 13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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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 年的 /35.31

万公顷减少到 -553年的 630."1万公顷! 年均净减少

-.3-万公顷$ 从耕地变化阶段看!1302年到 1332年呈

现缓慢减少趋势! 期间年均净减少 1.30万公顷'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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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553 年底!四川已累计

完成退耕还林 -26-./万亩$ 1333年到 -55/年!期间共

减少 ''.56万公顷!年均净减少 3.12万公顷$虽然退耕

还林工作一直到目前都在执行! 但自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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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年的 5.50公顷下降到了 -553年的 5.5/公顷!

下降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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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

标$ 选取的数据是四川省历年的 +%4 和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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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553年$ 由于 +%4数据与物价

有关!为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本文以 1302 年不变价

格计算的物价指数对各年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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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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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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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待估计参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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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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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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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耕地面积&+%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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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序列为 1阶单整序列9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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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均为 1阶单整序列!因此可采

用 ;<=>?和 +@A<=?@于 1320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

检验%来检验耕地面积与 +%4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

检验的步骤是!首先估计模型 -

.

#/+01

.

+(

.

!得到残差序

列 ?! 然后对 ?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经过计算!得

到的检验模型9括号内为 B统计量!下同:为(

!"

.

C,1.1#1""

.,1

",'.3212%

D

-

C5.'"13 %.EC1.3'#5

由于 BC,'.3312F,1.3'!'C$%&

5.5'

!因此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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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即说明了耕地面积

与 +%4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表明四川

耕地面积与 +%4之间存在 )1G1# 阶协整关系$ 由于

)*+%与 )*+%4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建立四

川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4#的长期均衡模型(

表 ! 四川耕地面积和 "#$序列的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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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检验#在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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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当期 849增长 #7#将导致耕地面积减

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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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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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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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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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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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2 6(2!1)/!

经检验#在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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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与当

期的耕地面积变化是同向的# 即前 $期耕地面积减少

$7#当期的耕地面积将减少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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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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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公顷#平均绝对误差率为 .)*$,7$ 根据模型进

行静态预测时的平均绝对误差为 .)..%万公顷# 平均

绝对误差率为 .)$.,7$$ 因此#该模型的预测精度是很

高的$ 根据所估计的模型对 $1/+"!..1年四川耕地面

积的拟合值与实际值及其误差的比较见图 $$

根据上面的分析# 可以建立四川耕地面积预测模

型% !"(+!*)+%!!"&

-.).1/2

根据四川省委&省政府的远景规划目标#未来 849

年均增长 +)+7#到 !.!.年#全省 849将达到 !!+%.亿

元$如果物价保持在 !..1年的水平#则以 $1/+年价格

计算的 !.!.年 849为 *,/*)$$亿元#如果 !.$."!.!.

年的耕地面积变化按 $1/+到 !..1年的趋势变动#则

到 !.!.年#四川的耕地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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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当期 849增长 $7#将导致

耕地面积减少 .).!$7'模型还表明#耕地面积的减少

与其历史行为有关#前 $年的耕地面积减少 $7#将使

当期的耕地面积减少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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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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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耕地面

积减少 $7#则当期的耕地面积将增加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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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