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卷 　第 8 期
2007 年 　　8 月

　　　　　　　　　　　
技 　术 　经 　济

Technology Economics
　　　　　　　　　　　

Vol126 , No18
Aug. , 　2007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7) 08 - 0042 - 04

浙江省基础设施投资效益的实证分析
尤卓雅 , 李　婧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 杭州 310027)

　　摘要 :基础设施投资效益是政府宏观决策者关注的重点 ,本文以浙江省的发展为例系统研究基础设施投资的效

益 ,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定量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 ,得出基础设施投资对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有较

强的推动作用 ,而且推动效率较高 ,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在国民经济中起重要作用 ,能够极大地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

最后提出了合理的投资政策和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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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几个方面。

　　基础设施投资是指能够为企业提供作为中间投

入用于生产的基本需求 ,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所需要

的基本消费服务 ,能够为社区提供用于改善不利的

外部环境的服务等基本设施建设的投资。基础设施

投资的效益是政府宏观决策者关注的重点 ,影响其

对基础设施投资甚至经济发展规划的决策选择。本

文将以浙江省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为例系统研究基

础设施投资的效益 ,计量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浙江

省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的大小 ,并提出合理的投资

政策和制度安排 ,以期能为各级政府与投资者们进

行投资决策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1 　浙江省的基础设施投资现状分析①

“十五”期间 ,浙江省以“五大百亿”工程为重点

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成效显著 :公路建设速度明显

加快 ,路网结构继续得到改善 ,港口呈现大型化趋

势 ,运输能力显著增强 ;电源电网速度建设明显加

快 ,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利用取得突破 ;防洪标准明显

提高 ,水资源保障能力得到提高 ;各项社会事业建设

进展加快。一批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工程 ,

如杭州湾跨海大桥、甬金和申苏浙皖高速公路等也

在积极进行中。浙江省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

就与浙江省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是密不可

分的 ,投资规模的大小是影响基础设施发展的关键

因素[1 ] 。从表 1 中可看出浙江省基础设施投资总量

的变化有如下特征 :

1. 1 　投资总量迅速扩张 ,投资增长幅度较大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1985 年 —2004 年间基础设

施投资的总量规模迅速扩张 ,而且增长的幅度快于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增长幅度 ,同期浙江省固定资

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 26. 44 % ,基础设施投资年

均增长率为 28. 48 %。

图 1 　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

设施投资变化趋势

1. 2 　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呈增长趋势 ,但增长的速度

波动较大

从图 1、图 2 中可以看出 ,在 1985 —2004 年的

20 年间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但是考察

从图 1、图 2 中可以看出 ,在 1985 —2004 年的 20 年

间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但是考察期间

内投资的增长速度波动较大。总体的变化情况可分

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85 —1989 年 ,基础设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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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浙江省 GDP、固定资产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情况表

年份
浙江省 GDP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年增长率 ( %)

基础设施投资

总额 (亿元)

基础设施投资

占比重 ( %)

基础设施投资

年增长率 ( %)

1985 427. 5 102. 2 57. 497 3 26. 353 4 25. 786 11 19. 788 18

1986 500. 06 127. 39 24. 647 75 31. 487 4 24. 717 32 19. 481 36

1987 603. 71 156. 2 22. 615 59 34. 638 3 22. 175 61 10. 006 86

1988 765. 76 188. 95 20. 966 71 41. 172 2 21. 79 18. 863 22

1989 843. 72 179. 49 - 5. 006 62 41. 509 23. 126 08 0. 818 028

1990 897. 99 186. 96 4. 161 792 44. 0324 23. 551 78 6. 079 164

1991 1 081. 75 239. 75 28. 235 99 50. 833 8 21. 202 84 15. 446 35

1992 1 365. 06 361. 18 50. 648 59 79. 034 8 21. 882 39 55. 476 87

1993 1 909. 49 683. 83 89. 332 19 137. 587 6 20. 120 15 74. 084 83

1994 2 666. 86 1 006. 39 47. 169 62 217. 738 3 21. 635 58 58. 254 3

1995 3 524. 79 1 357. 9 34. 927 81 306. 248 1 22. 553 07 40. 649 62

1996 4 146. 06 1 617. 53 19. 119 96 424. 237 26. 227 46 38. 527 23

1997 4 638. 24 1 694. 57 4. 762 817 509. 747 7 30. 081 24 20. 156 35

1998 4 987. 5 1 847. 93 9. 050 084 619. 458 1 33. 521 73 21. 522 49

1999 5 364. 89 1 886. 04 2. 062 308 680. 35 36. 072 94 9. 829 866

2000 6 036. 34 2 267. 22 20. 210 6 820. 98 36. 210 87 20. 670 24

2001 6 748. 15 2 776. 69 22. 471 13 979. 2 35. 265 01 19. 272 09

2002 7 796 3 413. 08 22. 919 02 1 167. 33 34. 201 66 19. 212 62

2003 9 295 4 993. 57 46. 306 85 1 313. 639 26. 306 61 15. 533 65

2004 11 243 6 059. 78 21. 351 66 1 579. 243 26. 061 05 20. 218 9

　　资料来源 :文献[2 ]。其中 ,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和年增长率为作者计算所得。

资总量的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 ;第二阶段 1989 —

1993 年 ,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的增长率呈现持续上

升 ;第四阶段 1993 —1999 年 ,基础设施投资总量的

增长率又呈现下降趋势 ;第四阶段 1999 —2003 年又

开始持续缓慢上升 ,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率大致稳

定在 15～20 %左右。

图 2 　1985 —2004 年浙江固定资产与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变化趋势

1. 3 　基础设施投资中非国有投资比重逐步上升

近年来 ,民营资本已成为浙江建设资金的主渠

道。在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下 ,民间资本丰厚的

浙江非国有投资呈现出空前的发展势头 ,“九五”以

来 ,浙江已有 7 000 多亿元的非国有投资以前所未

有的迅猛势头 ,进入了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在内的国

民经济各行业 ,高居全国之首。而酝酿 10 年之久的

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 ,浙江省的非国有资产投资更

是占到了这座总投资高达 118 亿元的、中国历史上

投资额最大的桥梁 50. 26 %的控股比例 ,引起了全

国的轰动。从基础设施建设各领域中的非国有投资

所占的比重来看 ,均有非国有投资的介入 ,在部分领

域中已占据投资的主导地位 ,如表 2。
表 2 　2004 年浙江非国有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表[ 2]

行业
完成投资额

(亿元)

占同行业全社会

投资的比重 ( %)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54. 62 32. 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3. 65 19. 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6. 45 14. 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0. 16 60. 5

教育 30. 39 20. 4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26. 86 49. 9

2 　基础设施投资的计量分析

2. 1 　相关研究的文献简述

在已有的许多研究中 ,不同的变量被用来检验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益。例如 Peebies 采

用生产函数的方法来决定不同时期劳动力投入、资

本储备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 (或技术进步)三要素

对 GDP 增长的贡献[3 ] 。Hudson/ Haas 采用 L PR

(每千名居民拥有的公路长度)表示的公路密度作为

检验基础设施建设贡献的自变量 ,由 P GN P (人均

GN P)表示的 GN P 为因变量 ,建立了美国和 9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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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线形回归模型 ,用模型证明了在经济

增长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强烈关联性 ,无论

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Prude

Homme 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在经济发展中所起

的作用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 ,构建了模型采用对

数回归的方法来衡量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4 ] 。Aschauer 采用 Cobb2Douglas 生产函数 ,把

劳动力、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作为经济产出的变量

对 1949 年至 1985 年之间的美国经济进行了分析 ,

同时还检验了公共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5 ] 。

已有的研究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分

析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但这些研究所采

用的变量均没能定量分析全部基础设施投资对地区

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益的大小 ,只有那些能够代表基

础设施投资的变量才反映了基础设施投资的贡献。

2. 2 　模型构建与推动效应测算

2. 2. 1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造

本文将推动效益定义为一定速度增长的基础设

施投资推动的 GDP (国内生产总值) 的增长量或增

长率。拟采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所倡导的误差修正模

型来描述基础设施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效

益[6 ] 。误差修正模型是建立在协整理论之上的。按

照协整理论 ,几个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之间可能存

在着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 ,其线形组合可以降低单

整阶数 ,即所谓的协整关系。以 GDP 和基础设施投

资 (CII)为例 ,若 GDP 与 CII 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则

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作一般的自回归分布滞后的

表达式 :

　　注 : ①括号内数字为统计检验中的 t 值 ,以下同。

GDPt = a + bCIIt + (c - 1) GDPt - 1 + dCIIt - 1 +εt

则有 :

ΔGDPt = a + bΔCIIt + (c - 1) GDPt - 1 + dCIIt - 1

+εt = a + bΔCII +βecmt - 1 +εt

其中 : △为差分算符 : a , b ,c , d ,β等为待估参

数 ;εt 为随机误差项 ;ecm 为误差修正项 ,即 GDP -

CII(b + d) / (1 - b) 。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短期模型 ,

反映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GDP - CII(b + d) /

(1 - b) 则表示 GDP 和 CII 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既受基础设施投资的短期变动

的直接影响 ,又受两者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调整 ,可

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讨论这种关系[7 ] :

Δln GDPt = a + bΔln CII +βecmt - 1 +εt

ln GDP 和 ln CII 序列都是一阶单整 ,所以他们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首先 ,求长期均衡方程。利用

表 1 中数据 ,用简单回归分析 ,使用 EV IEWS3. 1 统

计分析软件 ,求得浙江省基础设施投资长期均衡方

程为 :

ln GDPt = 31975 + 01714 ln CII

(34. 41) ① 　 (32. 54) 　R2 = 0. 97

从长期均衡方程看 ,整体显著性明显满足。各

项系数显著性检验均顺利通过。因此 ,可从长期均

衡方程计算出误差修正项系列 :

βecmt - 1 = ln GDPt = 31975 - 01714ln CII

其次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用 OL S 进行估计 ,

得到浙江省基础设施投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

Δln GDPt = 11776 + 0134Δ ln CII - 01292 ecmt - 1 +

εt

　　　　　 (5. 124) 　(4. 061) 　 ( - 2. 083)

R2 = 0. 55 　 F = 8. 545

Ρ= 0. 005 (方程失效的概率) ,可见整体性明显

满足 ,变量的显著性较高 ,基本满足分析的要求。

2. 2. 2 　模型经济含义的简要分析

1)推动力分析。在上述方程中 ln CIIt 前的系

数为 0134 ,这说明浙江省基础设施投资对 GDP 的

推动力系数为 0134。即当浙江省的基础设施投资

增长 1 %时 ,将带动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134 % ;这是很重要的结论 ,定量给出了基础设施投

资对国民经济推动效益的大小。从以上的推动力系

数来看 ,基础设施投资对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有较强

的推动作用 ,推动力系数较大。但是如果把这个数

据同世界银行的《1994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研究结

论 (基础设施存量增长 1 % , GDP 就会增长 1 %) 相

比 ,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基础设施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的作用并不大 ,说明在浙江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比世界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要小。这可能

与浙江省乃至中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投资结

构、投资制度以及投资政策等存在的问题有关。

2)推动效率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基础设施投

资对国民经济推动效益的大小 ,引入一个新的系数 ,

将其称为“推动效率”,它是 GDP 对基础设施投资的

推动力系数与基础设施投资在 GDP 中所占份额的

比值 ,用 q 表示 , q = D/ S ,D 表示在某一考察期内

GDP 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推动力系数 ,S 表示基础设

施投资在考察期内占据 GDP 的平均百分比。如果

q > 1 ,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在这一期间内对 GDP 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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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是积极的 ,超过了自身 GDP 中所占的份额 ,

是高效率的。相反 ,q < 1 ,则表示这种推动作用是消

极的 ,少于基础设施投资自身占据 GDP 的份额 ,是

低效率的。根据相关数据可以计算出浙江省的基础

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很积极的 ,q = 4.

65 > 1。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发

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能够高效率地推动经济

增长。

3)误差修正项 ( ECM) 的分析。ECM 项系数的

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 ,系数的估

计值一般是负值。对于浙江省的基础设施投资方

程 ,ECM 项前面的系数是 0. 292 ,这表明浙江的基

础设施投资长期波动与短期波动同时影响 GDP 的

增长变化 ,长短期均衡的控制作用均较大。这说明

浙江省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但

随着经济发展 ,仍然需要进行大量地投入来满足经

济发展的需要 ,目前 ,对于浙江省来说 ,基础设施投

资仍然是增量在起主导作用。

3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和计量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 ①基础

设施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 ,能够高效率地推动经济

增长。②基础设施投资对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有较强

的推动作用 ,但是浙江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比世界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的贡献要小。③

浙江省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率是很

积极的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发

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④浙江省的基础设施投

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增

量在起主导作用。今后一段时期内 ,浙江的基础设

施投资仍需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以适应经济进一步

高速发展的需要。

根据研究结论 ,我们的政策建议是 : ①坚持“政

府主导 ,市场运作”的方针。所谓“政府主导”,就是

政府要制定和执行好中长期发展规划 ,合理布局重

大建设项目 ,统筹财政性资金并引导社会投资投向。

完全没有回报的公益性项目仍要由政府全额投入。

所谓“市场运作”,就是凡有一定回报的基础设施项

目均应推向市场 ,政府投资均应委托政府投资公司

按《公司法》进行市场化运作 ,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分

割和所有制歧视 ,鼓励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参与投资、

建设和经营 (政府批准的特许权经营) ,加大贷款、股

票、债券等市场化融资比重。②要创新财政性资金

的使用方式。对政府性投资公司的运作方式 ,项目

业主的融资方式等进行改革 ,带动社会投资扩大 ,促

进基础设施投资增量的快速增长。③建议政府在原

部门文件的基础上出台相关政策 ,并进一步研究加

大市场准人、政策扶持以及特许权经营等方面的举

措 ,刺激浙江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投资公共基础设

施投资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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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etrical Model and Analysis on Benef it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YOU Zhuo2ya , L I J ing
(School of Economics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 Benefit of Inf rast ruct ure Invest ment is t he key point t hat government policy2makers pay attention to , This article analyzes promoting

effect of inf rast ructure invest ment on economic growt h in Zhejiang Province by establishing“error correction model”. From t he model ,inf ra2
st ructure invest ment elasticize of GDP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calculated. It s promoting effect s are high. So a conclusion could be drawn t hat in2
f rast ructure invest 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ational economy and can greatly stimulate t he increase of GDP.

Key words : inf rast ructure invest ment ;promoting2force ;promot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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