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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以黑龙江省 1990—2009 年为例

李凤升，孙彦彬

( 东北石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摘 要: 为研究黑龙江省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选取 1990—2009 年相应统计数据作为

样本，原始数据表明，黑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 居民消费稳健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快速提升，所占比重明显偏高。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投资和经济增长互为 Granger 因果关系; 居民消费的直接拉动作用在统计上并

不显著，间接拉动作用较显著。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平滑值约

在 0． 61 左右波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平滑值约在 0． 23 左右波动。应注重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投
资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进而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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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济增长一直是宏观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认

为需 求 对 经 济 增 长 有 着 重 要 的 影 响。沃 克

( Walker，J． F． ) 和瓦特( Vatter． H． G． ) 通过对二

战后美国经济历史的经验分析后认为，忽略需求

因素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美国自 20 世

纪 60 年代以后生产力的大幅下降，而需求的影响

在标准生产函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在经济

增长的过程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是拉动和制约

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消费和投资之间关系的协

调与否，不仅影响到当前宏观经济的各个层面，而

且影响到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鉴

于此，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消费、投资状况是学者们

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消费需求作为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拉动作用，表现于

直接拉动和间接拉动作用。直接拉动作用是指

消费需求通过它自身的扩大，为生产提供更大的

实现空间，从而导致生产的扩大; 间接拉动作用

是指消费需求作为初始变量拉动其他变量，又通

过其他变量拉动经济发展，其表现形式就是消费

需求拉动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拉动经济增长，

这就是消费需求的引致效应。投资需求是影响

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变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

森( Paul A． Samuelson) 提出了乘数—加速数原

理，认为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通过乘

数作用，投资促使收入增加，而收入的增加又通

过加速数原理反作用于投资，使投资再增加
［2］。

另外，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有产生供给和创造需求

的双重作用。
钱纳里( Chenery，H． B． ) 认为，随着一国经

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居民的消费结构

不断发生变化，并由此带动一国的产业结构的不

断变化。在此过程中，消费率的变化过程是从经

济的初始阶段的高消费率，到工业化进程的不断

降低，最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完成又开始逐渐提

高，呈现出一条 U 形的变化曲线。而投资率的

变化与此相反，从经济的初始阶段的低投资率，

到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提高，最后随着工业化进程

的完成又开始逐渐降低，呈现出一条倒 U 形的



变化曲线
［3］。

200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

经 济 学 家 埃 德 蒙 · 菲 尔 普 斯 ( Edmund S．
Phelps) 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

析，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积累黄金律( The Golden
rule) ”［4］。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面临着资

本积累率的问题，一个社会当期的总产出将被用

来消费和储蓄，其中消费所占的比例关系到当期

居民的效用水平，而储蓄带来的资本积累的比例

又将直接影响到下一期的产出水平，进而决定未

来居民的效用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菲尔普

斯提出的“黄金律”正是用来分析如何选择当期

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的比

例，即“跨期权衡”问题。所谓的“黄金律”是保

证整体经济能够永远处在同样的“黄金年代”
( Golden Age) 中的规则。要保证人们永远生活

在同样的“黄金年代”里，就必须首先保证人们

在不同时期里的消费量相同，即福利水平不变。
再根据当期储蓄决定下一期的产出和消费，最终

得出资本积累的“黄金律”: 社会的最优储蓄率

应该等于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贡献率。该项研

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影

响与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并对经济学研究和经

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国内学者从需求视角对中国和部分省份经

济增长和消费、投资关系进行研究比较代表性的

文献有: 李占风、袁知英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

以及脉冲响应函数，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消

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5］; 储

东涛认为投资是扩大内需最直接和快捷的手段，

消费是扩大内需的原动力，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大力提振消费水平，积极探索扩大消费

的有效路径等
［6］; 吴薇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消费、投资、出口的结构矛盾及三者失衡的

原因，进一步提出强化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的具体措施，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7］，

吴丽丽、尹煜依据中国 31 个省 ( 市、区) 1986—
2005 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和协整分

析，从相对数变动和绝对数变动两个角度分析全

国和各省的政府投资、私人投资、政府消费、居民

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地域和时间影

响经济增长，中央和各省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异

地采取措施，在各类支出中，居民消费对各省经

济增长率具有普遍影响，各地方政府支出对经济

增长影响不同，中央应该对地方政府的消费和投

资进行合理调控
［8］; 陆静超重点研究了新增长理

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行方法
［9］; 张秀英认

为近年来中国消费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份额

连续大幅度下降，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城乡差距和

地区差距已经极大地制约了消费需求等
［10］; 伍楠

林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

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

资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等
［11］。

综观国内外关于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的研究，均认为消费与投资应协调拉动经济增

长，并且应注重消费需求，但存在区域差异，对于

不同地区，二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

尽相同。对于黑龙江省而言，目前尚未考察到对

这个特定区域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运用现

代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
与以往文献不同的是，本文首先分析了变量之间

的因果关系，然后构建了一个变参数的状态空间

模型，揭示了黑龙江省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动态关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以供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参考。

二、变量与数据

样本取自 1990—2009 年黑龙江省历年经济

数据，源于 2010 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用支

出法地区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增长状况; 用居民消

费支出反映消费水平; 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反映

投资水平，黑龙江省原始数据见图 1。

图 1 黑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投资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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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可以看出，近年来，黑龙江省经济快

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由 1990 年的 700 亿元上

升至 2009 年8 000余亿元，20 年间增长了 10 倍

多( 以当年价格计算) 。居民消费稳健提高，由

1990 年的 330 亿元上升至 2009 年3 000亿元左

右。固定资产投资在 1990—2005 年稳步提高，

在 2006 年后快速提升，在 2009 年达到5 000亿

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另外，自 2006 年以来投资

水平超过了居民消费，且二者差距呈扩大趋势，

投资所占比重明显偏高。
基于考虑数据的可比性和一致性，为消除物

价变动对变量的影响，用黑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 CPI( 以 1990 年为基期) 分别对上述数据进

行平减，推算出以 1990 年为基期的历年实际经

济增长、消费和投资水平。分别用变量 Y、X、I 表

示以 1990 年为基期的历年实际经济增长、消费

和投资水平。

三、实证分析

(一)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在建模之前，应首先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进行检验。根据 Granger 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

方法
［12］

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所需检验的参数

模型如下:

yt = γ0 +∑
m

j = 0
γ j xi－j + ut ( 1)

其中，m 表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ut 为白

噪声序列。模型 ( 1 ) 中的系数显著性对应着变

量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对于模型 ( 1 ) 而

言，给出原假设:

H0 : γ j ( j = 1，2，…，m) ( 2)

如果原假设 H0 成立，则意味着所有前期的

变量 x 对 y 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认为 x 对 y 没

有显著的 Granger 影响。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的实质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

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若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

量的滞后影响，则称它们之间具有 Granger 因果

关系。分别选取滞后阶数为 1、2、3，对三变量进

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 5% 显著性水平上，当

滞后阶数为 1—3 时，投资 I 和经济增长 Y 互为

表 1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H0 滞后阶数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Y 不是 I 的 Granger 原因 1 9． 86 0． 01 拒绝 H0

I 不是 Y 的 Granger 原因 1 16． 42 0． 00 拒绝 H0

X 不是 I 的 Granger 原因 1 6． 74 0． 02 拒绝 H0

I 不是 X 的 Granger 原因 1 2． 93 0． 10 拒绝 H0

X 不是 Y 的 Granger 原因 1 0． 01 0． 92 接受 H0

Y 不是 X 的 Granger 原因 1 5． 28 0． 04 拒绝 H0

Y 不是 I 的 Granger 原因 2 17． 15 0． 00 拒绝 H0

I 不是 Y 的 Granger 原因 2 8． 77 0． 00 拒绝 H0

X 不是 I 的 Granger 原因 2 3． 99 0． 04 拒绝 H0

I 不是 X 的 Granger 原因 2 1． 34 0． 29 接受 H0

X 不是 Y 的 Granger 原因 2 0． 11 0． 89 接受 H0

Y 不是 X 的 Granger 原因 2 2． 83 0． 09 拒绝 H0

Y 不是 I 的 Granger 原因 3 14． 93 0． 00 拒绝 H0

I 不是 Y 的 Granger 原因 3 7． 56 0． 01 拒绝 H0

X 不是 I 的 Granger 原因 3 2． 48 0． 12 接受 H0

I 不是 X 的 Granger 原因 3 0． 74 0． 55 接受 H0

X 不是 Y 的 Granger 原因 3 0． 78 0． 53 接受 H0

Y 不是 X 的 Granger 原因 3 2． 99 0． 08 拒绝 H0

注: 检验结果均来自软件 EViews6． 0。

为 Granger 因果关系，说明黑龙江省经济的快速

增长为固定资产投资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资本

形成又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在 5%
显著性水平上，当滞后阶数为 1—3 时，消费 X 始

终不是地区经济增长 Y 的 Granger 原因，说明消

费需求的直接拉动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在

10%显著性水平上，当滞后阶数为 1—3 时，地区

经济增长 Y 始终是消费 X 的 Granger 原因，说明

黑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消费需求奠定了物质

基础，在统计上较显著。在 5% 显著性水平上，

当滞后阶数为 1—2 时，居民消费 X 是投资 I 的

Granger 原因，说明居民消费的间接拉动作用较

显著。表 1 检验结果同时证实了著名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提出的乘数—加速数原理。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并不改变原来的

协整关系，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

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对变量 Y、X、I 进行自然对

数变换，分别用 LY、LX 和 LI 表示自然对数变换

后的以 1990 年为基期的黑龙江省实际地区生产

总值、实际消费和实际投资。根据 Granger 因果

关系检验结果，选取经济增长 LY 作为被解释变

量，选取消费 LX 和投资 LI 作为解释变量。
(二)可变参数模型的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通常的回归模型是假定参数在样本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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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不变，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等计量经济学常

用方法进行估计。然而随着经济政治等外部环

境的变化，有些参数往往会在样本区间内发生变

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基于状态空间模型

的可变参数分析恰好能反映变量间相关系数的

动态变化，状态空间模型现已成为研究经济系统

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使统计分析更贴近现实，能够更好地反映变量间

的动态关系。近年来，随着黑龙江省经济的快速

增长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加强及人们消费观

念的不断变化，用传统的固定参数模型已表现不

出这种变化。因此，考虑采用可变参数模型:

LYt = α + βtLXt + γtLIt + ut ( 3)

其中，βt 和 γt 是随时间改变的参数，体现了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关系的改变，假定变

参数 βt 和 γt 均由 AR( 1) 描述。可变参数 βt 和

γt 是不可观测变量，须利用已知变量 LYt、LXt、
LIt来估计。本文构建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和居民

消费与投资之间关系的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

型为:

量测方程: LYt = α + βtLXt + γtLIt + ut，t =
1，2，…T

状态方程: βt = ψβt －1 + εt

γt = γt －1 + εt

其中，ut 和 εt 是相互独立的，且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2
和协方差矩阵为 Q 的正态分布变

量。βt 和 γt 为变参数，代表弹性。
(三)可变参数模型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运用软件 EViews6． 0 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

估计，结果为:

量测方程: LYt = 2．08 + βtLXt + γtLIt + ut ( 4)

状态方程: βt = 0． 61βt －1 + εt ( 5)

γt = 0． 23γt －1 + εt ( 6)

从状态方程( 5) 、( 6) 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弹性 β 的平滑值在 0． 61 左右波动，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 γt 的平滑值在 0． 23 左

右波动。即居民消费每增加 1%，经济增长约增

加 0． 61% ; 投资每增长 1%，经济增长约增 加

0． 23%。黑龙江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

约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 2． 65 倍，可以看

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大于投资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四)拟合程度及残差检验

为直观反映量测方程的拟合程度，绘制 LY
( 即量测方程因变量) 实际值和一步向前拟合值

及一步向前标准化残差图，见图 2。

图 2 LY 实际值、拟合值及残差时间序列

从图 2 可以看出，LY( 即量测方程因变量)

实际值和一步向前拟合值之间拟合程度非常高。
为了进一步验证状态空间模型的有效性，对量测

变量的一步向前估计残差 ut进行 ADF 单位根检

验
［13］，结果见表 2。

表 2 残差 ut的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零假设 H0 检验形式( c，t，k) ADF 统计值 1% 临界值 5% 临界值 结 论

Ut有单位根 ( 0，0，0) － 81． 45 － 2． 69 － 1． 96 拒绝 H0

注: ( 1) 表中检验结果由软件 Eviews6． 0 运算得到; ( 2) 检验形式中的 c，t，k 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 3 ) 滞后期

k 的选择是以 AIC 值最小为准则。

从表 2 可以看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残

差 ut不存在单位根，即 ut 是平稳的，从而验证了

状态空间模型的可靠性。 四、结 论

区域经济增长是黑龙江省今后相当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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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由于资金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资源成

本的不断攀升，对长期以来依赖高投资而产生的

高增长发展模式必然提出了挑战，如何维系黑龙

江省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将是新时期一项重

要任务。本文从需求视角，运用现代动态计量经

济学方法对黑龙江省这个特定区域的消费、投资

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为政府

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统计结果表明，近些年来黑龙江省经济快速

增长，居民消费稳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快速提

升，投资所占比重明显偏高，2009 年投资额约为

居民消费的 1． 7 倍。为分析消费、投资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借助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

明，投资和经济增长互为 Granger 因果关系，说明

黑龙江省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固定资产投资奠定

了物质基础，同时资本形成又通过乘数效应促进

了经济增长。而居民消费始终不是地区经济增

长的 Granger 原因，说明居民消费的直接拉动作

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了黑龙江省经济

是投资驱动型经济。
为深入探索黑龙江省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构建了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

果表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平滑值在

0． 61 左右波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平滑值

在 0． 23 左右波动。即居民消费每增加 1%，经济

增长约增加 0． 61% ; 投资每增长 1%，经济增长

约增加 0． 23%。可以看出黑龙江省居民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弹性约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

2． 65 倍。这为黑龙江省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指引了方向，应当特别注重扩大消费需求，优化

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五、政策建议

(一)积极扩大消费需求

对于黑龙江省而言，应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

水平，尤其要注重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对城镇低

收入居民和农民的补贴，继续增加政府用于改善

和扩大消费的支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消

费环境，使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

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增

强居民的消费意识，充分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直接拉动和间接拉动作用。
(二)大力优化投资结构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鼓励和引导民间资

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

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充分

发挥政府投资对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促进社会

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突出黑龙江省“八大

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提高投资质量和效

益，强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应成为黑龙

江省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也

是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内在要求。
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应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依

靠消费、投资协调拉动转变，形成消费、投资协调

拉动的增长格局，进而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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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aking Heilongjiang Province ( from 1990 to 2009) for Example

LI Feng-sheng，SUN Yan-bin
(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Daqing 163318，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corresponding statistical data ( from 1990 to 2009) as a sample in order to research on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ption，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original statistical
data showed that economic growth was rapid，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was increasing steadily，and investment of fixed asset
was increasing rapidl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vestment of fixed assets was obviously high． It showed
that there was mutual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direct draw-
ing func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is not statistically remarkable，but its indirect drawing function is remarkable． The time
varying parameter model based on state space model shows that the smooth value of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household consump-
tion acting on economic growth fluctuates around 0． 61 more or less． The smooth value of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investment
acting on economic growth fluctuates around 0． 23 approximately． It suggests that consumption demand should pay great atten-
tion to expanding，and economic growth should be driven by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coordinately．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sound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be promoted．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consumption; investment; state spa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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