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和减贫———基于四川的实证分析 

鞠晴江1 

【摘 要】:在对四川道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 实证测算了不同质量道路对四川经

济增长和减缓贫困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四川道路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具有不同质量的

等级公路和等外路对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而且等级公路比等外路的作用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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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我国道路基础设施的发展实践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如Dému rger估算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作

用
[2]
 ;Felloni等通过实证分析显示, 农村道路密度对农业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

[3]
 ;Fan等量化了1970 ～ 1997年包

括道路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增长和减贫的效应
[1]
 ;L in ＆ Shun feng等对1991～ 1998年我国189 个城市的分析显示, 铺

装道路对城市人均GDP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4]
 ;鞠晴江等分析了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5]
 。上述研

究成果为我国道路基础设施的宏观发展提供了科学合理的依据。然而,专门针对省级区域的定量分析较为缺乏, 这与当前地方政

府在道路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实际不符。为此, 本文选取四川省为研究对象, 运用计量经济理论和模型, 对四川道路

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及减缓贫困的内在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二、四川省道路建设、经济增长和减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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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97 年前的公路里程数据含重庆市。 



 

改革开放以来, 四川道路建设、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见表1)。 

经过多年的发展, 四川道路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见图 1)。1997 ～ 2003 年,全省公路里程从

76066 公里增加到 112543 公里,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6.7%;等级公路里程增长 26981 公里, 年均增幅 7.7%;等外路里程增长 9496

公里, 年均增长率为 5.0%。 

从图 1 可知, 公路里程增长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97 ～ 2000 年, 等级公路里程迅速增加, 年均增幅高达 13%,

而等外路里程却以 8.7%的速度减少;第二阶段为 2000 ～ 2003年, 与等级公路里程 2.6%的缓慢的年均增长率相对应, 等外路里

程以 20.8%的年均增幅大幅提高, 极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状况。 

 

 

  道路条件的改善推动了四川经济的快速增长(见图2)。改革开放以来, 全省实际GDP 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3%, 人均GDP
2①

从1978 年的742 元增加到2003年的6418元, 年均增幅达8.5%。这大大提高了全省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对减缓贫困起到

有力的推动作用。与1978年相比, 2003 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5.13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4.68倍, 致

使恩格尔系数也随之下降。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9.2%下降到2003年的38.9%,而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

64.8%下降至53.9%。 

尽管四川经济发展取得了上述显著成效,但总体经济形势和贫困状况却不容乐观。以2003年为例, 四川以全国6.8%的人口比

重,创造了不足全国4.7%的GDP;四川的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仅分别

为后者的70.5%、83.1%和85%;在道路基础设施数量上, 四川公路总里程、等级公路里程和等外路里程分别为全国的6.2%、5.2%

和10%;在道路质量上, 四川等级公路所占比重仅66.9%, 而全国平均水平是79.5%
3①
。上述指标表明, 四川省在道路建设、经济增

                                                                 

① 这里的人均 GD P为剔除物价波动影响后的 2003年不变价。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 年相关数据计算。 



 

长和减缓贫困上都处于全国较低的水平,这与当地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四川”的发展目标差距甚大。因此运用计量经济理论和

方法, 对其内在关系和影响程度进行深入分析, 有助于为政府的道路发展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三、道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 

四川省道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具有同向增长趋势,为了揭示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里运用格兰杰(G ranger)因果

检验法进行分析。 

1. 数据和变量选取 

首先对道路基础设施变量进行选择。虽然道路投资对当年经济增长拉动明显,但道路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具有长

期、滞后的效应, 因此选用道路存量而非流量指标进行分析,更能反映道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

鉴》1980 ～ 2003年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公路里程” , 用变量ROAD 表示。由于1997年以前的道路数据中包含了重庆市, 难以

剔除, 故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对1997及以后年份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相应数据进行加总。 

经济增长变量GDP的数据取自上述年鉴中的“地区生产总值” 。为了与道路基础设施的统计口径相统一, 这里的GDP也对四

川省和重庆市作了数据加总。同时, 为了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 通过各年GDP 指数对1980 ～2003年GDP进行折算, 得到各年GDP

的1980年不变价。最后对序列ROAD和GDP 进行对数化处理, 分别用LROAD 和LGDP表示, 以消除异方差和数据的剧烈波动。 

2.两变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是从统计上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其基本假定是:未来不能预测过去;如果变量X 是变量Y 

的格兰杰原因, 则X的变化应先于Y 的变化。因此,在做Y对其自身滞后值的回归时, 如果把X的滞后值包括进来能显著改进对Y 

的预测, 就可以说X是Y的格兰杰原因。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时间序列具有平稳性,或非平稳序列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首先需要对 LGDP 和 LROAD 两个时间

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这里采用 D ickey-Fuller的 ADF单位根检验, 滞后项的确定采用 A IC和 SC准则, 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2可知, 序列LGDP和LROAD 均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说明它们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二阶差分序列均在99%的置信水

平下拒绝单位根假设, 具有平稳性, 因此都是二阶单整序列I(2)。进一步通过协整检验可得,LGDP和LROAD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由此满足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本前提。 

运用 Eviews3.1 计量经济软件对这两个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见表 3 ), 序列 LGDP 和 LROAD 存在着互为

因果的内在关系。道路存量是 GDP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四川(含重庆)道路基础设施增加具有长期增长效应, 有力推动了全省的经



 

济增长;GDP 是道路存量的格兰杰原因表明,经济增长提高了对道路基础设施的新需求, 加速了道路投资和建设, 扩展了区域道

路网络。这一结论揭示了四川道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 为今后加大道路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 

 

四、道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贡献分析 

基于上述G 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下面进一步对四川省不同技术等级的道路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中的作用

进行实证分析。 

1.数据和变量选取 

由于1997年以前的道路数据包含了重庆市, 难以剔除, 因此分析年限仅为1997 ～ 2003年, 以单独对四川省道路基础设施

进行贡献分析。数据均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经济增长变量GDP取自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当年价, 并用GDP指数进行

折算后得到四川各年GDP的1997年不变价。 

由于四川省历年的贫困数据难以获得, 而贫困人口大多分布于农村地区, 收入水平极低, 因此这里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作为减缓贫困的替代变量, 以R I表示。道路基础设施按技术等级划分为等级公路和等外路,分别用ROAD1 和ROAD2 表示, 数

据仍来源于上述年鉴。 

2.模型和结果 

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 建立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 Y 分别代表四川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解释变量 ROAD1 和 ROAD2 分别代表等级公

路和等外路, μ是随机误差项, β0 、β1 和β2 是待估参数。β1 和β2 作为弹性系数, 分别反映不同质量道路对四川经济

增长和减缓贫困的影响程度。估计结果如下: 

 



 

回归式(2)测算了不同质量道路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方程总体显著性好, 拟合优度较高,调整 R2 达到 0.874, 说明

四川公路里程对地区生产总值具有整体上的解释意义。D.W 统计量为 1.976, 说明回归方程的残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方程的参

数估计在统计意义上可信。ROAD1 和 ROAD2 的回归系数分别通过了 5%和 10%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两类道路基础设施存量对四川

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贡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等级公路里程每增加 1%, 四川 GDP 将增长 0.804%;等外路里程每增加 1%, 

GDP 将增长 0.315%。等级公路较大的弹性系数表明,等级公路比等外路在四川经济增长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两个变量的产出弹

性之和大于 1, 说明道路基础设施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结合四川道路建设滞后、技术等级不高的现实,这一分

析结论表明,加强道路建设力度、快速提升公路技术等级将对四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回归式(3)测算了不同质量道路对四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程度。方程的调整R2 达到0.872, D.W统计量为1.795, 表

明公路里程对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整体上的解释能力, 且参数估计在统计意义上可信。ROAD1 和ROAD2 的回归系数分

别通过了1%和10%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两类道路基础设施存量对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因而对减缓贫困发挥出积极的

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等级公路里程每增加1%, 四川农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0.433%;等外路里程每增加1%, 四川农村

人均纯收入将增长0.15%。等级公路较高的弹性系数表明, 等级公路比等外路对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和减缓贫困中的贡献度更大。 

上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四川等级公路和等外路对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具有统计上的显著贡献,而且等级公路比等外路具

有更大的贡献程度。其原因在于:与等外路相比,等级公路具有构建道路骨架、打通省区及省内通道、沟通城乡经济等骨干和集

散功能, 有利于扩大全省市场范围,提高生产能力, 更好地发挥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因此对经济增长具有更为

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样在减缓贫困上, 尽管等外路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 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更直接, 但由于等级公路极大改善

了农村地区的通达性, 创造了农村地区与外部更多的接触机会,增强了农村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大幅提

高了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而当前, 非农产业收入增加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6]
 。 

五、结论 

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和线性计量经济模型对四川道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减缓贫困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

析,实证结果表明: 

1.以公路里程表示的道路基础设施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即四川(含重庆)道路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具有

明显的增长效应, 对全省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增加了对道路基础设施的需求, 促进了道路投资和

建设, 有效提高了区域道路存量。 

2.道路基础设施对四川经济增长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且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与等外路相比, 等级公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作用更大。等级公路的骨干、集散功能通过扩大全省市场范围、提升生产能力, 更好地发挥了不同层级城市间的极化和扩散效

应。因此加强道路建设、快速提升公路技术等级有助于实现全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3.道路基础设施对提高四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由于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 因此对有效减缓

四川贫困状况具有最直接的促进作用。与等外路相比,等级公路对减缓四川贫困的推动作用更大。等级公路发展能极大改善农村

地区的通达性,创造农村社会与外部更多的接触机会, 增强农村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大幅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 因而对减缓



 

贫困具有直接贡献。为此,加强等级公路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全省经济和谐发展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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