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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口总量、就业人口及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谢 冰1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4 ) 

【摘 要】: 旅游业作为贵州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地区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口数量、就业劳动

人口也对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将从贵州省总人口、就业人口、旅游业收入作为解释变量，选取贵州省历

年 GDP 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贵州省 1978- 2013 年的相关数据，观察总人口、就业人口、旅游业收入对贵州省 GDP 

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运用 Eviews 软件检查结果时候，对模型做出适当的修改，最后得出结论，人口总量与旅游业

对贵州经济发展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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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从我国宏观层面探讨人口、经济增长、工资、经济收入、就业之间的关系，闰荣国等（ 2006 ）认为我国（汇

护、结构转型和就业总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从我国三次产业的相对微观层面去分析就业的影响因素探讨经济发展

水平、人口、就业等之间的关系，俞国梅（ 2004 ）认为 GDP 与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相关，与第一产业就业负相关。在国外有关

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Sajal ( 2009 ）认为就业与 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 GDP是就业的原因之一。 Matthew 等（ 2010 ）

认为能源、就业和 GDP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贵州省作为一个西部落后地区省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增速十分明显，近几年在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之际，贵州省经

济依然能保持 10%左右的增速，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看看近些年贵州省经济发展的方式，总人口与总

就业量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另外在国家倡导绿色发展的战略下，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已经引起人们的瞩目，而旅游业恰好是绿

色产业，同时也是贵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必然要引入到变量中来。 

设立基本模型： 其中， pop 为总人口数量， EMP 为总就业人口

数量， TOU 为旅游业收入，β为系数序列， u 为扰动项根据在贵州省统计局贵州统计年鉴上搜集到 1978-2013 历年财政收入、

户籍人口、就业人口、国内旅游人口数据，做线性回归得到相关系数（图 1 ）。 

图 1 中为就业人口数量系数，为一个负数，从经济解释为每增加一个就业人口，平均就会对地区经济总量的贡献是负值，

即是每增加一个就业人口，经济总量就会下降 2000 元，这在经济上是讲不通的，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模型设定有误，

出现了共线性，户籍人口总量与就业人口总量有很大的共线性可能。户籍人数、国内旅游人数系数均为正，与经济总量发展呈

正先关，而且除了就业人口数，解释变量的系数 P 值都较小，表明各个变量对经济的发展影响显著。观察 F 的值非常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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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明各个经济变量对 GDP 的总体影响是显著的。并且看出，总人口的增加量对 GDP 贡献最大，系数最大。 

 

第二步检验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图 2 ) ，回归分析中可以得到拟合优度数值很大（ 0 . 9895 ) , t 值很小， 

F 值很高，初步判定变量之间出现多重共线性的概率较大。用 Klein 检测结果如下： r 之间相关系数较高，通过公式运用，

发现存在线性相关，且有害。修正方法，删除 EMP 项，做回归即可。 

第三步检查自相关，观察残差图，发现不符合正态分布图形，可能存在 u 自相关情形，进一步利用回归分析中的 DW 值进

行检验，经查表得到 dL=1 . 295 , Du=1 . 654 ，回归中的 dw 值为 0 . 5764 ，显然在 O 到 dL 之间，表明残差具有正的

自相关。 

第三步用 LM 检验得到图 3 

 

F 值与 obs 乘以 R 方的 P 值都很小，所以，我们拒绝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认为存在自先关，解决方法，首先运用一阶差

分（图 4 ）对 Dw 值检验，发现 1 . 41 位于 DL 到 dU 之间，表明一阶差分变换后不能断定是否有自相关的。 

第二部分进行异方差检验首先观察 Y 对 3个解释变量各自的方差发现 Y 的离散程度在随着 pop 增大急剧加大，可能存在

正相关的异方差。看第 y 与 emp 的离散关系，同前一个相似， y 的离散范围同随着 emp 增大急剧变化，可能存在正的自相

关，接着对做 y 对 tou 的离散变量观察，经过离散图观察同样很有可能存在正的自相关。 

接着我们运用怀特检验（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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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obs 与 R 平方的乘积 p 值较小，拒绝不存在异方差的可能性，及存在异方差现象。对异方差的修正，一般采用加权

最小二乘法（图 6 ）。 

从上面的检测来看，存在多重共线性，自相关，异方差现象，仔细分析发现计量模型设置明显有误，因为 pop 与 emp 在逻

辑上讲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对模型进行修正， 做回归我们可以得到图 7 。 

 

显然 P 值， F 值都很大，解释变量对 y 的影响是显著的。初步观察 R 平方， F 值与 T 值，多重共线性概率很小。 

检验自相关经过图像初步判定自相关情形依旧存在，进一步用 DW 方法进行判断 d=0 . 496 ，经查表的 d 值域在 O 到 dL 

之间，依然具有正的自相关性，用 LM 进行检验，得到图 8 、 9 。 

 

F 值与 obs*R 方的值都是不显著的，接受原来无自相关的假设。 

最后检查异方差，观察散点图发现存在异方差的可能，再次用 white 检验得到图 10 表明接受原不存在异相关的假设。 

通过修正模型，我们可以得到，没能充分满足解释变量线性无关，无自先关，无异方差的条件，但是模型依然有重要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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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意义，尤其是修正后的模型，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贵州省经济总量同人口总量，入境旅游人数呈正先关，且人口总量对经总

量的贡献略微大于入境陆游人数。 

结论及政策建议：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人口的数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使十分巨大的，这也吻合我国近期推出的全面

放开二孩政策。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是人，劳动创造财富，消费刺激生产，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 1 ）提高教育质量，

尤其是职业教育质量，职业教育的好坏将直接关乎着劳动者劳动技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2 ）招商引

资，贵州省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每年劳动力输出多达数百万，如何把本地劳动力了留下来，在本地安居乐业，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值得地方政府思考，贵州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招商历来是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 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绿色

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举措就是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贵阳已经开通了到北京，至广州动车，上海至昆明的高铁经过贵州

部分地区，贵阳至重庆、成都的高铁也将于 2017 年底完工，这将对贵州旅游业发展是一重大利好，通过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

的发展，地方政府要做好相对应的配套设施建设、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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