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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主题，重庆地处内陆，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本文首先分析

了 1999—2016 年重庆经济发展状况和特征，针对重庆地区经济发展特点，选取指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系统研究

了影响重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重庆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增速走势阶段性特征明显，整体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重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和投资驱动，重庆已进入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新阶段，消费成为经济增

长的“火车头”。 

【关键词】经济增长；多元回归模型；影响因素 

 

一、引言 

重庆地处内陆，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推进，“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全线开行等一批

重点项目的实施，重庆经济迈入高速增长阶段。截止 2017 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19500.27 亿元，逼近 2 万亿大关，比

上一年增长 9.3%，名列全国第四，西部第一。2016 年 1 月，重庆“十三五”规划指出“十三五”期间重庆要基本建成长江上

游地区经济中心。厘清各影响因素对重庆经济的影响机理，对重庆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分析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重点。18 世纪，古典经济学家 Smith (1776)、Malthus (1798) 

等就已针对驱动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技术进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R. M. Solow，

1957；Kendrick J. K，1957）。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针对经济增长相关问题的研究成为国内学者研

究的重点。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典型的资本投入推动型特点 ( 沈坤荣 ,1999; 孙琳琳 ,2005; 薛永鹏 ,2009
)[1-3]

。

另一些学者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侧重理论模型实证研究方面的应用。孙冠南等 (2005) 基于计量模型分析了河北省的经济增长

要素，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制度因素是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4]
。李天国 (2006)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 1978—

2004 年吉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表现出资本投入驱动型特征
[5]
。一部分学者将 C—D 生产函数引入到经

济增长相关问题研究中，研究得出中国经济增长为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曹吉云，2007；杨飞虎，2010）
[6-7]

。 

综上所述，已有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在变量的构造和指标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本文从重庆

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根据重庆经济结构特点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总

值、电力消费总量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等指标构建模型，实证研究各因素对重庆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以期对当前重庆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参考。 



二、重庆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本文利用重庆直辖以来 (1999—2016 年 ) 经济发展相关指标数据，剖析重庆市经济发展现状和特征。 

（一）重庆经济发展成效明显，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从绝对值来看，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呈逐年上升态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1999 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1663.2 亿元，

此后地区生产总值保持逐年上升态势，到 2016 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17559.3 亿元，增长幅度高达 995.8%，年均增长速

度为 14.1%（见图 1）。直辖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立足重庆市情，认真贯彻实施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重庆市经济

结构战略调整，构建都市发达经济圈新的增长极，2000 年 12 月 18 日设立北部新区，2010 年 5 月 5 日设立两江新区，2011 

年 3 月“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全线开行，2017 年 3 月 15 日成立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随着经济开发战略的布局，重庆

经济得以快速增长。 

 

从贡献率来看，图 1 中显示，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对全国 GDP 的贡献率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从 1999 年的 1.88% 增长到 2016 

年的 2.36%，增幅为 25.5%，分别在 2000 年和 2006 年出现小幅波动。这主要是由于在 2006 年以前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增幅

明显低于全国 GDP 增幅，贡献率的平稳增长说明重庆经济的增长总体趋势与全国同步。 

（二）重庆经济增速整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走势与全国趋同 

直辖以来，重庆经济增速波动较大，走势与全国趋同，但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9—2016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度为 14.1%，以 2004 年和 2010 年为节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见图 1）。2004 年以前为平稳上升期，经济增速保持逐年

上升态势；2004—2010 年处于震荡上升期，波动趋势明显，增速从 2004 年的 12.4% 上升到 2010 年的 17.1%，上升近 5 个

百分点；2010 年后处于平稳下降期，到 2016 年重庆经济增速为 10.7%。就全国而言，GDP 年均增速为 9.2%，到 2007 年达

到最高 14.2%，之后持续下降到 2016 年的 6.7%。由此看出，1999 年以来重庆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全国，走势基本与全国趋同。 

三、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理论模型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较多，故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单个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间的回归关系进行分析。设因变量 y 与自变量 

x1,x2,…,xm-1共有 n 组实际观测数据。y 是一个可观测的随机变量 , 它受到 m-1 个非随机因素 x1,x2,…,xm-1和随机因素的影响
[8-10]

。若 y 与 x1,x2,…,xm-1有如下线性关系： 

 

其 中 y 表 示 因 变 量，x1,x2,…,xm-1 表 示 自 变 量，β0,β1,β2,…,βm-1 是未知参数，ε为误差项，且ε～N(0,δ2)。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未知参数β0,β1,β2,…,βm-1进行估计。模型参数估计后，对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验证其合理性。 

（二）指标与数据说明 

在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最直观的观测指标是 GDP，而影响 GDP 的主要有三大因素：消费（C），投资 (I) 与

进出口贸易 (NX)。本文选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消费因素，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衡量投资因素，用进出口总值衡

量进出口贸易因素。为测度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同时选取了电力消费总量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指

标。受指标数据限制，本文样本区间为 1999—2016 年，样本数据来源为 2017 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对应年份的重庆统计年鉴。 

四、重庆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为消除量纲等因素影响，采用 Z-score 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同时计算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2，其中 y 表示重

庆地区生产总值，x1表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2 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x3表示进出口总值，x4表示电力消费总量，

x5表示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表中数据显示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数绝对值均在 0.90 及其以上，说明地区生产总值与各因素之间存

在高度的线性相关。可对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利用建模软件，基于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值为 0.9997，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较好，地区生产总值的 99.97% 可由各解释变量解释；同时模

型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F 检验，模型总体显著。但变量 x4 和 x5 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未通过 t 检验，且 x4（电

力消费总量）的系数符号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相悖，呈现出与地区生产总值负相关性，无经济学意义。故需对模型进一步检

验和修正。 

（二）模型检验与修正 

1. 多重共线性 

由表 1 看出，指标间存在高度的线性相关性，可认为指标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修正。先



用被解释变量对各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分析，然后以对被解释变量贡献最大的解释变量所对应的回归方程为基础，逐步引入其余

变量。 

 

根据表 2 中各模型拟合情况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各模型中解释变量均通过 t 检验，结合 R2值和经济意义确定 x1作为基准

变量引入，再逐步引入其他变量，经检验当去除变量 x4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消失，去除变量 x4后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

如下。 

 

修正后的模型拟合优度为 0.9997，模型拟合较好。各解释变量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t 检验，模型的多重共线性

消失；且模型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F 检验，模型总体显著。 

 

2. 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性 

本文基于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检验和杜宾-瓦特森（D-W）检验对消除多重共线性后的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3。 

检验结果显示 ARCH 检验统计量的概率 P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 0.05，故接受原假设，认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D-W 检验

统计量为 1.0531。在 α=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n=18，k=4，查表得 dL=0.82，dU=1.87。由于 4-dU﹤d=2.191720﹤4-dL，不

能确定模型是否存在序列自相关性。为了谨慎起见，本文默认模型存在序列自相关性，基于科奥迭代法对模型进行修正。 

从表 3 中可以看到，经一阶迭代处理后，D-W检 验 统 计 量 为 2.0407。 在 α=0.05 的 显 著 性 水 平下，n=18，k=4，

查表得的 dL=0.82，dU=1.87。由于 2＜ d=2.040748 ＜ 4- dU，故序列无自相关性，即序列自相关性消除。最终得到修正后的模



型如下：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拟合优度为 0.9997，较模型修正前（0.9987）有显著提升，模型拟合效果得到提高。根据模型拟合图（见

图 2），经过修正后的模型实际值与拟合值走势一致，残差值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说明模型的拟合精度较高。从最终的多元线性

模型可以看出各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线性相关性，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较为突出，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长期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或减少） 1 亿元，将导致重庆地区生产

总值平均增加（或减少）0.3971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每提高（或减少）1 亿元，将导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

加（或减少）0.3129 亿元；进出口总值每提高（或减少）1亿美元，将导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加（或减少）0.0548 亿元；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每减少（或增加）1万吨，将导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加（或减少）0.0912 亿元。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深入剖析重庆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构建重庆地区生产总值与各影响因素的最优模型，实证研究各影响因素对重庆

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1999 年以来，重庆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2）重庆经济增速走势

与全国趋同且整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重庆经济增长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关系密切，是一

种典型的消费和投资驱动型增长。根据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在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背

景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二是立足区位优势，深挖需求潜力。从资金、政策等多渠道投入和扶持三个交通枢纽、三个一类口



岸、三个保税区的“三个三合一”的平台建设。三是调整要素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大对科

技教育事业的投入，以更好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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