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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对广西过去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分析的基础上 , 利用定量分析技术对 21 世纪上半期的广西经

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进行了预测 ,发现未来二 、三十年间 ,广西的经济将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通道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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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千年即将来临之际 ,世界各地的经济学

家都纷纷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进行展望或预

测 ,我国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对下世纪我国的经济

增长和发展进行了预测 ,其中最长的预测是 2000

～ 2050年
[ 1]
,对地方区域经济 ,则尚未见到这种

超长期的预测 ,大多只是对 2000 ～ 2010年进行预

测 ,多是政府部门为进行十年规划而作的 ,在广

西 ,情形也是如此[ 2] 。为迎接新纪元的到来 ,我

尝试对广西经济作这种超长期的预测 ,目的在于

庆贺新纪元 、鼓舞斗志。

　　一 、简短的回顾及本文的结构

　　以 1952年为 100 , 1997年广西 GDP 指数达

到3143 ,按水平法计算 , 45年间 ,我区 GDP 年均

　　

增长率达到 7.96%,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1978

～ 1997 年),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9.83%, 人均

GDP 由1978年 379元上升到 1997年的6070元 ,

人均 GDP在全国的排位。由 1978 年的第 27位

上升到1997年第 21位①。然而 ,从1995年开始 ,

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 ,从 1994 年的 16%降至

1995 年的 15%、1996 年的 10%、1997 年 9%、

1998年的 8%以下 ,因此 ,人们有理由担心 ,在即

将来临的新世纪里 ,广西的经济列车 ,还能够保持

在快车道上运行二 、三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 ,过去

四 、五十年间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广西经济增

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然后再分析这些动

力在未来能保持多长时间 ,或者又有什么新的动

力出现 ,最后 ,可以通过定量分析 ,建立预测模型 ,

并用之进行预测。

　　二 、增长的源泉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 ,增长的根源可以划分

为资本存量 、劳动力数量 、可耕地和自然资源存

量 、投入使用的生产率或效率的提高等要素[ 3] ,

但是 ,由于统计资料不齐全 ,我们很难依据这一框

架进行分析。

本文将列出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 ,然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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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有原始数据都引自《广西统计年鉴(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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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相关分析法来确定影响 GDP 的因素。所

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 。

表 1　广西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因素相关分析结果

因素名称 相关系数 样本容量

时间变量 0.923 20

耕地面积 0.206 20

从业人员 0.430 20

乡村从业人员 0.430 20

个体私营人员 0.351 20

职工 0.505 20

铁路里程 0.926 7

公路里程 0.986 7

内河航道里程 0.458 7

航空里程 0.986 7

固定资产投资 0.918 16

(1978 年不变价)

出口(美元) 0.986 20

进口(美元) 0.973 20

进出口总额(美元) 0.984 20

外贸顺差(美元) 0.924 20

社会消费品零售 0.995 20

　　从上面的相关系数看 ,国内生产总值与从业

人员的相关系数较小 ,这表明我区的经济增长与

劳动力数量的关联不大 ,这是由于我区与全国大

多数地区一样 ,在城市普遍存在着隐性失业现象 ,

农村更是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因此 ,劳动力的

边际产出接近于零 ,劳动者数量投入的增长对经

济增长的推动力不明显。公路里程 、铁路里程 、航

空里程 、固定资产投资 、进出口 、特别是消费品零

售额 ,与GDP 的相关系数比较大 ,这些因素归结

起来是:投资 、消费和环境 。投资———它一方面能

够产生投资需要 ,另一方面 ,它能够形成生产能

力;消费 ———包括国内消费和出口 , 能形成对

GDP 的拉动效应;而环境 ,包括硬环境 ,如公路铁

路等 ,和软环境 ,如制度 、政策甚至文化 ,都会对经

济的增长产生影响 。从理论上看 ,技术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是巨大的 ,但是由于有关统计资料

的限制 ,本文没有能够对技术进步对我区的经济

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 。

时间变量与 GDP 的相关系数也达到 92%以

上的高度。时间变量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综合变

量 ,它代表各种因素的综合。

1978 ～ 1997年 ,上述主要影响因素保持了强

劲的增长速度:

GDP 影响因素 年均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 20.5

消费品零售 17.1

出口额 12.6

公路里程 2.2

铁路里程 3.1

　　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

速度按当年价格计算 ,扣除价格因素 ,年均大约分

别增长 12%和 9%左右。

　　三 、预测或展望

(一)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基本走势的判断

上面的分析表明 ,影响我区经济增长的主要

因素之一是环境———特别是交通 ,关键是 ,这一观

点已经成为我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进入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 ,对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 ,呈

现加快增长的态势 ,公路里程 1996年比 1995年

增长 4.4%, 1997 年比 1996 年增长 6.3%,因此 ,

可以设想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作为

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出海通道 ,这一因素将会在我

区继续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而将会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另一方面 ,我国加入

WTO 已是指日可待 ,国内外消费需求必将稳步

上升 ,因此 ,可以预计 ,未来 10 ～ 20年间将是我区

经济全面起飞的时期 ,增长速度将很可能比过去

20年要快。同时 ,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减慢 ,人

均GDP 也将得到较快的增长。

下文的预测 ,正是建立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

的。

(二)关于长期定量预测模型的说明及参数估

计

长期预测中 ,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 ,不确定性

也比较大 ,因此 ,我认为用简单模型进行预测比用

复杂模型反而有效得多。基于这个想法 ,本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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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长期预测模型都是以时间变量作为综合变

量 ,代表所有综合要素。

1.第一产业增长模型

第一产业模型为幂函数形式:Y=α·Tβ　(1)

其中 , α、β 为待定参数 , T 为时间变量 , T =

1950 ,1951 , …… ,2050 , Y为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

值指数①。

对(1)两边取自然对数:

LN(Y)=LN(α)+β·LN(T)

令 Y′=LN(Y),α′=LN(α), T′=TN(T),得

线性模型:

Y′=α′+β·T′ (2)

利用 1978-199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

OLS 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 ,结果如下:

Y′=-923.12854+122.23168T′

(19.46) (19.57)

R-squared=0.955118　Adjusted-R

-squared=0.9526

D.W=0.51991　F-statistic=383.05

由于不能通过 DW 统计检验 ,表明存在严重

的序列相关 ,所以上述回归方程不能用于预测。

为此 ,采用一阶差分法进行处理 ,运用 TSP 软件

包处理 ,结果如下:

Y′=-1094.0529+144.7399XT′

(-3.85) (3.86)

+0.8132093XAR(1)

　(4.35)

R - squared =0.976583 　Adjusted R -

squared=0.973656

D.W=2.133466　F -statistic=333.63

上式中 ,AR(1)为一阶差分因子 ,扩号(　)内

的数据为 T 检验值。

采用一阶差分法处理后的方程 ,显然通过了

DW检验 ,拟合优度也得到了改进 ,各个系数都通

过了 T 检验(95%的可信度),可以用于预测。

2.第一产业比重变化模型

第一产业比重=100-第二 、三产业比重 ,而

第二 、三产业比重则采用生长曲线模型:

Y=100/[ 1+αEXP(-βT)] (3)

其中 ,EXP(　)为以 e为底的指数函数 。

由(3)式得:

100/Y-1 =αEXP(-βT),两边取对数 ,得

LN(100/Y-1)=LN(α)-βT ,令 Y′=LN(L/Y

-1),β′=-β ,α′=LN(α),得线性模型:

Y′=α′+β′·T (4)

第二 、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数据根据

当年价格计算 。② 模型系数的估计也是用 OLS

法 ,样本区间为 1978-1997 年。同样 ,为消除序

列相关 ,采用一阶差分法进行处理 ,结果如下:

Y′=99.182725 0.050143×T+0.5323481

(6.94) (-6.98) (3.71)

R-squared=0.93　Adjusted R-squared=

0.92

D.W=1.525　　F -statistic=107.71

上述回归方程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 ,通过

了 DW检验和 T 检验 ,可以用于预测。

3.人口增长模型

为了预测人均 GDP 水平 ,我们需要预测人口

数 ,为此 ,建立如下人口增长模型:

Vpop=A/T ,T =1978 ,1979 , ……,2050

其中 ,Vpop为人口增长速度 , T 为时间变量 ,

A 为待定常数参数 。A的估计方法也是最小二乘

法 ,样本区间为 1978 ～ 1997年的年度数据。估计

结果为:

Vpop=202057.83×1/ T

　　　　　(185.60)

R-squared=0.56　　Adjust R-squared=

0.56　　D.W=1.56

利用人口增长速度 ,我们就可以推算出人口

数量 。预测结果表明 ,我区人口总额将在 2020年

达到预峰(5288 万人), 然后开始下降 ,至 2050

年 ,人口将下降到 1990年的水平(4242万人)。

4.GDP及人均 GDP 预测方法

利用第一产业 GDP 的预测值和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的预测值 ,就可以获得 GDP 预测结果 ,

然后除以人口总额预测值 ,便获得人均 GDP。

(三)预测精度的估计及说明

预测精度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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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引自《广西统计年鉴(1998)》 。



预测指标 内插平均误差

GDP1 2.91%

GDP1比重 5.90%

GDP 5.67%

人口增长率 0.30%

人口总额 0.71%

人均 GDP 5.61%

　　平均误差=(∑ 预测值/实际值 -100 )÷

N , N为预测年度数。

一般进行模型精度的测试大多进行内插检验

和外推检验 ,由于有关GDP 的较为完整的统计数

据是从 1978年开始的 ,因此 ,用于模型参数估计

的样本区间取到了 1997年 ,而 1998年的数据由

于统计部门正在进行调整 ,我们尚未获得公开数

据 ,因此 ,无法进行外推检验。内插区间为 1990

～ 1997年。

　　四 、结　论

预测的结果如下表:

表 2　广西 2000 ～ 2050 年经济发展预测结果表

GDP指数 GDP1 比重 GDP1① GPD GPD23 人口 人均GDP

1978 年实际(当年价) 　 100 40.7% 30.88 　　75.85 44.97 　3402 　　 325

1978 ～ 1997 年平均增率 6.6% 6.6% 9.35% 16.9%

1997 年实际(当年价) 362 31.3% 631.62 2015.20 1383.58 4633 4356

1997 ～ 2000 年平均增率 4.2% 10.4% 13.0% 7.6%

2000 年 410 26.4% 715 2709 1994 4998 5420

2000 ～ 2010 年平均增率 7.9% 12.2 13.3 11.8%

2010 年 873 17.9% 1523 8508 6985 5157 16498

2010 ～ 2020 年平均增率 7.5 12.0% 13.1% 12%

2020 年 1798 11.6% 3137 27043 23907 5288 51140

2020 ～ 2050 年平均增率 7.4 10.5% 10.8% 11.3%

2050 年 15200 2.8% 15184 542286 527102 4242 1278373

　　注:GDP1 指第一产业增加值(1997 年价 , 亿元), 凡是增加值都已换算成 1997 年价格 , 人均 GDP 单位为元/人。

GDP23 指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 。人口单位为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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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DP1指第一产业增加值(1997年价 ,亿元),未来某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997年不变价格 ,换算方法为:未来某年GDP1=未来

某年 GDP1指数/ 1997年GDP1指数×1997GDP1(现价),未来某年GPD=GDP1/GPD1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