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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本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
基于重庆市的 实证分析

魏 巧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 00 叫4 )

摘 要 通过 20 04 一20 10 年重庆市统计数据建立扩展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
,

对重庆市土地资本化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实证分析
。

研究结果显示
,

二三产业 劳动人 口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最大 ;

重庆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也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

尤其是虚拟变量
,

说明重庆 自 2 0 0 8 年开始土地资本化后
,

重庆市

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对经济增 长率的影响更强
,

建设用地面积长率上浮 1 %
,

经济增速将提高 0 22 %
。

因此
,

要从完善

土地流转制度
,

规范地票 交易制度等方面入手
,

通过土地资本化实现经济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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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 06 年初 重庆市制定政策 要求各区县坚持以发展农

村经济为中心和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

20 07 年重庆市纳为

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
。

同年 9 月 重庆开启多种形

式流转土地模式
。

20 11 年上半年 重庆市土地出让金总计

58 3. 3 亿元 古地方财政近一半收入
。

重庆市针对土地资本化

还进行了
“

股田制公司
”

和地票交易制度的改革
。

20 08 年 12

月 4 日 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作为我国首个农村土地交易

所挂牌成立
。

重庆地票制度不断完善 捉进了重庆市统筹城

乡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
。

等(200 6) 研究表明 土地市场发展和宏观经济增长互为因果
。

总体上
,

关于土地资本化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尚少 而且

没有结合各地特点和宏观经济整体目标
。

文章将在分析重庆

土地资本化特点的基础上 从经济增长的
“

效率性
, ’

角度去进

一步探讨重庆土地资本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一
、

文献综述

目前 文献主要我国典型二元经济体的特征出发来进行

研究
。

罗叶(2 00 8) 认为 浓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本化是物权

化的结果 可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优化配置
。

陈家泽( 200 8)

建议在统筹城 乡综合配套改革中 应做实农村集体土地产

权
。

程世勇(2 0 10) 认为 声也票制度是一条从体制内探索出的

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性调整的路径
。

当前我国在土地资本化进

程中仍存有诸多问题
,

陈家泽(2 00 8) 认为 规行法律限制了

对农民土地权益性融资的再生产扩大和收入流增
。

叶剑平
、

蒋妍和罗伊
·

普罗斯特曼等(2 006) 提出
,

向农民发放合规的

合同和证书等 7 条建议
。

关于土地资本化与宏观调控和经济

增长的研究 主要从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
、

土地价格与经济

增长两方面出发
。

一方面 武康平等(2 009) 发现 经济增长

率与经济体对土地要素的依赖性成反比 ;另一方面 演晓宇

二
、

重庆市土地资本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

分析

实证研究部分假定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变化量主要是

由于土地资本化所导致的 在假定技术不变的条件下 沐日用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构建包含土地要素的 C由卜 。au 目as 生

产函数
。

(一 )模型的建立

基于扩展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G D P = A * INV
皿
L A B气AN D

下

( 1)

两边取对数并求导 :

d Ln G D P护 。d L n IN V t+ 日d L n L A B t + 丫d L n L A N D t + 。 (2)

式中 It (I IT ) 工
= 15( 19 96 20 10 )

。 。

表示随机误差 丈

表示时间 三个待估参数 。 君 即分别表示资本存量
、

劳动
、

土

地对总产出的弹性
。

因重庆从 20 08 年开始地票交易 所以加入

一个虚拟变量 D u m 卫yt ,1 9 96 20 07 年取值为 0 2 00 8 2 0 10

年取值为 1
。

则模型变为 :

d Ln G D P护小d Ln LA N D价D u m 卫yt
十。 dLn INV t+ 日d Ln LA Bt+

丫d Ln LA N D t+ 。
(3 )

(二)数据选取

文章采用《重庆市统计年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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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才羊本期为 199 6 201 0 年 使用 EV i毗6
.

0 和 W inR A TS 软 LA叹劳动力) 重庆市二三产业人口粼单位 万人)
。

LA N D( 土

件
。

其中 巧O P( 经济增长) :重庆市二三产业产值(单位 忆 地) 重庆市建设用地面积(单位 万人)
。

元)
。

INV (资本) 重庆市资本存量(单位 忆元)
。

199 6 20 10 (三 )平稳性检验

年各省资本存量根据 张军和 吴桂 英(20 04 )提供方法 推 结果(见表 1) 月Ln G O p 和 dLn LA B 在 1%显著性水平下

算(Kt= (1
一

5 )K ,

+I
t

折旧率 5 = 9. 6% J为固定资产投资额 )
。

通过平稳性检验 月L比 NV 和 d Ln LA N O 在 5% 显著性水平下

表 1 数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变量量 (c ,t p ))) A O「统计量值值 A O FI }贫界值值 单整阶数数

111111111%%% 5 %%% 10 %%%%%

ddd l叹G D P))) (c ll
,

1)))
一

4
.

710 666
一

4
.

8 86444
一

3
.

8 29000
一

3. 3 63 000 I(0)))

△△ dln( G D P))) (o p
,

1)))
一

5
.

058 000
一

2
.

7 7 1999
一

1
.

9 74000
一

1
.

60 299999

ddd 1n( INV ))) (c ll
,

1)))
一

3
.

874 111
一

4
.

122 000
一

3
.

144 999
一

2
.

7 13 888 I(0)))

△△ dln( INV ))) (c ll
,

1)))
一

4
.

276 111
一

4
.

9 92 333
一

3
.

8 75333
一

3. 3 8 833333

ddd l叹LA B))) (c 11 2 )))
一

6
.

130 222
一

5
.

124 888
一

3
.

93 3333
一

3
.

4 2 0000 I(0)))

△△ dl叹 LA B))) (c p Z )))
一

4. 42 2 333
一

4
.

2 97 000
一

3
.

2 12777
一

2
.

74 777777

ddd 1n( LA N D ))) (c ll
,

1)))
一

4
.

023 333
一

4
.

8 86444
一

3
.

8 29000
一

3. 3 63 000 I(0)))

△△ dln( LA N D ))) (c p Z )))
一

4
.

弘8 888
一

2
.

7 92 222
一

1
.

9 77777
一

1
.

60 2 11111

注
:

(1 )变量栏中的 dln 表示变量的对数增长率
,

△表示一阶差分
。

(2 )检验类型括号中
c

表示检验平稳性时评估方程中的

常数项
,

0 表示不含常数项 ;t 表示 时间趋势项
,

0 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 ;P 表示 自回归滞后 的长度
。

通过平稳性检验
。

经济增长是资本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当滞后期为 2 时 资本

(四)估计结果 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其作用存在滞后性
。

当滞后 1欺

所估计的系数均显著 二三产业劳动人口增长率和资本 和 2 期时 汾别在 5% 与 10 % 的显著性水平下 劳动力是经

存量增长率分别提高 1% 经济土曾速就分别提高 Q妇嚼口0. 79 %
。

重 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说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时

庆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也对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 尤其是 间推移而减弱
。

同样
,

当滞后期为 1 和 2 时 汾别在 92 %与

虚拟变量 说明重庆从 20 08 年开始土地资本化后 重庆市建 93 % 的置信水平下 庄地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原因

设用地面积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更强 建设用地面积 而当滞后期为 2 时 经济增长才存在对土地资本的格兰杰原

增长率上浮 1% 经济增速提高 0. 22 %
。

因
。

说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有助于城市经济增长
,

但时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间而越弱 ;同时说明经济增长反过来促进对建设用地的需

文章根据 AI C
、

SC 准则确定其最优滞后阶数为 2
。

通过 求 但存在时滞性
。

所以 沐日用土地资本促进经济增长是不

表 2 看出 滞后期分别为 1 和 2 时 在 5 % 的显著性水平下
,

可持续的
。

表 2 因果关系检验表

因因果关系假定定 滞后阶数数 「统计量量 p 值值

ddd l叹G D P) d叱
n Ot G ra n ge r Ca u se d ln( INV ))) 111 13

.

3 16 333 0. 0 044 7 * * ***

2222222 6
.

75 44 111 0
.

023 23 * ***

ddd l叹INV ) d叱
n Ot G ra n ge r C a u se dln( G D P))) 111 2

.

48 28 000 0
.

1肠1888

2222222 5
.

39 87 222 0
.

038 16 * ***

ddd l叹G D P) d叱
n ot G ra n ge r Ca u se dln( LA B))) 111 1

.

84 94 111 0
.

2 03 7222

2222222 3
.

52 8 1444 0
.

08 7 16 ***

ddd l叹 LA B) d叱
n ot G ra n ge r Ca u s e d ln( G D P))) 111 5

.

50 92 222 0. 04D 84
* ***

2222222 3. 34 84 000 0
.

09 54 3 ***

ddd l叹G D P) d叱
n Ot G ra n ge r Ca u se d ln( LA N D ))) 111 1

.

95 30 555 0
.

1924 999

2222222 8
.

58 05 222 0
.

0 12 32 * ***

ddd l叹 LA N D ) d叱
n Ot G ra n ge r Ca u se d ln( G D P))) 111 8

.

20 35 999 0
.

0 18 32 * ***

2222222 7
.

32 30 111 0. 024 20 * ***

注
:

括号中为 P值
, *

表示在 0
.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 *

表示在 0 05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 * *

表示在 0 0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jJ、乡吉

随着重庆土地资产本化的推进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也迅

速增加
。

重庆从 2 008 年开始地票交易后 重庆市建设用地面

积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明显更加强烈 但经格兰杰因

果检验发现 :重庆地方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增(下转 13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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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问题
。

根据统计网数据 2 01 4 年蚌埠市第一产业国内生

产总值(G O P) 为 182
.

05 亿元 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 O P)

为 57 2
.

2 5 亿元
,

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 O P) 为 3 54
.

14 亿

元
。

可以看出 第三产业产值是第一产业的两倍 第二产业产

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 50 % 以上 是蚌埠市的发展主力
。

其中 第

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
。

蚌埠大学城设有医学类
、

财经类
、

电子信

息类等专业 缺少与制造业相关的专业
。

可以看出 蚌埠大学城

并未完全遵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原则 使得专业设置与地方

产业经济相脱节 没有真正符合蚌埠产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

针

对这一问题 需要根据蚌埠产业结构的现状 拓宽专业目录
,

优化专业结构 推动蚌埠第二产业的发展 使得产业结构合理

化
。

但是 蚌埠还存在人才流失问题
。

毕业的大学生很少会留

在当地 这就使得专业设置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变得微弱 所以

蚌埠必须发展经济 使得人才供应给当地的劳动需求市场
。

(五)
“

智力外流
, ’

问题

蚌埠大学城存在智力外流问题
,

即在蚌埠接受教育的

大学生 毕业后往往会去大城市发展
、

工作和定居 导致人才

流失
。 “

智力外流
, ’

原指在一国接受训练而在另一国工作和居

住的高技能者的迁移 但考虑到本质相同 本文引用此概念

来说明蚌埠的人才流失
。

蚌埠建设大学城原意是为带动经济

发展 然而花费了大量的资源 焙养出来的高级专门人才不

为本地发展做出贡献 而为其他地区服务 这显然是人力资

源的巨大损失
。

智力外流的原因就是经济不平衡 而智力外

流的存在使得地区差距更大 形成了恶循环
。

因此 蚌埠必须

为其所培养的人才营造优良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缩小与发达

地区 收入水平的差距 这才是防止智力外流的有效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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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16 页 )加建设用地需求 但该作用存在时滞性 且随 献将越来越弱
。

因此 利用土地资本化推动城市建设用地的

着土地资本化的持续 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 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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