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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研究
3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许广月

(华中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异质面板协整检验和面板因果检验方法 ,检验中国 30个省市区 1986—

2006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结论表明 : (1)从长期来看 ,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存在能源消费与

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 ,中部和东北地区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 ( 2)从短期来看 ,

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存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 ,中部地区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

向因果关系 ,东北地区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该结论为制定合理的能源消费长期战

略与短期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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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ranger Causa lity between
Energy Con sum ption and Econom ic Growth

—Emp 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XU Guang2yue

(School of Econom ics, H uazhong U nivers ity of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H ubei W uhan 430074, Ch 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app lies the panel unit root, heterogeneous panel co2integration and panel causality test to surve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 tion and econom ic growth. The emp 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long2term bi2directional

causality between energy consump tion and econom ic growth in east and west of China, while there is just long2term unidirectional

causality running from energy consump tion to econom ic growth in central and north2east area. Moreover, there is short2term bi2
directional causality between energy consump tion and econom ic growth in east and west area, while there is just short2term

unidirectional causality running from energy consump tion to econom ic growth in north2east area, but the central area is on the contrary.

These results p 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long2term strategy and short2term policy of energy consump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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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中国现在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而且是能源

生产和能源消费第二大国 ,因此能源问题是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现代化建设和和平崛起的焦点、热点

和难点问题。自从 2003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后 ,近几年中国煤、电、油供应全

面紧张 ,能源对外依存度 ,特别是石油对外依存度

不断提升 ,已由 1993 年的 7%提高到 2005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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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已连续几年超过 1。

面对国际市场能源供求关系的紧张局势 ,中国

能源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于是提出了“节能减排 ”的

战略。“节能 ”在减少能源消费的同时 ,是否会阻碍

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这个

问题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有很大关

联。如果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

则说明节约总量型能源消费政策不可取 ;如果存在

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 ,则节约总量型

能源消费政策无关紧要 ;如果两者独立 ,则说明能

源消费增加或减少不会影响经济增长。

自从 20世纪 70年代第一次能源危机发生后 ,

经济学家不断把能源引入到经济领域的研究中 ,很

多经济学家对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根据实证分析方法的不同 ,可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20世纪 70年代 —20世纪 80年代

末。这个阶段是以传统的 VAR模型为基础 ,用年度

(季度 )数据检验两者的因果关系 ,而没有对数据的

平稳性进行计量检验。较早实证研究两者关系的

是 Kraft和 kraft ( 1978) ,他们利用美国 1947—1974

的年度数据 ,采用双变量 Sim s因果检验方法进行了

开拓性研究 ,认为美国存在从 GNP到能源消费的单

向因果关系 ;
[ 1 ]

Yu和 Hwang ( 1984)把上面的样本

区间扩展到 1947—1979年 ,结果发现能源消费与

GNP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 [ 2 ] Yu 和 Choi

(1985)认为美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独立 ,而韩国

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 ,菲律宾则

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3 ]这一阶

段的特点是直接利用数据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检

验 ,没有考虑数据的平稳性。

第二阶段 : 20世纪 90年代初 —2004年左右。

这一阶段突破了上一阶段的致命缺陷 ,把协整理论

和误差纠正模型应用于两者间关系的检验。Yu和

J in (1992)认为美国并不存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
[ 4 ]

Soytas和 Sari ( 2003)发现

阿根廷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韩国存在从经济增长到

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 ,印尼和波兰则不存在任

何方向的因果关系 ;
[ 5 ]

Oh和 Lee (2004)认为韩国存

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 6 ]这一阶

段的特征是 :利用协整和误差纠正模型 ,实证分析

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在因果关系

检验前 ,用现代计量经济学处理技术检验了数据的

平稳性 ,但是主要的缺点是样本数据较少 ,单位根

和协整的“检验势 ”低。

第三阶段 : 2005年至今。这阶段的基本特征是

应用面板单位根、协整和因果关系的方法 ,对两者

间的关系进行检验。首先应用这一方法的是 Lee

(2005) ,他以 18个发展中国家 (不包括中国 )的

1975—2001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 ,构建了三变量

(包括 GDP、能源消费 EC和资本存量 K)的模型 ,利

用 Pedroni(1999)提出的异质面板协整和因果检验

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 : 18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长期

还是短期都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

果关系。[ 7 ]

A I2Iriani(2006)发现 6个 GCC国家 (包括科威

特、巴林、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的两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在短期内存

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 8 ]

Mahadevan和 A safu2Adjaye ( 2007)认为能源出

口的发达国家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存在能源消费

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 ,而发展中国家在短期

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能源

进口的发达国家长期和短期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

而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则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

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9 ]

这一阶段突破了传统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方法

的缺陷 ,在面板单位根、面板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

的基本逻辑框架下 ,分析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

因果关系。面板数据扩充了样本容量 ,提高了自由

度 ,同时减轻了共线性、异方差 ,从而增强了估计的

有效性 ,提高了检验势。

国内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

研究开始于赵丽霞和魏巍贤 (1998)。[ 10 ]他们把能源

因素加入到柯布 - 道格拉斯函数 ,构造了三变量的

VAR模型 ,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变量的平稳性 ;林

伯强 (2003) [ 11 ]构造了三变量的协整和误差纠正模

型 ,研究了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吴巧

生等 (2008) [ 12 ]利用面板单位根、协整和因果关系检

验方法 ,但是模型仅涉及 GDP 和能源消费两个

变量。

本文利用最近发展的面板单位根、异质面板协

整和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与吴巧生等 (2008)学者的

方法有四点区别 :第一 ,本文模型不仅包括能源消

费、GDP,而且还包括资本 (用固定投资表示 )和劳

动力 (用三次产业就业人数表征 ) ;第二 ,本文充分

考虑了中国区域的“门槛效应 ”,在全国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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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细分为四个子面板 ,分别是东北、东部沿海、中

部和西部 ;第三 ,本文的时间跨度是从 1986年到

2006年 ,从而有别于吴巧生等 ( 2008)学者的模型 ;

第四 ,因为以上三点的差别 ,所以本文结论和吴巧

生 (2008)分析结果不同 ,详细见本文的第三部分。

一、模型、方法和数据

1. 模型设定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构建合意的生产函数 ,

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平衡增长路径。

无论是新古典增长模型 ,还是新增长模型 ,都是建

立在合意的生产函数的基础上 ,因此 ,生产函数的

构建是现代经济增长存在“卡尔多稳态 ”的关键

所在。

本文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构建包括能源消

费的四变量生产函数 : Yt = f ( Kt , L t , Et )。其中 , Yt 为

实际 GD P, Kt 是资本存量 , L t 为总劳动力人数 , Et 表

示能源消费总量。

为了避免异方差和便于以后的实证分析 ,本文

采取以下自然对数形式的面板计量模型 :

Ln ( Yit ) =α1 Ln ( Kit ) +α2 Ln (L it ) +

α3 Ln ( Eit ) + uit (1)

　　其中 , i表示横截面 , i = 1, 2, ⋯⋯ 30; t表示时

间 , t = 1986, 1987, ⋯⋯ 2006。uit是包括个体效应的

残差。

2. 检验方法

本文采取异质面板协整、因果方法来分析能源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基本思路包括三步 :

第一 ,面板单位根检验 ,分析面板数据的稳定性 ,为

协整分析奠定基础。第二 ,异质面板的协整分析 ,

检验能源消费是否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第三 ,如果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

系 ,应用面板误差纠正模型进行短期和长期的能源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

验。发展至今 ,在能源经济文献中常用的面板单位

根检验主要有 LLC检验和 IPS检验。但是 LLC单

位根检验是针对于同质面板而言的 ,而在现实中 ,

由于每一个体存在差异 ,因此 ,本文采用 LPS检验

方法。[ 13 ]

IPS检验是把 ADF原理应用到面板数据的产

物 ,它允许面板数据中的每个个体的ρ不同 ,其检验

式为 :

Δ yit =ρi yit - 1 + 6
k i

j = 1

ηijΔ yit - j +Ψ it
tα +εit

i = 1, 2, ⋯ N; t = 1, 2, ⋯ T (2)

　　其中εit服从 IID (0,σ2 )。

它的原假设为 :ρi = 0, i = 1, 2, ⋯ N ,即存在单位

根 ,备择假设至少一个ρi 不为零。其核心思想是利

用 (2)式对 N 个个体估计出 N 个ρi 和计算出相应

的 tρ^。构造 IPS检验统计量Ζt
^作出判断。

Ζ t
～ =

tρ - E ( tρ)

Var ( tρ) /N
→N (0, 1)

其中 , tρ =
1
N

6
N

i = 1
tρ̂, -表示均值。

利用其给定的临界值 ,判断变量是否存在单位

根。如果 IPS检验统计量大于临界值 ,则存在单位

根 ,反之不存在。

第二步是利用异质面板协整检验分析能源消

费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考虑到中国能源

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本文采用 Pedroni

(1999)提出的异质面板协整的检验方法 ,
[ 14 ]模型

如下 :

yit =αi +δit t + xiβi + eit (3)

其中 , i = 1, 2, ⋯ N; t = 1, 2, ⋯ T; N 表示样本单

位数目 , T表示样本的时间跨度 ; yit和 xit分别是观测

到的 N T 行 1 列的向量和 N T 行 M 列的向量。

Pedroni在原假设 (没有协整关系 )条件下构造了七

个统计量 ,其中 4个“联合组内 ”尺度的统计量 ,用

“Panel”表示 ;另外 3个“组间 ”尺度的统计量 , 用

“Group”表示。Pedroni证明这七个统计量均渐进服

从 (0, 1)的正态分布 ,并且给出了临界值。如果计

算出来的统计量大于临界值 ,则拒绝原假设 ,表明

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反之 ,则不存在协整关系。

长期协整关系只表明变量间至少存在一个方

向的因果关系 ,但是 ,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方向

是不明确的。为此 ,为了判断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

的因果关系 ,需在前两步的基础上采用 E - G两步

法程序进行面板因果关系检验。第一 ,根据上一步

建立的长期协整模型估计出残差 ;第二 ,依据 Holtz2
Eakin等 (1988)的分析 ,

[ 15 ]把长期协整模型估计出

的残差作为自变量 ,构建面板误差纠正模型 ,进行

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检验。

3. 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 30个省市区 (不包括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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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由于西藏数据缺失 ,故未对西藏进行分析 )的

GDP、能源消费、固定投资总额 (代表资本存量 )、

劳动力就业人数 (用三产从业人数表示 )共 630个

数据 ,样本区间为 1986—2006 年。数据来源为

1987年到 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 》以及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网 (www.

naturalresources. csdb. cn)等。其中 GDP数据为实

际 GDP,即用当期 GDP除以当期价格表示 ,资本存

量用固定投资总额表示 ,劳动力人数用三产就业

人数表征。30个省市区 2006年三次产业的就业

人数有的没有 (除了北京、山西和湖南 )数据 ,没有

数据的省份本文利用其预测值。

考虑到“门槛效应 ”,本文把中国细分为东北、

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四大区域。其中东北包

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东部沿海包括北京、天津、

河北、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 ;中

部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和湖南 ;西部包

括陕西、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广西、四

川、重庆、云南和贵州。

二、实证分析

1. 面板单位根检验

利用 IPS检验方法 ,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

结果见表。由表 1～5可知 ,东北、东部沿海、中部和

西部四个子面板以及中国整个面板中 LnY、LnE、

LnK和 LnL的水平值有单位根 ,而它们的一阶差分

项 (无论是含有截距项还是同时含有截距项和趋势

项 )大多数在 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 ,意

味着四个子面板和全国面板中 LnY、LnE、LnK和

LnL是一阶差分平稳的 ,为 I(1)。

表 1　东北子面板单位根检验

变量
水平值

T统计量 P值 检验式

一阶差分值

T统计量 P值 检验式

LnY - 0. 11 0. 46 含截距项 - 2. 19 0. 013 含截距项

LnY - 0. 03 0. 49 含趋势和截距项 - 1. 31 0. 093 3 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E 3. 37 1. 00 含截距项 - 2. 28 0. 013 含截距项

LnE 1. 07 0. 86 含趋势和截距项 - 1. 66 0. 043 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K 3. 53 1. 00 含截距项 - 1. 67 0. 043 3 含截距项

LnK - 0. 96 0. 17 含趋势和截距项 - 3. 20 0. 00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L - 0. 44 0. 32 含截距项 - 3. 25 0. 003 含截距项

LnL 0. 80 0. 79 含趋势和截距项 - 2. 29 0. 013 含趋势和截距项

　　　注 : 3 、3 3 、3 3 3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下同。

表 2　东部沿海子面板单位根检验

变量
水平值

T统计量 P值 检验式

一阶差分值

T统计量 P值 检验式

LnY 1. 23 0. 89 含截距项 - 2. 20 0. 013 含截距项

LnY - 1. 15 0. 99 含趋势和截距项 - 2. 72 0. 00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E 8. 59 1. 00 含截距项 - 6. 43 0. 003 含截距项

LnE 0. 76 0. 78 含趋势和截距项 - 6. 56 0. 00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K 0. 48 0. 68 含截距项 - 2. 56 0. 003 含截距项

LnK - 1. 23 0. 99 含趋势和截距项 - 3. 89 0. 00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L 2. 62 1. 00 含截距项 - 3. 35 0. 003 含截距项

LnL 0. 73 0. 77 含趋势和截距项 - 1. 64 0. 053 3 含趋势和截距项

84

许广月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3　中部子面板单位根检验

变量
水平值

T统计量 P值 检验式

一阶差分值

T统计量 P值 检验式

LnY 0. 33 0. 37 含截距项 - 2. 36 0. 013 含截距项

LnY - 1. 22 0. 11 含趋势和截距项 - 2. 39 0. 01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E 6. 68 1. 00 含截距项 - 3. 28 0. 003 含截距项

LnE 0. 40 0. 65 含趋势和截距项 - 3. 02 0. 00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K 3. 42 1. 00 含截距项 - 5. 19 0. 003 含截距项

LnK - 1. 57 0. 95 含趋势和截距项 - 4. 12 0. 00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L 0. 65 0. 74 含截距项 - 2. 59 0. 003 含截距项

LnL - 1. 69 0. 91 含趋势和截距项 - 2. 36 0. 053 3 含趋势和截距项

表 4　西部子面板单位根检验

变量
水平值

T统计量 P值 检验式

一阶差分值

T统计量 P值 检验式

LnY 2. 68 1. 00 含截距项 - 4. 22 0. 003 含截距项

LnY 3. 33 1. 00 含趋势和截距项 - 2. 76 0. 01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E 7. 68 1. 00 含截距项 - 2. 42 0. 013 含截距项

LnE 5. 18 1. 00 含趋势和截距项 - 2. 39 0. 01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K 5. 49 1. 00 含截距项 - 5. 11 0. 003 含截距项

LnK - 1. 75 0. 95 含趋势和截距项 - 2. 90 0. 00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L 1. 65 0. 95 含截距项 - 2. 89 0. 013 含截距项

LnL 0. 59 0. 72 含趋势和截距项 - 3. 01 0. 013 含趋势和截距项

表 5　全国面板单位根检验

变量
水平值

T统计量 P值 检验式

一阶差分值

T统计量 P值 检验式

LnY 3. 69 0. 99 含截距项 - 8. 09 0. 003 含截距项

LnY - 1. 68 0. 093 3 3 含趋势和截距项 - 5. 27 0. 00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E 13. 88 1. 00 含截距项 - 10. 32 0. 003 含截距项

LnE 0. 84 0. 80 含趋势和截距项 - 9. 90 0. 00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K 5. 65 1. 00 含截距项 - 8. 99 0. 003 含截距项

LnK - 3. 55 0. 103 含趋势和截距项 - 6. 47 0. 003 含趋势和截距项

LnL 2. 25 0. 98 含截距项 - 7. 58 0. 003 含截距项

LnL - 0. 56 0. 29 含趋势和截距项 - 2. 08 0. 013 含趋势和截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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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异质面板协整检验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 , LnY、LnE、LnK和 LnL 是 I

(1)过程 ,所以这四变量可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利用异质面板协整检验方法 ,检验它们之间的长期

协整关系 ,结果见表 6。

表 6　四个子面板以及全国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统计量 全国 东北 东部沿海 中部 西部

Panel -ν - 9. 39 (0. 003 ) 1. 61 (0. 103 3 3 ) 3. 92 (0. 003 ) 1. 86 (0. 073 3 3 ) 1. 98 (0. 063 3 3 )

Panel -ρ 10. 35 (0. 003 ) 2. 00 (0. 053 3 ) 2. 14 (0. 043 3 ) 2. 03 (0. 053 3 ) 2. 03 (0. 053 3 )

Panel - PP 1. 69 (0. 103 3 3 ) 1. 99 (0. 053 3 ) 1. 63 (0. 103 3 3 ) 1. 62 (0. 103 3 3 ) 1. 84 (0. 103 3 3 )

Panel - AD F 1. 93 (0. 063 3 3 ) 1. 61 (0. 103 3 3 ) 1. 78 (0. 063 3 3 ) 1. 91 (0. 033 3 ) 1. 88 (0. 093 3 3 )

Group -ρ 12. 57 (0. 003 ) 2. 59 (0. 013 ) 3. 22 (0. 003 ) 2. 63 (0. 013 ) 3. 73 (0. 003 )

Group - PP 1. 56 (0. 12) 2. 43 (0. 023 3 ) 1. 32 (0. 15) 1. 32 (0. 13) 2. 62 (0. 013 )

Group - AD F 2. 69 (0. 033 3 ) 1. 86 (0. 073 3 3 ) 1. 81 (0. 073 3 3 ) 2. 13 (0. 043 3 ) 3. 04 (0. 003 )

　注 :括号内为相应统计量对应的 P值 (下同 ) ;滞后项根据 Schwarz最小信息原则确定。

　　根据表 6,无论是从全部样本数据来看 ,还是

从东北、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四个子面板来看 ,

大多数变量在 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 ,尽管 Panel2PP和 Group2PP统计量效果不好 ,但

是在小样本中 ,这两个统计量不影响这四个变量

之间存在长期协整的结论。

3. 面板因果分析

协整关系意味着存在至少一个方向的因果关

系 ,但是具体的因果关系方向不得而知。所以 ,必须

在长期协整分析的基础上 ,构建面板误差纠正模型 ,

分析 LnY和 LnE具体的因果关系方向 ,结果见表 7。

表 7　四个子面板以及全国面板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区域 变量
短期

ΔLnGD P ΔLnE

长期

ε( - 1)

联合检验

ΔLnGD P /ε( - 1) ΔLnE /ε( - 1)

全国
ΔLnGD P F = 0. 60 (0. 55) F = 7. 17 (0. 013 ) F = 2. 70 (0. 053 3 )

ΔLnE F = 25. 89 (0. 003 ) F = 3. 34 (0. 073 3 3 ) F = 18. 37 (0. 003 )

东北
ΔLnGD P F = 2. 51 (0. 093 3 ) F = 0. 007 (0. 94) F = 1. 79 (0. 19)

ΔLnE F = 3. 16 (0. 053 3 ) F = 3. 16 (0. 083 3 3 ) F = 3. 14 (0. 033 3 )

沿海
ΔLnGD P F = 4. 60 (0. 013 ) F = 13. 54 ( p = 0. 003 ) F = 6. 85 (0. 003 )

ΔLnE F = 26. 79 (0. 003 ) F = 9. 33 (0. 003 ) F = 20. 11 (0. 003 )

中部
ΔLnGD P F = 0. 68 (0. 51) F = 6. 53 (0. 013 ) F = 2. 29 (0. 083 3 3 )

ΔLnE F = 8. 51 (0. 003 ) F = 0. 65 (0. 42) F = 5. 80 (0. 003 )

西部
ΔLnGD P F = 8. 22 (0. 003 ) F = 18. 65 (0. 003 ) F = 12. 44 (0. 003 )

ΔLnE F = 10. 89 (0. 003 ) F = 4. 14 (0. 043 3 ) F = 9. 71 (0. 003 )

　　根据表 7,在东北地区短期“能源消费不是经济

增长的 Granger原因 ”的检验中 , F值为 2. 51,其对

应的 P值为 0. 09,这说明在 5%的显著水平下 ,能源

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在长期的检验中 , F值为

0. 007,表明能源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在长期

和短期的联合检验中 , F值为 1. 79,说明联合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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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通过。这意味着在东北区域内能源消费对于

经济增长无关紧要 ,不构成经济增长的一个制约因

素。因此 ,能源总量节约型经济增长模式可行 ,节

约能源无论是在长期 ,还是在短期都不会对经济增

长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 ,在短期“经济增长不是能源消费的

Granger原因 ”检验中 , F值为 3. 16,其对应的 P值为

0. 05,说明在 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在长期

的检验中 , F值也为 3. 16,而对应的 P值为 0. 08,说

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 ,接受原假设 ;但是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 ,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要拒绝原

假设 ,意味着短期和长期内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

Granger原因。

总体而言 ,在东北区域内 ,长期和短期都存在

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 Granger原因 ,这说

明节约能源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同理可知 ,东部沿海地区 ,无论在长期还是在

短期 ,都存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

系。这说明能源消费是经济增长的 Granger原因 ,

同时经济增长也是能源消费的 Granger原因 ,意味

着在东部沿海地区 ,同时实现节约能源和经济增长

是行不通的。因此 ,能源消费总量节约型经济增长

模式在东部不可取 ,节约能源消费势必阻碍经济

增长。

在中部地区中 ,在短期 ,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

的 Granger原因 ( F值为 8. 51) ,能源消费不是经济

增长的 Granger原因 ( F值为 0. 68) ;而在长期 ,能源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 F值为 6. 53) ,经济增长不

是能源消费的原因 ( F值为 0. 65)。这说明 ,短期内

能源消费减少不会影响经济增长 ,但是在长期 ,节

约能源势必会影响经济增长。所以 ,中部地区在实

施中部崛起战略时 ,必须要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能

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制定合适的能源政策。

在西部地区中 ,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 ,都存

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 ,这意味着

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 ,能源消费总量节约型政策和

战略在西部都不可取 ,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

替代率来实施能源结构型节约政策和战略。

从全国来看 ,在短期 ,能源消费不是经济增长

的原因 ,而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原因 ;但是在长

期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呈现双向因果关系。这说

明节约能源在短期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但是

在长期 ,节约能源消费总量势必会阻碍经济增长。

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建设能源节约型社会的政策是

可取的。但是在长期条件下 ,能源消费总量节约型

政策势必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中国要

调整长期的能源消费战略 ,重点实施调整能源消费

结构、提高能源消费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生

能源之间替代的战略 ,同时利用两个“市场 ”,加大

与国际社会合作 ,保障能源安全。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最新发展的面板单位根、异质面板协

整和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通过构建包括能源消费、

资本和劳动力的四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 ,对我国能

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分析

结果表明 :在东北地区 ,短期和长期都存在从能源

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在东部沿海地

区 ,无论短期还是长期 ,都存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

长的双向因果关系 ;在中部地区 ,短期存在经济增

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 ,长期存在从能源消

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西部地区短期和长

期都存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 ;全

国在短期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

关系 ,长期则存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

关系。

由以上结论可见 ,不同区域内能源消费与经济

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有所不同。 ( 1)在东北

地区 ,工业基础较好 ,能源较为充足 ,能源是经济增

长的促进要素。所以 ,在该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

中 ,首先要保障能源需求 ,满足经济增长的必要条

件。 (2)在东部沿海地区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宏观

政策 ,该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梯 ,能源

对于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

时 ,经济增长推动了能源消费的增加 ,能源安全问

题突出。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呈现

出“重化工 ”特征 ,“重化工 ”式的产业结构必然导致

能源消费大、能源效率不高。所以 ,在东部沿海地

区 ,调整产业结构是建设“资源节约型 ”社会的重要

举措。 (3)在中部地区 ,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亟

需能源支撑 ,这样就加大了对能源的消费 ,在长期

内能源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所以 ,在

短期节约能源不会对中部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中

部地区要以湖北武汉城市圈和湖南长株潭“两型社

会 ”建设为突破口 ,探索能源节约的新路径 ;而在长

期则应充分利用丰富的煤炭、水电等资源 ,促进经

15

许广月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济又好又快发展。 (4)在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较为

落后 ,经济增长仍然是主要任务 ,所以 ,要发挥西部

地区能源富集的优势 ,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培

育新型能源产业 ,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 ,同时要密

切注意能源需求的变化 ,确保能源安全。

这一结论为中国制定合适的能源消费政策与

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区

域资源禀赋存在显著差异 ,并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

衡。所以 ,中国必须协调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

的关系 ,依据区域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因果关

系 ,制定合意的区域能源消费政策与战略 ,确保区

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 ,使两者按

照长期协整均衡路径进行合适的调整 ,实现宏观经

济平稳、健康和有序的发展。

当前中国进行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 ,能源问题是个重要战略问题。因此 ,在建设

“两型 ”社会时 ,必须高度注意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 ,根据区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

系 ,制定不同的区域能源消费政策 ;针对长期和短

期两者不同的因果关系 ,制定合适的能源消费的长

期战略与短期政策和措施 ,以期实现“两型 ”社会建

设进程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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