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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整分析的池州市建设用地扩展驱动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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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安徽省池州市建设用地快速扩展的现状，依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模

型对建设用地扩展特征进行了动态分析，采用计量经济分析的协整检验、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误差

修正模型等方法，对建设用地扩展驱动因子进行了定量测度。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池州市建设用

地年平均扩展速率为３．４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扩 展 速 度 为１．７０％，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扩 展 速 度 为４．５９％；（２）

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建设用地扩展存在单向因果关系；（３）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建

设用地扩展的弹性系数分别为－３．６６３　８和２．２６４　７，在短期为－０．３１２　３和０．３２８　７。表明增长经济总量，

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减缓建设用地扩展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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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用地扩展作为我国快速城镇化及经济发展

的重要表现［１］，成为现在及将来几十年中国土地利用

变化的主要特征［２］。建设用地扩展会加剧耕地供需

矛盾，威胁粮食安全，对区域生态环境系统产生重要

影响，并以累积方式影响着全球生态环境［３］，同时，土

地征用过程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工作，也导致

了一些社会问题［４］，因此，分析和考察建设用地扩展

驱动因 素，对 于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和 谐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义。协整分析是在时间序列向量自回归分析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动态结合的建模方法［５］，



与传统的以最小二乘法为基础的线性回归分析相比，
在统计学上更严格，更具逻辑性［６］。多位学者运用该

方法，从经济增长［５，７－１１］、人口［１１］、产业结构调整［７，１１］、
城镇化率［５，７，９］、地方财政收入［９］等方面，在国家［８－１１］、
省域尺度［５，７］上考察过其对建设用地扩展影响，极大

地丰富了计量经济方法在建设用地扩展驱动力研究

中的应用，而针对地级市尺度研究较少。池州市为国

家第一个生态经济示范区，也是“生态安徽”首批建设

综合示范市，２０００年 以 来，池 州 市 经 济 发 展 迅 速，城

市化、工 业 化 水 平 不 断 提 升，致 使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由

２０００年的３９　９６６ｈｍ２ 扩展至２０１１年的５５　２９９ｈｍ２，

２０１１年人 均 耕 地 面 积０．０５１ｈｍ２［１２］，已 低 于０．０５３
ｈｍ２ 的国际公 认 警 戒 线。２０１０年１月，国 务 院 批 准

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池州市为

承接产业转移江南集中区，随着集中区建设推进，池

州市建设用地扩展特征日渐明显，如不遏阻其扩展趋

势，必然会危及土地资源安全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管

理层对此高度关注。
籍此，本 研 究 采 用 协 整 分 析 方 法，对 池 州 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社会经济因素与建设用地扩展进行计

量经济分析，旨在定量揭示出池州市建设用地扩展驱

动因子边际贡献，研究结果可为池州市政府制定土地

利用管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地（市）级尺度土

地利用扩展驱动因子研究提供借鉴。

１　研究区概况

池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南岸，介于

东 经１１６°３８′—１１８°０５′，北 纬２９°３３′—３０°５１′，辖 东

至、石 台、青 阳、贵 池、九 华 山５个 县 级 行 政 区，面 积

８　２７２ｋｍ２。池州市地 貌 类 型 以 丘 陵 山 地 为 主，南 部

为中山、低山，中部为低山、丘陵，北部沿长江为丘陵

岗地、平原；气候属暖湿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

温１６．５°Ｃ，平均降水量１　４００～２　２００ｍｍ；植被类型

具有北亚热带典型特征，有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竹林等，还有一些栽

培的亚热 带 经 济 林 木。２０１１年 耕 地 面 积 为８２　１８９
ｈｍ２［１２］，占土地 总 面 积９．９３％，人 口１６１．４万，ＧＤＰ
总量３７２．５亿元，固定资产投资４６５．３７亿元，城镇化

率４６％，建设用地面积５５　２９９ｈｍ２［１２］。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借鉴学者们［５，７－１１］在建设用地扩展驱动力协整实

证分析中变量选取方法，选 择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池 州 市

（包括其所辖的东至、石台、青阳、贵池区、九华山管委

员会）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变量，考察其对

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经济发展以人均ＧＤＰ表征，所
有数据来源于池州统计年鉴序列（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１２］

（表１）。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对分析的影响，根据公式（１）

将人均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调整为实际变量：
实际变量＝变量当年价×１００／ＣＰＩ价格指数（以

２０００年为１００） （１）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数据中异方差现象，使趋势线

性化，并使研究结果更有现实意义，对变量进行对数

化处理，分析软件采用ＥＶｉｅｗｓ　５．０。

表１　池州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年份 建设用地面积／ｈｍ２ 人口／万人 ＧＤＰ／亿元 人均ＧＤＰ／元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２０００　 ３９　９６６　 １５３．７０　 ６０．０５　 ３　９１５　 １７．２５
２００１　 ４１　５１７　 １５４．４４　 ６４．５６　 ４　１９０　 ２１．１４
２００２　 ４１　７７６　 １５４．７７　 ７０．１２　 ４　５３６　 ２７．９８
２００３　 ４２　０５１　 １５４．９１　 ７９．３７　 ５　１２６　 ３６．３４
２００４　 ４２　５７３　 １５５．４０　 ９７．４９　 ７　４９３　 ５６．２０
２００５　 ４３　３６８　 １５６．３１　 １２１．００　 ８　４６２　 ７５．６１
２００６　 ４５　２３１　 １５７．０９　 １４１．３８　 ９　８８７　 ９１．０４
２００７　 ４５　３０６　 １５８．０２　 １７５．８１　 １２　２９４　 １３９．８５
２００８　 ４５　８５５　 １５８．９３　 ２１３．７１　 １４　９４５　 １７９．７９
２００９　 ５１　８５１　 １５９．８８　 ２４５．５９　 １７　２９５　 ２５７．４６
２０１０　 ５３　３７８　 １６０．４６　 ３００．８４　 ２１　４７６　 ３５６．８８
２０１１　 ５５　２９９　 １６１．４０　 ３７２．５０　 ２３　０７９　 ４６５．３７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１．１　建设用地空间扩展模型构建
（１）建设用地扩展动态度分析。

采用动态度分析方法，表达式为［１３］：

Ｋ＝Ｕｂ－ＵａＵａ ×１Ｔ×１００％
（２）

８３ 　　　　　　　　　　　　 　　　　　　水土保持通报　　　　　　　　　　　　　　　　　　　　　第３３卷



式中：Ｋ———动态度，Ｋ 值 反 映 建 设 用 地 扩 展 年 均 变

化速率；Ｕｂ，Ｕａ———研 究 时 段 末 期、初 期 建 设 用 地 面

积；Ｔ———研究时间长度。
（２）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分析。
采用扩展速度分析方法，表达式为［１３］：

Ｖ＝Ｕｂ－ＵａＴ
（３）

２．１．２　协整分析方法
（１）偏相关分析。运用ＳＰＳＳ软件，对经济增长、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扩展时 间 序 列 数 据 进

行偏相关分析（分析某个变量时，将其 它 变 量 作 控 制

变量），以检验解释变量与因变量间关联度。
（２）平稳性分析。采用ＥＶｉｅｗｓ分 析 软 件，对 时

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
ｆｕｌｌｅｒ　ｔｅｓｔ，ＡＤＦ），以 确 定 是 否 为 平 稳 序 列，若 为 平

稳，可直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法（ＯＬＳ）来构建

回归模型，若非平稳（即存在单位根），则要进行差分，
当进行到第ｉ次（最多为二次）差分序列平稳时，则服

从ｉ阶单整，若所有检验序列均服从同阶单整。
（３）协 整 检 验（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与 模 型 构 建。

采用ＥＶｉｅｗｓ分析软件，分别对非平稳的同阶单整系

列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协整检 验，如 果 存 在 协 整 关 系，
则可构建协整模型（数学关系表达式），该模型能定量

揭示出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系数为解释变量对

因变量的边际弹性贡献。
（４）向量误差修正模型（ｖｅｃｔｏｒ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ＶＥＣ）。采用ＥＶｉｅｗｓ分 析 软 件，建 立 向 量 误 差 修 正

模型，可定量揭示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短期边际弹性

关系。
（５）格 兰 杰 因 果 关 系 检 验（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格兰杰因果检验 可 揭 示 变 量 间 是 否 具 有 因 果

关系，模型表达式为：

Ｙｔ＝Ｃ１＋∑
ｎ

ｉ＝１
αｉＹｔ－ｉ＋∑

ｎ

ｉ＝１βｉＸｔ－ｉ＋εｔ
（４）

Ｘｔ＝Ｃ２＋∑
ｍ

ｊ＝１
γｊＹｔ－ｊ＋∑

ｍ

ｊ＝１
λｊＹｔ－ｊ＋εｔ （５）

式中：Ｙｔ，Ｘｔ———待检验的时间序列；Ｃ１，Ｃ２———截距

项；εｔ———误差项；ｎ，ｍ———最 大 滞 后 期 数。若 公 式

（４）中某些βｉ 显著不为０，则表明Ｘ 是Ｙ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若公式（５）中 某 些λｊ 显 著 不 为０，则 表 明Ｙ 是Ｘ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若βｉ，λｊ 都显著不为０，说明Ｘ和Ｙ 间

存在反馈作用。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建设用地扩展特征分析

利用表１中池州市建设用地数据，依据公式（２），

可得池州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建设用地年平均扩展速率

为３．４９％，依据公式（３），可得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建设用

地年 均 扩 展 面 积 为６８０．４ｈｍ２，年 均 扩 展 速 率 为

１．７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 建 设 用 地 年 均 扩 展１　９８８．５
ｈｍ２，年 均 扩 展 速 率 为４．５９％，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的

２．７倍。究其原因，同池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关，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池州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基础

薄弱，固定资产投资额小，城市化水平低，致使建设用

地面积扩展速度较慢，２００６年以来，池州市政府提出

了“工业强市，加速崛起”的发展战略，经 济 发 展 呈 快

速发展态势，以工业园区、主城区拉开框架、交通运输

线路、九华山机场、房地产开发 等 建 设 为 主 的 固 定 资

产投资增长迅速，“十一五”期间，累计 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资１　０２５亿元，年均增长３６．４％［１２］，城镇化水平由

２００５年的３０％提高到２０１１年的４６％，由此导致了建

设用地面积扩张呈迅猛增长态势（图１）

图１　池州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人均ＧＤＰ、固定资

产投资与建设用地空间扩展动态变化

３．２　变量间偏相关分析

以池州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建设用地 面 积（以ＣＥＬ
表示）作 因 变 量，经 济 发 展（用 人 均 ＧＤＰ表 征，以

ＧＤＰ表 示）、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以ＳＦＡ表 示）作 解

释变量，将其输入ＳＰＳＳ　１７．０中进行偏相关分析，结

果详见表２。由表２可知，经济发展、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与建 设 用 地 面 积 的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９７３和

０．９７８，且双侧显著性检验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
由此表明，经济发展、社会固定 资 产 投 资 与 建 设 用 地

扩展间存在较大关联。

表２　变量间偏相关分析结果

变 量 ＣＥＬ　 ＧＤＰ　 ＳＦＡ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３＊＊ 　０．９７８＊＊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ＣＥＬ表示建 设 用 地 面 积，ＧＤＰ表 示 人 均 ＧＤＰ用 以 表 征 经 济

发展，ＳＦＡ表示社会固定资产 投 资；＊＊表 示 在０．０１水 平（双 侧）上

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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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性分析

将建设用地面 积、经 济 发 展、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原始时间序列数据 进 行 对 数 化 处 理，分 别 以ｌｎＣＥＬ，

ｌｎＧＤＰ和ｌｎＳｆＡ表示，输入ＥＶｉｅｗｓ　５．０进行单位根

ＡＤＦ检 验，检 验 形 式 经 验 证，在“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ｕｎｉｔ　ｒｏｏｔ

ｉｎ”对 话 框 中 选２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在“Ｉｎｃｌｕｄｅ　ｉｎ　ｔｅｓｔ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中选Ｎｏｎｅ合 适，结 果 详 见 表３。由 表３检

验表明，原始序列、一阶差分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至
少存在一个单位根，二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ｌｎＣＥＬ，

ｌｎＧＤＰ，ｌｎＳＦＡ是Ⅰ（２）。

表３　单位根ＡＤＦ检验结果

变量 差分次数 （Ｃ，Ｔ，Ｋ） Ｄ．Ｗ值 ＡＤＦ值 ５％临界值 １％临界值 结论

ｌｎＣＥＦ　 ２ （０，０，１） １．７７９　５ －４．４７１　９ －１．９９５　９ －２．８８６　１ Ⅰ（２）＊＊

ｌｎＧＤＰ　 ２ （０，０，１） １．４６７　９ －３．１５１　６ －１．９９５　９ －２．８８６　１ Ⅰ（２）＊＊

ｌｎＳＦＡ　 ２ （０，０，１） １．６６４　１ －４．０９２　１ －１．９９５　９ －２．８８６　１ Ⅰ（２）＊＊

　　注：Ｃ，Ｔ，Ｋ表示ＡＤＦ检验式是否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以及滞后期数；＊＊表示变量差分后在１％的显著水平上通过ＡＤＦ平稳性检验。

３．４　变量间协整分析

（１）最优滞后阶数确定。采用ＥＶｉｅｗｓ　５．０分析

软件，以最大滞后期数分别取１和２，建立向量自回归

模型（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ＡＲ），检 验 结 果 详 见

表４。由表４可知，最大滞后期数取２时，赫池信息准

则（ＡＩＣ）值 为－９．３２，施 瓦 茨 信 息 准 则（ＳＣ）值 为

－８．９６，均比最大滞后期数取１时小，无约束ＶＡＲ模

型整体拟合度高，由此表明，最优滞后阶数为２。
（２）协整检验。借助ＥＶｉｅｗｓ　５．０软件，采用Ｊｏ－

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方法，输入ｌｎＧＤＰ，ｌｎＳＦＡ与ｌｎＣＥＬ
时间序列数据，在“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中

选择形式２，即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ｎｏ　ｔｒｅｎｄ）ｉｎ　ＣＥ－ｎｏ　ｉｎｔｅｒ，在
“Ｌａｇ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中 滞 后 阶 数 选 择１（协 整 检 验 选 择 的

滞后阶数等 于 无 约 束 ＶＡＲ模 型 的 最 优 滞 后 阶 数 减

１［５］），检验结果详见表５—７。

表４　向量自回归模型整体检验结果

ＶＡＲ模型检验
最大滞后阶数

选择１
最大滞后阶数

选择２
可决定性残差协方差 ５．０３Ｅ－０９　 １．６２Ｅ－０９
对数似然函数值 ５８．２７０　４９　 ５８．６２１　０６
赫池信息准则 －８．４１２　８１６ －９．３２４　２１１
施瓦茨信息准则 －７．９７８　７４８ －８．９６１　１０９

表５　协整检验迹统计量

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特征根 迹统计量 ５％水平临界值 伴随概率

没有协整关系 ０．９０５　５９７　 ５０．８８１　７８０　 ３５．１９２　７５０　 ０．０００　５
至多存在１个协整关系 ０．８７６　３２４　 ２７．２７９　９６０　 ２０．２６１　８４０　 ０．００４　６
至多存在２个协整关系 ０．４７１　６０３　 ６．３７９　０７７　 ９．１６４　５４６　 ０．１６３　４

表６　协整检验最大特征值

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特征根 最大特征值统计量 ５％水平临界值 伴随概率

没有协整关系 ０．９０５　５９７　 ２３．６０１　８２０　 ２２．２９９　６２０　 ０．０３２　７
至多存在１个协整关系 ０．８７６　３２４　 ２０．９００　８８０　 １５．８９２　１００　 ０．００７　５
至多存在２个协整关系 ０．４７１　６０３　 ６．３７９　０７７　 ９．１６４　５４６　 ０．１６３　４

表７　标准化协整系数

ｌｎＣＥＬ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ＳＦＡ　 Ｃ

１
３．６６３　８４８ －２．２６４　６８６ －１５．５９９　１７
（２．５９１　５０） （１．５３６　８６） （３．０６６　００）

对数似然值 　　５２．４５８　６６

　　注：括 号 内 为 标 准 差，最 下 面 一 行 为 对 数 似 然 函 数 值；ｌｎＣＥＬ，

ｌｎＧＤＰ，ｌｎＳＦＡ分别表示对建设用地面积、经济发展、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原始时间序列数据的对数化处理；Ｃ为常数项。下同。

表５的迹统计量为５０．８８１　７８，５％显著水平临界

值为３５．１９２　７５，迹统计量大于５％显著水平临界值，

且伴随概率小于０．０５。表６的最大特征值统计量为

２３．６０１　８２，５％显著水平临界值为２２．２９９　６２，且伴随

概率小 于０．０５，由 此 表 明，ｌｎＧＤＰ，ｌｎＳＦＡ与ｌｎＣＥＬ
间存在协整关系。

表７是经过标准化的协整系数，令ＣＶ为协整关

系数学表达式，则：

ＣＶ＝ｌｎＣＥＬ＋３．６６３　８ｌｎＧＤＰ－２．２６４７ｌｎＳＦＡ－１５．５９９　１２

　（２．５９１　５０）　（１．５３６　８６）　（３．０６６　００） （６）

公式（６）下面括号内数表示ｔ值。公式（６）显示，

人均 ＧＤＰ 对 建 设 用 地 扩 展 的 边 际 弹 性 系 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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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６３　８，固定资 产 投 资 对 设 用 地 扩 展 的 边 际 弹 性

系数为２．２６４　７，由此表明，从长期看，池州市固定资产

投资每增加１％时，建设用地面积将增加２．２６４　７％，人
均ＧＤＰ每 增 加１％时，随 着 经 济 不 断 发 展 和 技 术 改

造的提高，池州节约集约用地 会 越 来 越 受 到 关 注，建

设用地面积将下降３．６６３　８％。

３．５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只反映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为了弥补

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可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以揭示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对建设用地扩展短期

动态关系。
借助ＥＶｉｅｗｓ　５．０分析软件，采用向 量 误 差 修 正

模型（ｖｅｃｔｏｒ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Ｃ）方 法，在Ｃｏ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中 选 择“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ｎｏ　ｔｒｅｎｄ）ｉｎ　ＣＥ－ｎｏ　ｉｎ－
ｔｅｒ”，协整关系 个 数 选１，ＶＥＣ滞 后 形 式 选“０，０”，运

行ＶＥＣ，结果如表８—９。

表８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结果

可决定性残差协方差 ２．１５Ｅ－０８

对数似然函数值 ５０．２８９　６４０
赫池信息准则　 －７．８７０　８４４
施瓦茨信息准则 －７．６１７　６３８

表９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数

ｌｎＣＥＬ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ＳＦＡ　 Ｃ

０．３１２　２７２ －０．３２８　６９５ －９．９７０　１５９

１ （１．４４６　４３） （０．８４８　６２） （１．８９３　８３）

［０．２１５　８９］ ［－０．３８７　３３］ ［－５．２６４　５４］

　　注：园括号内为标准差，方括号内为ｔ值。

表８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整体

的对数似 然 函 数 值 比 较 大（５０．２９），赫 池 信 息 准 则

（ＡＩＣ）和施瓦茨信息准则（ＳＣ）值较小，分别为－７．８７
和－７．６２，由此说明，向量误差 修 正 模 型 整 体 效 果 较

好，解释能力强。表９是 向 量 误 差 修 正 模 型 系 数，令

ＶＥＣ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则：

ＶＥＣ＝ｌｎＣＥＬ＋０．３１２　３ｌｎＧＤＰ－０．３２８　７ｌｎＳＦＡ－９．９７０　２
（０．２１５　８９）　（－０．３８７３　３）　（－５．２６４　５４）（７）
公式（７）下面括号内数表示ｔ值。公式（７）表明，

短期看，池 州 市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每 增 加１％时，建 设 用

地面积 将 增 加０．３２８　７％，人 均ＧＤＰ每 增 加１％时，
建设用地面积将下降０．３１２　３％。

３．６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借助ＥＶｉｅｗｓ　５．０分析软件，采用格 兰 杰 因 果 关

系检验方法，滞后期选择１和２分别考察短期与长期

变量间因果关系，结果详见表１０。

表１０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Ｈ０ 滞后阶数 Ｆ统计值 ｐ值

ｌｎＧＤＰ不是ｌｎＣＥＬ
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３．８４７　９４　 ０．０８５　４４
２　 １．７２８　９８　 ０．２６８　７０

ｌｎＣＥＬ不是ｌｎＧＤＰ
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０．０２０　８２　 ０．８８８　８３
２　 ０．１０４　５１　 ０．９０２　６８

ｌｎＳＦＡ不是ｌｎＣＥＬ
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２．９００　２９　 ０．１２６　９７
２　 ２．０１８　３４　 ０．２２７　７２

ｌｎＣＥＬ不是ｌｎＳＦＡ
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０．００４　１５　 ０．９５０　２２
２　 ０．１０４　４９　 ０．９０２　７０

ｌｎＳＦＡ不是ｌｎＧＤＰ
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６．３６４　９５　 ０．０３５　６５
２　 ２．４０４　５１　 ０．１８５　５１

ｌｎＧＤＰ不是ｌｎＳＦＡ
的格兰杰原因

１　 ０．５７３　２３　 ０．４７０　６９
２　 ２．０７１　１６　 ０．２２１　２０

　　（１）经 济 发 展 与 建 设 用 地 扩 展 间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 果

关系分析。短期看（滞后期为１），ｌｎＧＤＰ不是ｌｎＣＥＬ
格兰杰原 因 的 概 率 值 为８．５４％，长 期 看（滞 后 期 为

２），ｌｎＧＤＰ 不 是ｌｎＣＥＬ 格 兰 杰 原 因 的 概 率 值 为

２６．８７％，说明经济发展是建设用地变化的原因，短期

对建设用地变化有较强解释力。ｌｎＣＥＬ不 是ｌｎＧＤＰ
格兰 杰 原 因 的 短、长 期 概 率 分 别 为 ８８．８８％ 和

９０．２７％，说明建设 用 地 变 化 对 经 济 发 展 的 贡 献 能 力

不强，由此表明，经济发展对建 设 用 地 扩 展 存 在 单 向

因果关系。
（２）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与 建 设 用 地 扩 展 间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 系 分 析。短 期 看（滞 后 期 为１），ｌｎＳＦＡ 不 是

ｌｎＣＥＬ格兰杰 原 因 的 概 率 值 为１２．７０％，长 期 看（滞

后期为２），ｌｎＳＦＡ不 是ｌｎＣＥＬ格 兰 杰 原 因 的 概 率 值

为２２．７７％，说明固定资产投资是建设用地变化的原

因，短期对建设用地变化有较强解释力。ｌｎＣＥＬ不是

ｌｎＳＦＡ格兰杰原因的短、长期概率分别为９５．０２％和

９０．２７％，说明建设用地 变 化 对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因 果 关

系不明显，由此表明，固定资产 投 资 对 建 设 用 地 扩 展

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３）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与 经 济 发 展 间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 果

关系分析。短期看（滞后期为１），ｌｎＳＦＡ不是ｌｎＧＤＰ
格兰杰原 因 的 概 率 值 为３．５７％，长 期 看（滞 后 期 为

２），ｌｎＳＦＡ 不 是ｌｎＧＤＰ 格 兰 杰 原 因 的 概 率 值 为

１８．５５％，说明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且短

期内对经济拉动贡献明显。ｌｎＧＤＰ不是ｌｎＳＦＡ格兰

杰原因的短、长期概率分别为４７．０７％和２２．１２％，说

明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一定解释能力，短期

内，这种关系不明显，但长期看，经济发展是引起固定

资产投资变化的原因，由此表 明，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与 经

济发展间互为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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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建 议

（１）明晰发展思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池州市

具有独特的生态、文化旅游优 势，生 态 旅 游 应 为 主 要

发展方向，为此，应着力打造以 九 华 山 为 龙 头 的 旅 游

牌，以杏花村文化、傩 文 化、诗 文 化 为 载 体 的 文 化 牌，
以牯牛 降、仙 寓 山 为 依 托 的 生 态 牌，大 力 发 展 绿 色

经济。
（２）控制、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池州市“十一五”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年 均 增 长３５．３７％，远 超１４．１５％的

ＧＤＰ增速，为 此，政 府 应 尽 快 出 台 政 策 措 施，限 制 以

房地产为龙头的投资规模，实现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

型向出口驱动型及消费驱动型的转变。
（３）承接产 业 转 移 建 设 中，坚 持 节 约 集 约 用 地。

池州市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江南集中建设区，
在承接产业转移进程中，应做 好 建 设 用 地 规 划，按 照

国家产业政策，严把土地闸门、严 控 各 类 建 设 用 地 总

量，调控土地供应结构、节奏和布局，量化并公示各类

建设用地 指 标，严 防 低 水 平 或 重 复 生 产 项 目 入 驻 池

州，严防房地产业借产业转移 之 名 套 兑 土 地，努 力 做

到承接产业建设中的的节约集约用地。

５　结 论

（１）建设用地扩展同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存

在长期均衡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对建设用地扩展正效

应显著，经济增长与建设用地扩展间呈负向关系。而

短期效应要弱于长期效应。
（３）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建设用地扩展存

在单向因果关系，对建设用地 扩 展 有 较 强 解 释 力，固

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发展间互为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短

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驱动贡献明显强于长期。
（４）本研究与采用同样研究方法的高魏等［５］（经

济增长无 论 长 期、短 期 会 减 缓 建 设 用 地 扩 展）、宋 戈

等［７］（短期内经济发展不是耕地非农化的Ｇｒａｎｇｅｒ成

因）、陈利根等［８］（短期内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之

间存在失衡关系）等学者相 比，结 果 基 本 一 致。需 要

说明的是，建设用地扩展是一 个 十 分 复 杂 问 题，尽 管

本研究分析了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建设用地扩

展的影响，但忽略了诸如城镇化水平、人口、人均绿地

面积等其它因素，可能会对结 果 造 成 影 响，这 方 面 问

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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