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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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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背景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大量国内实证研究表明，土地要素投入对于

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贡献（毛振强和左玉强，2007；丰雷等，2008；

姜海等，2009；毛振强等，2009；赵可等，2010；李名峰，2010；

喻燕和卢新海，2010；叶剑平等2011；李鑫等，2011；谭术魁等，

2012；岑树田和李晔，2013；王建康和谷国锋，2015）。

•然而，土地利用结构究竟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作用，国内外研究却很少

涉及。

现实背景

•伴随着高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我国农用地面积不断下降，建设

用地面积不断上升。我国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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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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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是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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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陕西11个市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

工具变量法、差分GMM法，分析了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

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作用。

第一产业的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

的负向作用，第三产业的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

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第二产业的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

程度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

研究结论



国内外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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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
国外的文献主要侧重于从理论方面探讨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19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

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在这些经济学研究范式中，技术、资本

、劳动、知识等要素被看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而土地的贡献

往往被忽略，往往将其并入资本要素内。

•一些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哈罗德-多马模

型、索洛模型以及阿罗模型等，均没有将土地要素单独列出。

•Nicholes（1970）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构建出包含土地要素的经济

增长模型；Rhee（1991）建立了一个包含土地要素的两级迭代模型，土

地要素开始被引入模型进行单独分析。



国内外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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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
•Meadows，Randers and Behrens（1972）提出了资源约束的“增长阻力”

理论，认为土地与其它自然资源一样，存在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Nordhaus（1992）将自然资源纳入生产函数，估算出美国自然资源的增

长阻力约为0.0024，其中大约1/4 的阻力来自于土地的有限供给。

•Romer（2001）在Nordhaus（1992）研究的分析框架上，通过扩展索洛

模型构建了一个“增长阻力”的基本分析框架，为土地“增长阻力”的

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国内外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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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

国内的文献主要从土地的“增长阻力”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两方面进行
实证研究。

•在“增长阻力”研究方面，已有文献主要基于Romer（2001）的“增长

阻力”分析框架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一致结论：土地要素对我国经济

存在“增长阻力”。（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刘耀彬等，

2007；崔云，2007；杨杨等，2007；葛扬等，2010；等等）



国内外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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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

在土地的经济增长贡献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基于C-D生产函数模型和
索洛增长模型进行定量实证研究。运用不同的模型和方法进行了测算，
得出一致的结论：土地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贡献作用。

•基于C-D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毛振强和左玉强（2007）；毛振强等（
2009）；姜海等（2009）；李名峰（2010）；李鑫等（2011）；叶剑平
等(2011) ；谭术魁等（2012）；王建康和谷国锋（2015）；等。

•基于索洛增长模型的实证研究：丰雷等(2008) ；喻燕和卢新海（2010）
；赵可等(2010) ；等。



国内外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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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研究在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及“贡献”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

果，但对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涉及。

部分学者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视角出发，对土地要素的经济增长贡献进行了

研究（岑树田、李晔，2013）；但忽视了对经济体本身的考虑。

土地是为经济体特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服务的，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基本的

空间支持，因而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劣、效率的高低是相对于所服务经济体的经济

结构和产业结构而言的。因此，从土地利用结构单方面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考虑土地利用结构与经

济体本身的产业结构特征，才能对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

的解释。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要素禀赋结构 最优产业结构

• 假说一：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越匹配，对经济增长越有利；反之

，则不利于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 土地用地效率

• 假说二：土地利用结构中第二、三产业用地比重越高的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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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选择

计量模型设定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土地利用结构与产

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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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指数构建

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关系的关联强度指标（孟媛等，2011）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5/12/8

匹配指数构建

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土地供给冗余；而第二、三产业土地的供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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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指数构建

对关联强度指标做进一步的处理，构建了反映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
程度的指数，具体形式如下所示：

（3）

（4）



描述性统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5/12/8

第三产业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
产业的匹配程度；其中，第一产业的匹配程度最低，均值为0.125。



数据来源

2015/12/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反映土地利用结构的数据来源于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提供的2000-

2012年《陕西省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集》。

表征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增长

初始条件、经济开放度等方面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2000-2012年

《陕西省统计年鉴》和2000-2012年《陕西区域统计年鉴》。



变量相关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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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主要解释变量与人均GDP



变量相关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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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

著负相关性，第三产业的匹配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而第二产业的匹配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建设用地比重
和建设用地与农用地面积之比均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他控
制变量，除金融发展水平代理变量存款总额占GDP的比重外，其余变量
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5/12/8

模型结果分析



启示2

启示1 启示3

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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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依赖土地要素投入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和提高土地利用技术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第一产业的产出

增加。

 以土地流转方式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以规模经济来提高第一产

业的总体产出水平。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的方向应该是土地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为第三产业提供适度的发展空间。



恳请各位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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