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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横纵因子分析和C-D生产函数的经济增长研究
*

———以中国西部为例

罗国旺,田 盈,冀 云

(重庆师范大学 数学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在前人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上,首先,以因子分析法为理论支持,建立横纵因子分析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影响经

济增长的指标进行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综合因子分析,即用横纵因子分析的方法对经济增长作更细致的分析和评

价,以实施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后的西部地区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状况为例作实证研究,通过模型分析

得出它们各自的经济增长状况以及经济增长的内在因子。其次,借助了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研究中国西部各地区生

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状况。最后,通过这两个模型,全面地分析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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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当前研究最为广泛的经济发展出发,通过研究前人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发现:有很多文章是用聚类分

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同时还有结合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对经济发展作评价分析的。这些文

章中的评价方法或者分析方法比较单一和绝对,且研究出来的结果很多仅仅是排名,实际意义不是很大,如用主

成分分析法的有周介铭[1]的《重庆市各区县经济发展的评价》、彭文甫[2]的《四川省城市化发展的综合分析》;用

因子分析法的有杨吉斌[3]的《基于因子分析的新疆主要城市发展状况评价》、何宜庆[4]等人的《江西因子分析的

江西省城市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分析》、李国荣[5]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分析》等;也有联合多种方

法作评价分析的,如有用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的文章有臧忠卿[6]的《贵州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元分析

模型及应用》等,虽然采用的方法较好,但多数文章研究的范围都只限于横向分析,而没有纵向分析,故在评价分

析时存在一定的不足。当然,也有很多文章是从纵向分析角度来作评价研究的,如兰代萍[7]的《四川省城市化进

程因子分析》等,就是用因子分析对四川省1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作评价分析,但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没有结合横

向分析的角度去作评价研究,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角度也较狭隘。总的来说,上述文献中的评价方法或分析方法

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完全性,没有从横纵联合分析的角度去评价和分析研究。因此,本文以因子分析的理

论为依据建立了一个新的横纵因子分析模型,并结合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进行实证研

究。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显著,发展形势严峻,进一步清楚认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和障

碍,采取适宜的措施,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是当务之急。因此,本文把西部地区10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作为研究对象,在《2009-2010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8]的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建立了指标体系,选取

有代表性的17个经济指标,并以《中国统计年鉴》以及西部各省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作为依据,通过横纵因子分

析和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模型方法对这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实证分析,即以横纵合因子分析的方法研究

西部经济增长的内在差距因子、经济在某一段时间内的增长状况,以及影响这些状况的因子,再用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对西部地区生产要素贡献状况作进一步研究分析,从而在知道西部经济增长因子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西

部地区的生产要素贡献状况,这样不仅研究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子,而且还能研究经济增长背后的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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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贡献状况。本文研究既对经济评价提供了合理的方法,又能对西部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量化的依据。

1地区经济增长的横纵因子分析理论模型

1.1因子分析理论

因子分析[9](Factoranalysis)是1904年由CharlesSpearman首先提出的,是主成份分析的推广和深化,它

是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或样品)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

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试图用较少个数的公共因子得线

性函数和特定因子之和来表达原来观测的每个变量,以达到合理地解释存在于原始变量间的相关性和简化变量

维数的目的[8]。具体步骤如下:设有n个样品,每个样品有m 个观测值,将原始数据写成矩阵V=(V1,V2,…,

Vm)

1)将原始数据标准化;

2)计算系数相关矩阵R,对R 进行主成份分析;

3)求R 的特征根λ1≥λ2≥…≥λp≥0以及相应的特征向量a1,a2,…,ap,确定p的方法有2种,可以根据特

征值的大小确定,一般取大于1的特征值,也可以用累计方差贡献率来确定m,一般累计方差贡献率应在80%以

上;

4)求m 个公共因子的载荷矩阵A,A=[aij]m×p=[uij]m×p,在实际分析时,为了让公共因子变量的含义有比

较清楚的认识,往往对载荷矩阵进行极大化旋转,使每个公共因子上的最高载荷变量的数目最少;

5)计算各公共因子的得分fi,因子变量确定后,就可以计算每一个样本的p 个公共因子得分,因为误差的

存在,各因子得分计算须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估计,比如回归法、Bartlett法等;

6)计算综合评价指标值,即综合因子得分:

y= λ1

∑
p

i
λi

f1+ λ2

∑
p

i
λi

f2+...+ λp

∑
p

i
λi

fp(*)

1.2横纵因子分析模型

横纵因子分析模型是建立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横向和纵向(即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相结合的

方法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因子分析,这样的分析方法能进一步对所研究对象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分析,找出所

研究对象内部之间的关系。横纵因子分析的步骤:

1)建立指标体系,设所研究的对象集S={St1,St2,…,Stn};指标集V={V1,V2,…,Vm};

2)S通过横向因子分析,得出对象集S的kt 个因子(kt≤m)以及每个对象集的因子得分:yt1,yt2,...,ytn,其

中,t表示时间点;并可以通过对象集的因子得分情况对S={St1,St2,…,Stn}进行排序和评价;

3)对象集S经过纵向因子分析,得出每个对象集因子,即ki 个因子(ki≤m),其中i=1,2,…,n;

4)结合第2、3步因子分析的结果进行综合因子分析。进行联合因子分析得出St1,St2,…,Stn发展的主要拉动力

因子和产生Sti之间差距的因子,比较不同研究对象纵向因子分析的t时点相对(t-1)时点的综合因子得分率,根据

综合因子得分率大小可以对不同研究对象St1,St2,…,Stn进行评价排序(这样的评价排序比直接用t时点横向分子

分析而得出不同研究对象St1,St2,…,Stn的因子综合得分来排序要公平和科学)。根据St1,St2,…,Stn的综合因子得

分率Z(t-1)→t=z1(t-1)→t,z2(t-1)→t,…,zn
(t-1)→{ }t 大小来对横向因子和纵向因子进行综合分析(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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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集 S={St1，St2，…,Stn}

横向（横截面数据）因子分析 纵向（时间序列数据）因子分析

kt 个因子圯产生 Sti 之间差别的主要因子；其中，kt≤m；t 表
示时间点。

kt 个因子圯产生 Sti 纵向发展的主要拉动力；其中，i=1，2，…，n；
ki 是正整数≤m。

计算 St1，St2，…，Stn，的因子综合得分 yn= λ1
p

j
移λj

f1+ λ2
p

j
移λj

f2+

…，+ λp
p

j
移λj

fp，i=1，2，…，n

计算因子得分 i = y ′t1， y ′t2，…， y ′tn，和因子得分率： zi（t-1）→t

t 时刻相对 t-1时刻的因子得分率 Z（t-1）→t= Y′t1-Y′t-1
Y′t-1

×100% &% ，

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因子得分率的走势图。

根据实际需要分别对 Sti 横向因子得分和纵向因子得分率
（或某一时间段因子得分率总和）赋权 w1，w2；w1+w2=1，比如
可以根据 AHP 或 FAHP 等方法赋权。 通过赋权后计算 Sti

纵向和横向的总得分 Zti，并根据得分大小对 Sti 作综合评价。

结合横向因子分析和纵向因子分析 Sti 在某一时间段的因子得
分率总和和在该时间段的因子得分率走势图，从而对 Sti 作综合
判断分析。

图1 横纵因子分析流程图

表1 因子分析解释的总方差(表格的部分数据)

西部地区2011横向因子分析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7.302 42.951 42.951 7.302 42.951 42.951 6.515 38.321 38.321
2 4.576 26.916 69.867 4.576 26.916 69.867 3.782 22.249 60.570
3 2.130 12.527 82.394 2.130 12.527 82.394 3.710 21.824 82.394

重庆2004—2011年纵向因子分析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14.123 83.076 83.076 14.123 83.076 83.076 1 14.123 83.076

表2 因子分析得分(表格的部分数据)

西部地区2011年横向因子得分 重庆2004—2011
年纵向因子得分

f1 f2 f3    f1
0.173 -0.070 0.045 0.070
-0.019 0.186 0.110 0.069
0.151 -0.012 0.002 0.031
0.172 -0.064 0.041 0.070
-0.012 -0.042 0.240 0.063
0.028 0.085 0.199 0.064
0.091 -0.136 0.294 -0.011
-0.041 0.100 0.093 0.065
0.163 -0.071 0.016 0.069
0.037 -0.073 0.258 0.069
-0.022 0.261 -0.021 0.068
-0.003 0.232 -0.140 0.070
-0.098 0.330 -0.115 0.069
0.066 0.056 0.050 0.068
0.138 -0.021 -0.015 0.069
0.152 -0.005 0.034 0.070
0.086 0.025 0.006 0.068

2实证研究

2.1经济增长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的指标体系是在《2009—

2010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8]

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建立的。根据

经济指标的代表性和数据可得性,
从6个方面来建立指标体系,即经

济实力指标:地区生产总值v1/(亿
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v2/(元)、
财政收入v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v4/(亿元);基础设施指标:
城市用水普及率v5、城市燃气普及率v6、每万人拥有交通公共车

辆v7/(标台)、人均城市道路面积v8/(m2);社会基础指标:普通

高等学校数(所)v9、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v10/(张);居民

收入与消费指标:居民消费水平v11、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v12/(元);环境指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v13/(m2)、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v14;开放度指标:客运量v15/(万人)、货运量v16/(万
吨)、各地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v17/(百万美元)。本文从上述

17个指标来研究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

2.2经济增长的横纵因子分析

本文是对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的经济增长状况作实证研究,
把西部地区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状况作为研究

对象集,即:S={St1,St2,…,Stn}={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并以《中国统计年鉴2000———

2012》数据和各省分的统计年数据为依据,用平减指数折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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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价格不变,通过横纵因子分析的模型方法(图1)对这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状况作详细的

横向因子分析和纵联合因子分析,计算过程是借助利用SPSS软件[9]进行分析得出结果(表1~2)。并根据

SPSS软件分析得到的因子得分系数写出它们所对应的综合因子得分回归函数。
通过对西部地区2011年横向因子分析,采用回归方法得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建立因子得分函数为:

f1=0.173v2011,1-0.019v2001,2+0.151v2011,3+0.172v2011,4-0.012v2011,5+0.028v2011,6+0.091v2011,7-0.041v2011,8+
0.163v2011,9+0.037v2011,10-0.022v2011,11-0.003v2011,12-0.098v2011,13+0.066v2011,14+0.138v2011,15+0.152v2011,16+0.086v2011,17
f2=-0.070v2011,1+0.186v2001,2-0.012v2011,3-0.064v2011,4-0.042v2011,5+0.085v2011,6-0.136v2011,7+0.1v2011,8-0.071v2011,9
-0.073v2011,10+0.261v2011,11+0.232v2011,12+0.33v2011,13+0.056v2011,14-0.021v2011,15-0.005v2011,16+0.025v2011,17
f3=0.045v2011,1+0.11v2001,2+0.002v2011,3+0.041v2011,4+0.24v2011,5+0.199v2011,6+0.294v2011,7+0.093v2011,8+0.016v2011,9
+0.258v2011,10-0.021v2011,11-0.14v2011,12-0.155v2011,13+0.05v2011,14-0.015v2011,15+0.034v2011,16+0.006v2011,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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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分析综合得分[10]的计算公式为:

y2011,i=
38.321%f1+22.249%f2+21.824%f3

83.349%
;i=1,2,…,10 (1);

同理,通过借助SPSS软件对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区进行2004—2011年纵向因子分析可得到

回归函数:

重庆:y′t1=f1=0.07vt,1+0.069vt,2+0.031vt,3+0.07vt,4+0.063vt,5+0.064vt,6-0.011vt,7+065vt,8+0.069vt,9

+0.069vt,10+0.068vt,11+0.07vt,12+0.069vt,13+0.068vt,14+0.069vt,15+0.07vt,16+0.068vt,17

(2);

四川:y
′t2=f1=0.073vt,1+0.073vt,2+0.073vt,3+0.072vt,4-0.005vt,5+0.049vt,6+0.065vt,7+061vt,8+0.069vt,9

+0.073vt,10+0.073vt,11+0.073vt,12+0.073vt,13+0.069vt,14+0.071vt,15+0.073vt,16+0.027vt,17

     (f1 的方差贡献率是80.035%) (3);

贵州:y
′t3=f1=0.076vt,1+0.075vt,2+0.074vt,3+0.074vt,4+0.038vt,5+0.072vt,6+0.033vt,7+069vt,8+0.071vt,9

+0.074vt,10+0.075vt,11+0.076vt,12+0.073vt,13+0.07vt,14+0.018vt,15+0.076vt,16+0.06vt,17

     (f1 的方差贡献率是78.879%) (4);

云南: y′t4=
56.768%f1+24.733%f2

81.502%
(5);

表3 西部地区2011年横向因子

分析综合因子得分及排名

因子

得分f1

因子

得分f2

因子

得分f3

因子综合

得分y2011,i
排名

重庆 3.6449 0.9609 0.2711 2.0033 3
四川 6.5026 0.2998 0.3145 3.1520 1
贵州 1.8152 0.6392 0.0258 1.0119 5
云南 1.7672 0.7821 0.1428 1.0587 4
西藏 0.0361 0.8579 -0.0085 0.2434 10
陕西 3.6385 0.8769 0.4434 2.0230 2
甘肃 1.4814 0.7016 0.0619 0.8846 7
青海 0.3321 1.0881 0.1317 0.4776 9
宁夏 0.7464 1.2218 0.2191 0.7267 8
新疆 1.4230 0.9765 0.2779 0.9877 6

其中,

f1=0.11vt,1+0.109vt,2-0.144vt,3+0.109vt,4-0.006vt,5-0.014vt,6-0.055vt,7+0.019vt,8+0.062vt,9

+0.095vt,10+0.137vt,11+0.105vt,12+0.117vt,13-0.048vt,14+0.142vt,15+0.077vt,16+0.102vt,17;

f2=-0.03vt,1-0.027vt,2+0.179vt,3-0.028vt,4+0.176vt,5+0.186vt,6+0.199vt,7+0.139vt,8+0.062vt,9

+0.004vt,10-0.091vt,11-0.018vt,12-0.065vt,13+0.018vt,14-0.296vt,15-0.246vt,16-0.013vt,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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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横向因子分析和纵向因子分析的回归函数可以分别算出各地区横向和纵向的综合因子得分以及纵向

综合因子得分率(表3~5、图2)。
横向因子分析结论:借助Eviews6.0对西部地区2011年

横截面数据进行横向因子分析得到各个因子得分(表1),可
以发现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因子有3类,第一类因子主要

有: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普通高等学校

数、客运量和货运量,经济实力、社会基础以及对外开放程度

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一主要因素。其次,影响西部地区经济

增长的第二类因子的指标主要有: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人均生产总值,地区

环境条件和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是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

第二主要因素。再次,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第三类因子有:
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交通公共车辆数

和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社会因素和基础设施是影响西

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第三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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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地区2004—2011年经济增长纵向因子分析综合因子得分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重庆 0.0710 0.0889 0.1082 0.1490 0.1945 0.2478 0.3144 0.4838
四川 0.2994 0.3694 0.4656 0.6451 0.7873 0.8864 1.1725 1.5289
贵州 0.1142 0.1393 0.1726 0.2163 0.2629 0.3146 0.4024 0.5806
云南 0.1778 0.2111 0.2565 0.3286 0.4150 0.4719 0.5886 0.7506
西藏 0.6250 0.7358 0.8667 1.1716 1.4728 1.7591 2.1123 3.0119
陕西 0.1395 0.1776 0.2325 0.3035 0.3802 0.4709 0.6113 0.9502
甘肃 0.7753 0.9165 1.0461 1.4035 1.9466 2.1063 2.5909 3.2894
青海 0.2258 0.2800 0.3462 0.4592 0.5786 0.7041 0.8796 1.2005
宁夏 0.2581 0.3262 0.4153 0.5377 0.6490 0.7598 1.0322 1.4614
新疆 1.1916 1.3761 1.6663 2.1572 2.7235 2.9245 3.7515 5.3703

表5 2005—2011年各地区经济增长纵向因子分析综合得分率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重庆 0.2521 0.2171 0.3771 0.3054 0.2740 0.2688 0.5388
四川 0.2338 0.2604 0.3855 0.2204 0.1259 0.3228 0.3040
贵州 0.2198 0.2390 0.2533 0.2152 0.1966 0.2788 0.4430
云南 0.1874 0.2152 0.2807 0.2632 0.1372 0.2472 0.2751
西藏 0.1773 0.1779 0.3518 0.2571 0.1944 0.2008 0.4259
陕西 0.2737 0.3087 0.3057 0.2525 0.2388 0.2980 0.5545
甘肃 0.1821 0.1414 0.3416 0.3870 0.0820 0.2301 0.2696
青海 0.2400 0.2364 0.3264 0.2600 0.2169 0.2493 0.3648
宁夏 0.2639 0.2731 0.2947 0.2070 0.1707 0.3585 0.4158
新疆 0.1548 0.2109 0.2946 0.2625 0.0738 0.2828 0.4315

  备注:这里的纵向因子得分率相当于每年的经济增长速率

  通 过 横 向 因 子 分

析,得到综合因子得分

的表达式(1),很多研究

者通过(1)式来计算出

各地 区 的 综 合 因 子 得

分,然后以综合得分的

大小来对它们的经济发

展状况进行排序(表3)
和评价,显然,这样的排

序方法和评价方法是比

较片面的,因为横向的

因子分析只能分析出各

地区间发展所存在的差

距因素,而不能分析出

各地区自身发展所依靠

的内在因素,所以,在作

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研究

时,不仅要从横向进行

因子分析,还要从纵向

进行因子分析。

           图2 纵向因子得分率 表6 基于横纵因子分析的西部各地区

2004—2011年经济增长综合评价结果

横向因

子得分y2011,i′′

纵向因子得分率

总和(∑
2011

t=2005
zi
(t-1)→t)″

zti 排名

重庆 0.1594 0.1189 0.1459 3
四川 0.2508 0.0987 0.2002 1
贵州 0.0805 0.0983 0.0864 4
云南 0.0842 0.0855 0.0846 5
西藏 0.0194 0.0951 0.0446 10
陕西 0.1610 0.1189 0.1470 2
甘肃 0.0704 0.0870 0.0759 7
青海 0.0380 0.1009 0.0589 9
宁夏 0.0578 0.1056 0.0737 8
新疆 0.0786 0.0911 0.0828 6

纵向因子分析结论:从纵向因

子分析回归函数的系数可以发

现:西部各地区的用水普及率

和万人拥有交通车辆的因子得

分率都相对比较低,主要是各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城市

化进程,导致基础设施得分率

低。再次,从纵向因子分析的

回归函数式的系数还可以发现:拉动西部各地区经济增

长的主要因子大同小异,其中,共同的特点是居民消费水平

与固定资产投资得分率都比较高,因此居民消费与投资是

西部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本文结合横向和纵向联合因子分析对西部

各地区经济增长状况进行了综合的分析评价,通过(6)式计

算出各地区的横向和纵向综合总得分(表6)发现从单方面

2011年横向因子分析得分排名第五的贵州,通过横纵向联

合因子分析排名第四,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促进经济增长

的因子,有必要对经济发展进行横向和纵向综合分析。

zti=w1y″
ti+w2(∑

2011

t=2005
zi
(t-1)→t)″ (6)

上式中w1,w2是权重,w1+w2=1(这里的权重w1,w2是通

过AHP的方法得到的,即w1=0.667,w2=0.333),y″
ti 和(∑

2011

t=2005
zi
(t-1)→t)″ 分别为yti 和(∑

2011

t=2005
zi
(t-1)→t)标准化后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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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结合道格拉斯函数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

促使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劳动力因素、文化教育因素等,本研究只选择了17个具有代表性的经

济指标进行研究,因此得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因子也只是其中一部分,研究结果只是反映了地区经济的增长

状况。本研究将利用道格拉斯上产函数对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作进一步分析研究。
在本文2.2节里的图2中能清晰地看到中国西部各地区8年的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在2004—2007年间,中

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处于上升状况,而在2007—2009年间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处于下

降趋势,在2009年后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且上升的速度很快。所以,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上下波

动的状态。虽然中国在2000年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加大了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使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得

到了很大提升,但是,各地区对物质要素投资和劳动力要素投资利用是否合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

已经充分发挥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下面是本文借助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生产要素对

经济增长的促进情况。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11]模型:Yt=AKα

tLβ
t (7)

这里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其中,Yt 是t时期的实际产出(选取GDP表示);A 是技术进步参数值;
Kt 为t时期的实际资本投入量(选取资本形成总额表示,并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得到以2004年不变

价格计算);Lt 为t时期劳动投入量(按第三次产业就业人员表示);α、β分别表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和劳

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为了估计α、β值对(7)式两边取对数得:
ln(Yt/Lt)=lnA+αln(Kt/Lt) (8)

Yt、Kt、Lt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2》和各省统计年鉴,通过利用 Eviews6.0软件计算得

ln(Yt/Lt)、ln(Kt/Lt)的时间序列数据都是一阶单整,且通过协整检验,故对(8)式进行回归得到如表7的结果。

表7 西部各地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状况

α 拟合优度R2 F-statistic
重庆 0.6408 0.9879 2186.9720
四川 0.7340 0.9783 1280.1090
贵州 0.6804 0.9867 511.9192
云南 0.6731 0.9913 578.3106
西藏 0.5238 0.9524 2429.3450
陕西 0.6936 0.9867 2088.7100
甘肃 0.8371 0.9384 769.0315
青海 0.6235 0.9762 267.5470
宁夏 0.6738 0.9563 1766.6350
新疆 0.7319 0.9871 676.7871

从表7中可以发现,西部地区资本投资弹性都大于0.6,国家

实施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地区劳动力弹性还比较小,低于金相郁[12]

和段浩得出的全国劳动力弹性0.374的水平,这说明西部地区经

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要素投入拉动,属于资本驱动型,同时也

说明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本投资跟不上物质资本投资,已成为经济发

展的极大限制因素,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是教育投资不足和投资效

率低下。因此,必须增加教育投资力度,并通过制定正确的教育发

展战略提高教育投资效率,从而加强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

以及自主创新,使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源发展协调一致,共同促

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3结束语

本文基于因子分析理论在突破以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创建

了纵横联合因子分析模型,对经济增长作了因子分析,并结合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研究方法对纵横因子分析的

结果作了进一步研究分析,为系统了解经济增长状况和有关部门制定经济增长策略提供了量化的依据。本研究

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在选择经济指标时因数据的可得性,只选择了17个指标,存在一定的不全面性。同时,在数

据采集时有部分地区存在数据缺失现象,本文对数据缺失进行了查分补充,因数据处理量庞大可能会导致研究

结果与实际有一定误差,以后将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研究,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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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FactorAnalysisandtheEconomicGrowthResearchofC-DProductionFunction
———TaketheWestfora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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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ofMathematics,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Onthebasisofpredecessors’researchofeconomicgrowththeory,firstofall,basedonfactoranalysistheorysupport,we
setuptransverseandlongitudinalgrowthfactoranalysismodel.Weanalyzedtheeconomicgrowthindicatorsforcrosssectiondata
andthecomprehensivefactor,whichisamoredetailedanalysisandevaluationtowardeconomicgrowthbyusingtimeseriesdata
withtransverseandlongitudinalfactoranalysismethod.WeimplementthewesterndevelopmentpolicyinChinawesternregionafter
10provinces(autonomousregionsand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thecentralgovernment)ofeconomicgrowthasanexamplefor
empiricalstudy,throughthemodelanalysisoftheirrespectiveeconomicgrowthandeconomicgrowthintrinsicfactor.Secondly,

withtheaidofthe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modeltostudyChina’swesternregionsproductionfactorsforthepromotionofeco-
nomicgrowth.Finally,throughthetwomodels,wecomprehensivelyanalyzetheintrinsicfactorsofeconomicgrowthinthewestern
region
Keywords:transverseandlongitudinalfactoranalysis;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cointegration;thewest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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