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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消费和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吗 ?
———一个基于长 、短期 Granger因果检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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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过去的 20年中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关能源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界定石油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

系及方向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目前学术界针对石油消费是否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一问题 ,至今仍未

达成一致结论。缺乏对短期动态和长期均衡的区分研究 ,是导致经验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本文拟利用中国 1980年— 2006

年的有关数据 ,检验得出增长模式的改变 ,是导致了石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长期的均衡关系的改变的诱因。长期来看 ,石油消

费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在 1993年— 2006年 ,石油消费和经济增长存在短期 Granger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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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 我国石油消费量十分巨大 , 2002

年已经取代了日本 ,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目前中国正处在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 ,也是经济结构 、城

市化水平 、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阶段。 从石油消
费量来看 , 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
刺激了石油消费量的迅速增长 ,从 1980年的 12477万吨上

升到 2003年的 38091万吨。今后 ,受国民经济增长等因素

的影响 , 石油消费需求量在很长的时期内会呈现持续上升
的趋势。石油供需矛盾问题越来越突出 , 已经成为制约我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界定石油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及方向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如果存在着由经济增长到石油消费
的单向因果关系 , 这表明可以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
推行石油节约政策;如果存在着由石油消费到经济增长的
单向因果关系 , 这表明减少石油消费量会对经济增长和就
业产生消极影响。

在过去的 20年中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有关能源
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马骏涛(2007)和张强(2006)
等学者认为 , 石油消费将会是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而肖强
(2006)、王海昌(2006)等学者则倾向于石油消费的 “中性

假设” ,即石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 , 不可能对
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缺乏对短期动态和长期均衡的区
分研究 , 是导致上述经验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本文拟利用我国 1980年— 2006年的有关数据 , 在向
量自回归模型(VAR)和误差修正模型(ECM)的框架下 , 检

验并分析我国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短期或长期的

因果关系和协整关系。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本
文拟使用的计量方法及模型的设定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
是本文的数据来源和模型的估计及检验结果;第四部分是

本文的结论。
二 、现阶段中国石油消费的现状及特点
我国目前石油供需形势严峻 , 主要表现为储量和产量

较少;需求增长过快;对外依存度较高;运输和贮存能力较

小;随着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石油消费也将不断上
升 ,而受本国资源制约 , 我国未来石油产量难以显著增加。
因此 ,我国石油依赖进口已成定局 。笔者有必要对我国石
油需求增加和进口石油快速增长给予高度关注。 1995年

我国石油消费 1.58亿吨 , 居世界第三位;2002年我国石油
消费 2.46亿吨 , 居世界第二位。 2003年全球原油贸易量

为 20亿吨 , 我国原油进口 0.9亿吨 ,占世界的 4.5%, 占我
国原油消费总量的 34%。假定 , 今后 10— 15年中国石油

消费增长速度比过去 10年的增长速度低 1个百分点 ,即按
4%测算 , 预计 2010年 、2015年和 2020年的原油消费量将

分别达到 2.96亿吨 、3.6亿吨和 4.5亿吨 ,而且需求弹性不
大。我国的石油消耗在逐年递增的同时 ,对进口石油的依
赖度也在逐步提高。从 1993年成为纯石油进口国以来 , 进

口量逐年增加。预计到 2010年 , 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将增至
1亿吨 , 2020年将增至 2亿吨以上(2020年石油消费量控
制在 4.5亿吨左右 , 其中自产 1.8亿吨 , 进口 2.7亿吨 , 对
国外石油的依存度达 60%),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

大石油进口国。我国石油储量接替准备不足 , 老油田稳产
面临严峻形势。在全国已开发的油田中 ,综合含水率已达
82%左右 ,油井自然递减率达 15%左右 , 可采储量中已有
一半以上油田采出程度偏高 , 这些老油田处于稳产临界状
态或开始进入总体递减阶段 , 保持稳产有很大困难。与此

同时 ,近十年来新区石油储量接替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 多
数年份新增石油可采储量难以弥补当年采出油量 , 造成剩
余可采储量和储采比下降 , 直接影响到原油产量的稳定增
长。 1995年— 2006年 12年间 , 我国石油消费呈现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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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特征。从 1995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到 1999年 , 石

油消费处于中速增长期 , 年均增长 830万吨。从上世纪末
开始 , 石油消费进入了高速增长期 , 年均增长 1690万吨。

三 、经验分析结果
1.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经济增长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 单
位:亿元)、石油消费总量(OC, 单位:万吨)为研究对象。样
本数据为 1980年— 2006年的年统计值 ,观测个数共 54个。

相关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在实证分析前 , 分别对这两
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由于我国经济在 1992年前后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过

热 , 表现为比较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本文将样本区间分为

1980年— 1992年和 1993年— 2006年 , 分别进行研究。
2.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 1是对所研究两组序列—国内生产总值和石油消费

总量对数的单位根的检验结果。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1980年— 2006年

原序列 ADF 一阶差分 ADF

1n(GDP) -1.34 D1n(GDP) -4.62＊

1n(OC) -1.95 D1n(OC) -4.97＊

1980年— 1992年

原序列 ADF 一阶差分 ADF

1n(GDP) -0.35 D1n(GDP) -5.47＊

1n(OC) -1.22 D1n(OC) -5.02＊

1993年— 2006年

原序列 ADF 一阶差分 ADF

1n(GDP) -2.41 D1n(GDP) -5.41＊

1n(OC) -2.83 D1n(OC) -5.86＊

注:＊代表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各原序列在 1980年— 2006年 、
1980年— 1992年 、1993年— 2006年的 ADF绝对值均小于
1%、5%、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原序列非平稳(有单

位根)。再对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 各一阶差
分序列在 1%的置信水平上达到平稳。

3.VAR模型下的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因为 GDP和石油消费 , 均是一阶单整序列 , 并且在
1980年— 2006 年不存在协整关系。 所以二者之间的
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在其一阶差分 VAR的框架下进行。
标准的 WaldF检验统计量被用来判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检验统计量 F=0.032,小于 5%
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4.08。说明了 GDP不是石油消费的
Granger因。同样检验统计量 =6.14,大于 5%置信水平下

的临界值 4.08, 说明石油消费是经济增长的 Granger因。
4.误差修正模型 ECM下的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因为 GDP和石油消费 ,均是一阶单整序列 , 并且在两

个时间段 1980年— 1992年和 1993年— 2006年均存在协

整关系。所以二者之间的 Granger因果检验也可以误差修
正模型的框架下进行 。标准的 Waldx2检验统计量被用来
判定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表 2是 1980年— 1992年间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和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表 2　 1980年 -1992年 ECM

框架下的Granger因果检验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系数值 t值
Granger

因果检验值

D 1n(OC)t

常数 -0.1432 -0.7339

趋势 0.0003 0.543

误差修正项 -0.4332 -2.3264

D1n(OC)
t-1 0.5622 2.0677

D1n(OC)
t-2 0.2432 0.9563

D1n(OC)t-3 0.0973 0.4231

D1n(OC)t-4 0.05327 2.3241

D1n(GDP)
t-1 0.9831 1.8637

x2(1)

=3.43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系数值 t值
Granger

因果检验值

D 1n(OC)

常数 -0.0304 -0.6953

趋势 0.0028 1.8634

误差修正项 -0.2319 -2.8976

D1n(GDP)t-1 0.2774 1.4631

D1n(OC)t-1 0.1867 1.6873

D1n(OC)t-2 -0.0774 -0.8746

趋势 0.0124 2.8437

误差修正项 -0.0877 -3.4567

D1n(GDP)t-1 0.5224 1.4269

D1n(GDP)t-2 -0.4754 -1.0231

D1n(GDP)t-3 -0.3251 -1.5237

D1n(OC)t-1 2.2346 2.9385

D1n(OC)t-2 1.4637 2.3562

D1n(OC)t-3 0.8947 2.0634

x2(1)

=3.47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检验统计量 x2(1)=3.43, 小于
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3.84。说明了在短期 GDP不是石

油消费的 Granger因。同样检验统计量 x2(2)=3.47 , 小
于 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5.99, 说明在短期石油消费也
不是经济增长的 Granger因。但也注意到两个误差修正项
均显示出了统计的显著性 , 说明了在长期来看 ,石油消费与
经济增长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检验统计量 x2 (1)=0.28, 小于
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3.84。说明了在短期 GDP不是石

油消费的 Granger因。同样检验统计量 x2 =9.02 , 大于
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7.81, 说明在短期石油消费是经
济增长的 Granger因。但也注意到两个误差修正项均显示
出了统计的显著性 , 说明了在长期来看 ,石油消费与经济增
长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四 、结论

学术界针对石油消费是否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因果

关系这一问题 , 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
1980年— 2006年的相关数据 ,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
误差修正模型(ECM)的框架下 ,检验并分析我国石油消费
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短期或长期的因果关系和协整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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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 在 1980年— 2006年检验表明石油消费和经济

增长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在两个时间段 1980年—
1992年和 1993年— 2006年 , 石油消费和经济增长均存在
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增长模式的改变 ,是导致了石油消费
和经济增长的长期的均衡关系的改变的诱因。

第二 , 在 1980 年— 2006 年基于 VAR的框架下的
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石油消费和经济增长不存在 Granger
因果关系。而基于 ECM的框架下的 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
在 1980年— 1992年间短期中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互不存

在因果影响。而长期来看 , 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双
向因果关系。在 1993年— 2006年 , 短期中石油消费是经
济增长的 Granger因 ,并且在长期来看 ,石油消费与经济增
长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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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8页)为家族势力的影响 , 候选人是本家族的成

员 , 他们希望通过投票来为家族谋利 ,这是完全从功利主义
的角度出发的。

三 、几点建议
流动不仅改变了农民工的政治认知 、政治态度等政治

特征 , 也使其利益诉求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必然会在农民
工的政治参与的动机 、目标指向上得到体现。因此 , 如何将
一个为数庞大的阶层的变化了的政治参与意愿通过制度化

的办法予以满足 , 是政府必然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否则 , 农
民工就会通过非制度化的渠道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

从而造成政治不稳定 ,城市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就是一例。
当然 , 由于农民工是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物 , 有着

其特殊性。因此 , 随着体制转轨的完成 , 这一特殊的阶层必
然向其他阶层转化而趋于消亡 , 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也

就随之不复存在。但是 , 转轨过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 在
些期间通过技术层面的创新 ,化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存在
的问题 , 对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修订有关法规 , 为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生活开辟
途径。农民工因受传统的户籍制度限制很难参与到城市社

区的管理当中 , 然而农民工却给流入地的经济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 自从他们进城务工开始便要接受当地相关部
门的管理 , 便已经与当地政治系统发生了相互关系 , 因此 ,
农民工理应纳入到当地的政治系统当中 , 应当有权参与当

地的政治生活。所以 , 建议有关部门尽快修订有关法规 , 完
善对选民资格的确认 , 并不一定非得以户籍所在地为标准 ,
也可以居住时间作为标准之一。通过完善法制建设 ,将农
民工的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给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创
造更多的体制空间。

(2)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
地方 , 可以通过当地政府和农民工协商的办法 , 建立农民工
组织。这既有利于对农民工的管理 , 又有利于农民工意愿
的表达 , 实现农民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具体做法:一是 ,

可以在农民工流入比较集中的社区建立农民工自治组织。
二是 , 充分利用农民工中现有的自组织。这样做 , 既有利于
表达和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又方便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

(3)充分发挥媒介作用 , 加强宣传工作。以上两个建

议主要是针对长期在外务工 , 并且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和工

作岗位的农民工而言的。那么 , 针对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
又怎样呢? 根据前面的调查分析可以知道 , 对于候选人和
选举时间不了解是造成农民工没有参与选举的原因之一。
由于农民工外出后都经常性地与家里保持联系 ,所以政府

应该充分把握好家庭这一媒介的宣传作用 , 加强选举工作
的宣传力度。另外 , 在农民工组织建立起来的地方 ,可以在
相关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有效发挥农民工组织的作用 , 对农
民工进行集中宣传 , 这样可以让广大农民工获得更多的政
治信息 ,加强自身与政治系统的接触。

总之 , 农民工基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以及制度的缺失等
原因 ,农民工处于农村和城市政治参与的边缘人状态 ,其政
治参与逐渐陷入了主要体现在农村的制度参与虚置和体现

在城区的非制度参与扩张的困境之中。这一趋势继续发

展 ,必将严重破坏法律的严肃性 , 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整
合 ,因此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应特别引起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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