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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体育赛事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以北京、济南和广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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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北京、济南和广州 1978—2009 年的面板数据，构筑与检验城市经济增长和其他相关变量的协

整关系，进而估算了大型赛事( 奥运会、全运会、亚运会) 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举办大型赛事

可极大地拉动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大型赛事对于举办地经济上贡献表现在赛事投资与赛事消

费所引致的乘数效应和辐射效应，对于举办城市抑或区域产生扩展效应; 实证分析数据结果表明，奥运会、
全运会和亚运会对于对应举办地城市产生经济增长的效应分别为: 1． 50%，1． 01%及 1． 09%。研究大型体

育赛事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对于当前国民经济战略调整与结构升级，构筑区域经济发展与拓展绿

色经济都有着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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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sport Events and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City Economic Growth
———On the Case of Beijing，Jinan and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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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anel data of Beijing，Jinan and Guangzhou from 1978 through 2009，this paper uses a city e-
conomic growth model and panel unit root and cointegration test to get the result that sport events can speed up the
pace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stimulate the ur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Generally
speaking，the mega-sport events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effects and radiation effect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for
the city，region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Empirical analysis of data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O-
lympics，National Games，and Asian Games is 1． 50%，1． 01%，1． 09%，respectively． This research has the im-
portant value for the current national economy strategic adjustment and the upgrading of the structure and the de-
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ic．
Key words: large-scale sport events; economic growth; panel cointegration; impulse response

纵观近年来中国陆续举办的大型赛事，对中国经

济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例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2009 年济南全运会和 2010 年广州亚运会成功举办，

其作用远远不局限于体育领域，而是对经济、社会、文
化、旅游等都有着重大影响。其中，体育赛事对于经

济增长的影响尤为重要，由此所派生的赛事经济也成

为学界所研究的热点问题。所谓赛事经济是指“一定

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围绕举办( 大型赛事) 所发生的一

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活动以及由这些经济活动所衍

生的一切经济联系和经济效益的总称”［1］。
国内外学者对于大型体育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的

研究分析非常深入和广泛。国外的研究成果较为系统、
深入［2 －6］，而国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个城市进行，

研究方法相对单一［7 －11］，未见运用经济学 Ramsey 模型

框架来探讨不同城市赛事举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 体育赛事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模型

体育赛事资金投入主要由政府( 中央财政) 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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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两种来源。可以预见，财政投入对于区域经济

的影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 1) 财政投入有助于加

速区域投资水平; 2) 财政投入主要提高区域的消费水

平，但使得区域的储蓄水平下降，同时，投资水平也在

下降。为了考虑大型赛事对于城市经济增长水平的

影响程度，设计以下模型。
首先，本文通过 Ramsey 模型的框架来探讨政府

投资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
目标函数: max∫ ∞0 u( RCUS( t) ) e-βtdt
约 束 条 件: dRCAP( t) /dt = f( RCAP) -RCUS +

RINV
其中，区 域 的 初 始 资 本 存 量 为 RCAP( 0) =

RCAP0，RINV 为 政 府 财 政 投 入 ( 先 期 假 定 为 外 生 确

定) 。RCUS 为人 均 消 费 水 平，其 带 有 时 间 的 函 数 为

RCUS( t) ，代表个体的效用函数为 u( RCUS( t) ) : R+

→R+ ( 函数 为 非 降，边 际 效 用 递 减，二 阶 可 微 的) ，

RCAP 为人均 资 本 存 量 水 平，其 带 有 时 间 的 函 数 为

RCAP( t) ，生产函数为连续的、单调递增的、边际产量

递减的、一次齐次的。
由 Hamilton 方法可以得到解的一阶条件为:

H( t，RCUS，RCAP，λ) = u( RCUS) e-βt +
λ［f( RCAP) -RCUS + RINV］( 其中 λ 为 Hamilton 乘子)

最优性条件: H( t，RCUS，RCAP，λ) /RCUS = 0
 u’( RCUS) e-βt = λ

欧 拉 方 程: H( t，RCUS，RCAP，λ) /RCAP =
-dλ /dt  dλ /dt = -λf’( RCAP)

横截性条件: limt→∞ λRCAPe
-βt = 0

消 费 水 平 的 动 态 方 程 为: dRCUS( t) /dt =
-［u’( t) /u’’( t) ］［f’( RCAP) -β］

资 本 存 量 的 动 态 方 程 为: dRCAP( t) /dt =
f( RCAP) -RCUS + RINV

经济到达均衡的条件有:

f’( RCAP) = β
f( RCAP) = RCUS-RINV
由方程 f’( RCAP) = β，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支出

对于资本存量( 均衡水平) 没有任何影响，即，体育( 本

文指大型体育赛事) 投入只影响消费水平，不影响投

资水平。投资水平仍然处于修正的黄金律水平，即，

其仅仅依赖于消费偏好。但是，政府财政投入可以加

速资本存量的收敛速度。
然而，以上的模型至少有两点不符合现实的观察

性事实( stylized facts) : 一是人均消费的增长幅度小于

政府的财政投入增长率 ( RCUS( t) /RINV ＜ 1) ，二

是人均资本存量有明显的提高。为了解释这两种主

要的基本现象，对以上模型做 2 点修正: 1 ) 加入区域

贷款余额的影响; 2) 引入内生时间偏好率。考虑政府

财政投入 RINV( 不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变量，用于解释

大型体育赛事政府投入对于地方经济的影响) 和地方

贷款 余 额 水 平 RLDB。Bardhan ( 1967 ) 和 Pitchford
( 1989) 研究表明，一个政府( 地区) 的贷款余额 LDB
的利息为单调上升的凸函数，设为 g( RLDB( t) ) ，则

g’( RLDB) ＞ 0，g’’( RLDB) ＞ 0。本文研究这一假

设。资本的动态方程可以修正为:

dRCAP( t ) /dt = f ( RCAP ) -RCUS + dRLDB ( t ) /dt-g
( RLDB) + RINV

给定初始资本存量 RCAP ( 0 ) = RCAP0，初始的

贷款余额水平 RLDB( 0) = RLDB0。
由于 β 为内生决定于效用水平，β( t) 可以表示为 θ

( t) = ∫ ∞0 β( u( RCUS( t) ) ) dt。对于 β( ·) 有 β( ·) ＞0，

β’(·) ＞0，β’’(·) ＞0 和 β(·) -uβ’(·) ＞0。β(·)

的这些特征代表个体偏向于效应更高的消费路径。
由于 dθ( t) /dt = β( u( RCUS( t) ) ) ，则:

目标函数: max∫ ∞0
u( RCUS( t) )

β( u( RCUS( t) ) )
e-βtdθ

约束条件:
d( RCAP-RLDB)

dθ
=

f( RCAP) -RCUS-g( RLDB) + RINV
β( u( RCUS( t) ) )

Hamilton 函数为:

H = u( RCUS( t) )
β( RCUS( c( t) ) )

+

λ f( RCAP) -RCUS-g( RLDB) + RINV
β( u( RCUS( t) ) )

最优性条件: H /RCUS = 0  λ = u’-β － 1β’u’

{ u( RCUS( t ) ) + ( ［f ( RCAP) -RCUS-g ( RLDB ( t ) +
RINV) ］}

欧拉方程: dλ /dt = λ-H /( RCAP-RLDB)

横截性条件: lim△∞ λ( RCAP-RLDB) e-θ( t) = 0
定义 w = RCAP-RLDB，设△为上述约束对应的拉

格朗日乘子，必有以下两个方程:

λ［f’( RCAP) /β］ + △ = 0 和 λ［g’( RLDB) /β］
+ △ = 0。

则 f’( RCAP) = g’( RLDB) ，即，资本的边际产量

等于贷款余额的价格( 利率) 。
由上述等式，

RLDB = RLDB( RCAP)

λ = λ( RLDB，RCUS，RCAP)

λ = ( β-β’u) u
β +β’u( f’RCAP) -RCUS-g( RLDB) +RINV)

RLDB = f’( RCAP) /g’’( RLDB) ＜ 0，即，资本存量的

增加可以减少区域的贷款余额水平。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消费和资本的动态方程:

dRCUS( t) /dt = ［λ / ( dλ /dRCUS) ］［β-f’( RCAP) ］-
［( dλ /dRCAP) / ( dλ /dRCUS) ］［1 － ( f’’g’) / ( f’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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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AP) -RCUS-g( RLDB( t) ) +RINV］
dRCAP ( t ) /dt = ［g’’/ ( g’’-f’’) ］ ［f ( RCAP ) -

RCUS-g( RLDB( t) ) + RINV］
经济系统均衡条件有:

f( RCAP* ) -RCUS* -g( RLDB( RCAP* ) ) + RINV = 0
β( u( RCUS* ) ) = f’( RCAP* )

有以下性质存在:

dRCAP* /dRINV = β’u
f’’-β’u( f’-g’RLDB)

＜ 0 ( 政

府财政投入使得资本存量水平下降) ;

dRCUS* /dRINV = f’’

f’’-β’u( f’-g’RLDB)
＞ 0 ( 政府

财政投入使得消费水平上升) ;

dRLDB* /dRINV = RLDBβ’u
f’’-β’u( f’-g’RLDB)

＞ 0 ( 政府

财政投入使得贷款余额水平上升) 。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没有暂时性政府投

入( 如北京奥运会政府财政投入对北京经济的影响)

之前，区域经济必然到达一种均衡。一定时点后( 如

2001 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 ，政府必然加大对北

京的财政投入。这两个阶段定义为阶段一和阶段二。
由于区域( 北京、济南和广州) 的经济运行状况满足内

生时间偏好方程的三个基本结论，反推可以得到各种

经济参数。阶段一和阶段二的参数不发生任何变化

( 偏好除外) ，可以估算出政府投入增量对于区域经济

的影响。这种框架可以由图 1 和图 2 表示。

图 1 国家财政投入的变化

图 2 区域经济增长的变化

作为说明政府投资与区域经济的模型，不同国家

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因此，这个模型同样可以

应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形。

2 实证分析

2． 1 数据说明 结合上一部分所给出的理论分析和

前人的研究，本文建立以下实证模型:

RGDPit = αi + βXit + εit

i = 1，2，3．
t = 1，2，…，32．
RGDPit 表示第 i 市第 t 年的不变价 GDP( 1978 年不

变价) ，Xit 表示第 i 市第 t 年投入情况( X: RCAP，RLDB，

RFIN) ，αi 表示各面板单位的协整关系中存在的不同固

定效应，β 表示协整系数，εit 为随机误差项。为减少异方

差性和修匀数据，所有变量全部取自然对数。
本文研究包括 3 个城市( 北京、济南和广州) ，时间

跨度为 1978—2009 年，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统计年鉴》，《济南统计年鉴》，《广州统计年鉴》，

《中国财政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2． 2 面板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最早

见于 Abuaf 和 Jirion( 1990) ，相比于横截面序列数据，

其势得到显著提升，其主要思想是将不同时点和横截

面的所有数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检验。不同于单个

序列单位根检验，目前现有文献中关于面板数据单位

根检验没有形成统一的论点和意见。总结国内外现

有文献，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最具有代表性的五种方

法是: LLC 检验［12］( Levin，Lin 和 Chu 在 2002 年最先提

出，这种检验方法涉及的因素有常数项、时间趋势以

及异方差等多种因素) ，LMH 检验［13］ ( Hadri 在 2000
年最早提出，这种检验方面的特点在于采用不同横截

面序列间不存在共同单位根的假设) ，Breitung 检验

( Breitung 在 2000 年最早提出，该检验的假设为不同

横截面序列间存在共同单位根［14］) ，Fisher 检验( 分为

ADF 检验和 PP 检验两种，这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方法放宽了面板数据各个横截面序列同质性假设) 和

IPS 检验［15］( Im，Persaran 和 Shin 在 2002 年最先提出，

同质性假设在该检验中得到释放，这种检验以均值集

群方法为基础，更为准确并符合实际情形) 。为了说

明问题，首先考虑一个 AR( 1) 过程: yi，t = ρi yi，t － 1 + εit，

方程式中 i = 1，2，…，N 代表横截面序列数，t = 1，2，

…，T 代表时间跨度，( i 代表横截面变量序列 i 的自回

归系数，εit 代表扰动项。基于 ρi 的不同假设，面板数

据单位根检验可以有以下两种: 同质性假定( ρi = ρ) ，

代表性的有 LLC 检验、LMH 检验和 Breitung 检验; 异

质性假定，包括 Fisher 检验和 IPS 检验两种( 表 1) 。
以上的分析表明各个变量 RGDP、RCAP、RLDB 和

RINV 都是一阶单整的，即 I( 0 ) 。接下来对数据继续

进行面板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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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及其差分的面板单位根检验

对数值 一阶差分值

常数项 常数项和趋势项 常数项 常数项和趋势项

RGDP LLC 检验 － 0． 4133( 0． 3397) － 0． 0457( 0． 4818) － 4． 8415( 0． 0000) － 4． 6194( 0． 0000)

LMH 检验 34． 2093( 0． 0000) 13． 6266( 0． 0000) 0． 8219( 0． 1342) 0． 8311( 0． 1311)

Breitung 检验 6． 7712( 1． 0000) 1． 8278( 0． 9662) － 4． 7616( 0． 0000) － 4． 3751( 0． 0000)

Fisher-ADF 3． 2036( 0． 7829) 6． 8937( 0． 3308) 42． 9093( 0． 0000) 34． 4184( 0． 0000)

Fisher-PP － 0． 8072 ( 0． 7902) 0． 2580 ( 0． 3982) 10． 6548( 0． 0000) 8． 2037( 0． 0000)

IPS 检验 2． 6297( 0． 9957) 0． 2098( 0． 5831) － 4． 0035( 0． 0000) － 4． 2969( 0． 0000)

RCAP LLC 检验 － 0． 9599( 0． 1685) － 0． 3934( 0． 3470) － 1． 8458( 0． 0325) － 2． 9682( 0． 0015)

LMH 检验 33． 0827( 0． 0000) 22． 6354( 0． 0000) 0． 8196( 0． 1329) 0． 7272( 0． 1217)

Breitung 检验 6． 7961( 1． 0000) 4． 2380( 1． 0000) － 1． 3035( 0． 0962) － 1． 9360( 0． 0356)

Fisher-ADF 8． 1898( 0． 2245) 5． 3200( 0． 5035) 106． 1603( 0． 0000) 11． 3843( 0． 0772)

Fisher-PP 0． 6322( 0． 2636) － 0． 1963( 0． 5778) 28． 9138( 0． 0000) 1． 5543( 0． 0601)

IPS 检验 － 0． 9621( 0． 1680) － 0． 5861( 0． 1564) － 4． 0500( 0． 0000) － 6． 6038( 0． 0000)

RLDB LLC 检验 － 1． 3519( 0． 0882) 1． 4867( 0． 9314) － 2． 6115( 0． 0045) － 1． 9604( 0． 0250)

LMH 检验 32． 7543( 0． 0000) 15． 1165( 0． 0000) 0． 9602( 0． 1685) 1． 0794( 0． 1337)

Breitung 检验 5． 1085( 1． 0000) 2． 2222( 0． 9869) － 3． 4898( 0． 0002) － 1． 8933( 0． 0292)

Fisher-ADF 6． 4032( 0． 3796) 1． 0577( 0． 9833) 40． 2062( 0． 0000) 33． 5160( 0． 0000)

Fisher-PP 0． 1164( 0． 4537) － 1． 4267( 0． 9232) 9． 8745( 0． 0000) 7． 9432( 0． 0000)

IPS 检验 0． 4788( 0． 6840) 1． 4094( 0． 9206) － 3． 9775( 0． 0000) － 4． 2554( 0． 0000)

RINV LLC 检验 2． 0781( 0． 9811) － 1． 5836( 0． 0566) － 4． 1637( 0． 0000) － 3． 2373( 0． 0006)

LMH 检验 32． 6976( 0． 0000) 15． 5972( 0． 0000) 1． 1019( 0． 0910) 0． 3364( 0． 3683)

Breitung 检验 5． 6358( 1． 0000) 1． 4618( 0． 9281) － 4． 0757( 0． 0000) － 5． 1629( 0． 0000)

Fisher-ADF 0． 0934( 1． 0000) 7． 2727( 0． 2964) 60． 2120( 0． 0000) 53． 3085( 0． 0000)

Fisher-PP － 1． 7051( 0． 9559) 0． 3674( 0． 3567) 15． 6497( 0． 0000) 13． 6568( 0． 0000)

IPS 检验 5． 8453( 1． 0000) － 0． 9476( 0． 1717) － 4． 4099( 0． 0000) － 4． 8348( 0． 0000)

注: LLC 检验、Breitung 检验、Fisher 检验和 IPS 检验原假设为存在单位根，LMH 检验原假设为不存在单位根; LLC 检验数据为调整后的 t 值，

Breitung 检验，Fisher 检验，LMH 检验和 IPS 检验数据为统计值。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济南统计年鉴》，《广州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2． 3 面板协整检验 面板协整检验在目前的文献中

的代表方法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是利用面板数据的残差

所计算出统计量进行协整检验，这种残差的计算是基于

Engle 和 Granger ( 1987) 平稳回归方程，代表性检验有

Pedroni( 1999) ［16］等，不存在协整关系是其原假设; 另一

种是基于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 FMOLS) 的残差构造统

计量的 LM 检 验，检 验 主 要 有 两 种: McCoskey 和 Kao
( 1998) ［17］等，面板数据具有协整关系为其原假设。

考虑到稳健性与可行性，以下部分同时应用 Pe-
droni( 1999) 和 McCoskey 和 Kao( 1998 ) 所发现的面板

协整方法进行检验。
Pedroni 协整检验方法是由以下方程式的残差得

出的:

yi，t = αit + γ it t + xitβ i + εit

上式中，序数 i = 1，2，…，N 代表横截面的序列数，

序数 t = 1，2，…，T 代表时间的跨度，其中 αit 为常数

项，γ it代表时间趋势项的系数，β i 代表方程回归系数，

εit代表扰动项。Pedroni 文献中有两类检验值得关注:

1) 联合组内尺度为基础的协整检验，包括的统计量

有: Panel ( 统计量、Panel ( 统计量、Panel PP 统计量和

Panel ADF 统计量。这 4 个统计量分别体现出相异参

数的自回归系数对方程式估计残差的面板数据单位

根检验。2 ) 组间尺度为基础的检验，包含的统计量

有: Group ( 统计量、Group PP 统计量和 Group ADF 统

计量。以上统计量是根据不同向量单位估算系数的

平均值得出的。“不存在协整关系”是 Pedroni 检验的

原假设。Pedroni( 1997) 的文献研究表明，当样本容量

大于 100 时，以上所有统计量的检验效果都比较良好，

当样本容量小于 20 时，最好的统计量是 Group ADF，

其次是 Panel ν 统计量和 Panel ρ 统计量［18］。以下的

分析正是要考虑以上的全部因素。
为使得协整向量估计相互匹配，Philips 和 Hansen

( 1990) 提出了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估计法( FMOLS) 。
McCoskey 和 Kao( 1998 ) 根据回归方程的残差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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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协整检验方法。模型的方程式可以表示为:

yi，t = αi + xitβ i + εit

xit = xit － 1 + η it

εit = δit + μ it

δit = δit － 1 + θμ it

其中，μ it ～ iid( 0，σ2
μ ) 。整理以上模型，有:

yi，t = αi + xitβ i + θ∑↓ ( j = 1) ↑ t ( ↓ ij + μ it

令 eit = θ∑↓ ( j = 1) ↑ t ( ↓ ij + μ it。θ = 0 时，eit ～ I
( 0) ，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θ 不为 0 时，变量间

不存在协整关系。定义 ωit = ( μ it，η it ) ，ωit 的长期协方

差矩阵为 Ω，则:

其中，

令 ， 则 ， ，

，McCoskey 和 Kao( 1998) 证明 FMOLS 估

计量为:

其 中，

的一致估计量。

定义 ， ，

，LM 检验统计量为:

其中， ， ，V 为标准布朗

运动，μν，σ
2
ν 通过 Monte Carlo 方法得到。

LM 检验的原假设为面板数据各变量之间存在长

期协整 关 系，如 果 接 受 原 假 设，( 1，β i )
’就 是 基 于

FMOLS 的面板协整变量。
然而，Westerlund ( 2005b，2006a ) Weaterlund 与

Edgerton( 2007) 的模拟研究发现协整检验统计量的渐

近分布并不是其经验分布的良好逼近。而且，LM 检

验也不适于检验截面相关面板数据的协整性。为此，

Weaterlund 与 Edgerton ( 2007 ) 使 用 自 举 技 术 改 进 了

LM 检验的检验绩效。
以上协整检验都说明各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可以进行下一步关于不同变量之间长期关系的

考虑和测算。
2． 4 GDP、资本存量、贷款余额及财政支出的长期关

系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 Fixed-Effects Model，FEM ) 、
随机效应模型( Random-Effects Model，REM) 及完全修

正的最小二乘法( FMOLS) 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 表 2，表 3) 。
表 2 城市人均 GDP 对数与资本存量、贷款余额、

财政支出对数协整检验

Pedroni ( 1999) 面板协整检验( 原假设: 面板数据无协整关系)

统计量 统计值 P 值 统计量 统计值 P 值

Panel ν 统计量 2． 3803 0． 006 Group ρ 统计量 2． 2831 0． 0391
Panel ρ 统计量 2． 9511 0． 001 Group PP 统计量 1． 1936 0． 0091
Panel PP 统计量 1． 8391 0． 011 Group ADF 统计量 2． 9376 0． 0012
Panel ADF 统计量 2． 3183 0． 010
McCoskey ＆ Kao ( 1998) 面板协整检验* ( 原假设: 面板数据存在协整关系)

统计量 P 值

LM = 0． 1599 LM* = 槡
N( LM I μν)

σν
= 0． 7508 0． 2613

Kao ( 1999) 面板协整检验( 原假设: 面板数据无协整关系)

统计量 P 值

－2． 8253 0． 002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济南统计年鉴》，《广州

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注: 参考 IPS( 2002) 的方法，按照 10 000 次 Monte Carlo 方法由 GAUSS 10． 0

软件得到 μ = 0． 1221，σ2 = 0． 0076( 解释变量个数为 4，时间跨度为 32) 。

表 3 面板数据估计与协整

变 量

方 法
C RCAP RLDB RINV F-Statatics R-Square

FEM
2． 229 5＊＊＊

( 0． 100 3)

0． 413 9＊＊＊

( 0． 037 4)

0． 047 5

( 0． 035 0)

0． 349 4＊＊＊

( 0． 036 5)
2 539． 82＊＊＊ -

REM
2． 367 8＊＊＊

( 0． 138 2)

0． 273 1＊＊＊

( 0． 041 3)

0． 307 7＊＊＊

( 0． 034 5)

0． 166 8＊＊＊

( 0． 036 4)
392 8． 18＊＊＊ -

FMOLS
0． 372 4＊＊＊

( 0． 054 2)

0． 427 2＊＊＊

( 0． 047 7)

0． 449 0＊＊＊

( 0． 042 3)

0． 188 1＊＊＊

( 0． 052 2)
5 121． 13＊＊＊ 0． 893 3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

水平下显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济南统计年鉴》，

《广州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利用北京、济南和广州 3 个城市 1978—2009 年面

板数据和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 FMOLS) 所得结果

表明，RGDP、RLDB 和 RINV 的系数全部在 1% 的水平

下显著，且全部为正。GDP 对资本存量的弹性系数为

0． 427 2; GDP 对贷款余额的弹性系数为 0． 449 0; GDP
对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为 0． 188 1。以上结果表示，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存量每增加 1 个百分

点，GDP 增长 0． 427 2 个百分点; 贷款余额每增加 1 个

百分点，GDP 增长 0． 449 0 个百分点，财政支出每增加

1 个百分点，GDP 增长 0． 188 1 个百分点。
大型赛事对于城市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下面逐项对这些效应进行分析。
北京奥运会的间接效应: 北京以 2001 年为分界

点，可以分为奥运会申办前后两段时期。奥运会申办

·23·



第 4 期 孙克，等: 大型体育赛事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前期，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为 7． 04% ，贷款余额平均

增长率为 12． 18% ，财政支出平均增长率为 8． 67% ; 奥

运会申办后期，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为 7． 77% ，贷款

余额平均增长率为 13． 63% ，财政支出平均增长率为

11． 54%。3 个指标因为奥运会的增长幅度的增加值

分别为 0． 73%、1． 45% 和 2． 87%。由于奥运会所产生

的效应是使得 GDP 增长 1． 50% ( 0． 4272* 0． 73% +
0． 449 0* 1． 45% + 0． 188 1* 2． 87% ) 。

北京奥运会的直接效应: 北京奥运会预算为 25
亿美元( 数据来源: http: / /www． olympic． cn /china / ) ，

按照 2001—2008 年美元汇率平均值折算，平均每年的

投入为 26． 23 亿人民币，人均投入为 310． 12 元。此

外，累积投入为 3 600 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

北京资本存量增加 0． 21% ，贷款余额增加 0． 22% ，财

政支出增加 2． 60%。由于奥运会所产生的直接效应

使得 GDP 增长 0． 72% ( 0． 4272* 0． 21% + 0． 449 0*
0． 22% + 0． 188 1* 2． 6% ) 。

济南全运会的间接效应: 济南以 2004 年为分界

点，可以分为全运会申办前后两段时期。全运会申办

前期，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为 11． 05% ，贷款余额平均

增长率为 8． 95% ，财政支出平均增长率为 10． 35% ; 奥

运会申办后期，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为 11． 70% ，贷款

余额平均增长率为 12． 58% ，财政支出平均增长率为

11． 54%。3 个指标因为奥运会的增长幅度的增加值

分别为 0． 65%、0． 69% 和 2． 23%。由于奥运会所产生

的效应是使得 GDP 增长 1． 01% ( 0． 4272* 0． 65% +
0． 449 0* 0． 69% + 0． 188 1* 2． 23% ) 。

济南全运会的直接效应: 济南全运会投入为 1000
亿元人 民 币 ( 数 据 来 源: http: / /www． ln． gov． cn / zfxx /
jrln / rdxx01 /201011 / t20101109_588446． html) ，按照与北

京奥运会相同的比例折算，济南资本存量增加0． 11%，

贷款余额增加 0． 12%，财政支出增加 1． 61%。由于全

运会所产生的直接效应使得 GDP 增长 0． 40% ( 0． 4272
* 0． 11% +0． 449 0* 0． 12% +0． 188 1* 1． 61% ) 。

广州亚运会的间接效应: 广州以 2005 年为分界

点，可以分为亚运会申办前后两段时期。亚运会申办

前期，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为 13． 68% ，贷款余额平均

增长率为 14． 27% ，财政支出平均增长率为 10． 56% ;

亚运会申办后期，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为 14． 60% ，贷

款余额平均增长率为 15． 16% ，财政支出平均增长率

为 12． 13%。3 个指标因为亚运会的增长幅度的增加

值分别为 0． 92%、0． 89% 和 1． 57%。由于亚运会所产

生的效应是使得 GDP 增长 1． 09% ( 0． 4272* 0． 92% +
0． 449 0* 0． 89% + 0． 188 1* 1． 57% ) 。但到目前为

止，广州亚运会的投入没有公布，暂时无法计算亚运

会对于广州经济的直接影响。

2． 5 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特定变量对

各种冲击的反应轨迹，借助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对各个

变量相互之间的影响、作用时滞进行分析。脉冲响应

函数的前提是各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面板协

整的结论，可以认为各个城市变量时间序列存在协整

关系( 各个城市时间序列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也不能

拒绝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 ［19 － 21］。由图 3 所示，资本

存量对于经济增长始终有正的影响，这一点和主观想

法是相同的。除北京外，贷款余额对于经济增长始终

呈现正向影响。政府财政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与传统观念不太相同，财政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先期

影响为正值，后期影响为负值。贷款余额和财政投入

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 贷款的成

本使得闲置资本得到更高效率的利用; 而财政投入先

期确实有提升经济增长的影响，后期的对于社会投资

的挤出效应逐渐显现。

图 3 城市人均 GDP 的脉冲响应函数

3 结 论

基于前述研究，我们认为，近年来中国举办的各

种类型的大型赛事中，北京、济南和广州具有十分重

要的代表性与示范性，回顾 3 个城市 1978—2009 年经

济发展的面板数据，剔除掉物价上涨因素，构筑与检

验城市经济增长和其他相关变量的协整关系，进而估

算了大型赛事( 奥运会、全运会、亚运会) 对城市经济

的影响，采用面板协整和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来处

理时间序列和内生性问题。基本结论如下: 举办大型

赛事可极大地拉动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大

型赛事对于举办地经济上贡献表现在赛事投资与赛

事消费所引致的乘数效应和辐射效应，对于举办城市

抑或区域产生扩展效应; 实证分析数据结果表明，奥

运会、全运会和亚运会对于对应举办地城市产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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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效应分别为: 1． 50% ，1． 01% 及 1． 09%。
因此，客观公允评价大型赛事经济影响效应与辐

射效应，对于当前国民经济战略调整与结构升级具有

重要价值，对于构筑区域经济发展与拓展绿色经济有

着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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