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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1993—2019年间山东经济增长相关数据,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传统文化资本纳入经

济增长核算框架,进而从长期静态和短期动态视角揭示传统文化资本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及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传统文化资本与山东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传统文化资本对山东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

用;资本投入是山东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其中,传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高,年均贡献达

36.3%;传统文化资本可通过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山东经济增长。因此,在保持山东经济稳定发

展的基础上,应深入挖掘山东传统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本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传统文化

发展规划,促进山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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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命和群体人格发展壮大的根源,也是中国历史不断延续、演变发展

的动力,在增强民族文化意识、维护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在根源性和

资源性特征的双重结合下,传统文化不仅处处呈现历史价值,而且内蕴实践品格和现代意义[1]。传统文

化不仅可以带来价值增量,还可以带来财富积累,在经济学和文化学研究中既有价值属性,又有财富属

性,因此,本文从资本视角探讨传统文化价值的具体表征。
经济增长源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

要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然而,被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所忽视的文化资本不仅具有边际报

酬递增特性,还可以制约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进而影响经济发展[2]。传统文化资本是

文化资本研究的基础,传统文化倡导的借鉴、节欲思想可为资本积累提供条件,“有为主义”可促进市场竞

争,遗赠和赠与行为在促进储蓄和消费的同时还可以改变经济增长过程中动态无效率的状态[3]204,[4]。当

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会中,保守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也可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消极作用。
但伴随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深入推进,传统文化在“克己复礼”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价值取向,通过

取精华去糟粕,在扬弃的过程中不断适应现代化[5]84。
伴随山东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单纯依靠物质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而且实践结果

表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旧存在提升空间[6]。寻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成为政府和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山东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理解传统文化资本的基本

内涵,挖掘传统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可为促进山东经济增长提供借鉴。本文基于山东省1993—2019年

的相关统计数据,在测度传统文化资本的基础上,结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环境污染和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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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等投入要素,揭示传统文化资本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明晰其作用机制,以期为山东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传统文化资本以文化资本理论为基础,涵盖了文化理念、民族习俗、文学、历史、古迹等多方面的内容,分
为承载传统文化特征的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两部分,包括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各类建筑物、艺术品、
价值观念、习俗信仰等。传统文化资本可通过经济增长同质化和民族文化异质性实现传统文化与经济增长

的和谐统一[7]。传统文化资本的测度是目前研究异质性文化资本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多以测度文化资本为

基础,乘以不同权重表示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具体可归纳为两类:一类从流量视角进行测度,这类研究一

般先是从不同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后借助不同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对指标赋权,最后通过

加总得到综合指数来衡量文化资本[8,9],又或者直接选取代理变量作为文化资本指标进行测度;另一类则从

存量视角进行测度,这类研究采用永续盘存法,按照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估计文化资本存量[10,11]。这

里的文化资本存量主要包括各市场主体为增加文化资本而追加的资本,以及家庭部门的文化消费支出、政府

的财政文化支出和文化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等[12]。此外,传统观念和儒家伦理文化资本对人们社会生活和

生产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部分学者基于市场化角度选取农业产值作为权重,将文化资本细分为传统文

化资本和市场文化资本[13]112,[14]24。考虑到山东省农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大,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多受儒家

思想影响;且以农业产值占比为权重,可避免时序可比性下降等问题。所以,本文借鉴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

思想,以山东省城乡居民在文化领域的消费支出、政府在文化领域的财政支出,以及文化产业的固定资产投

资三者之和乘以农业产值占比,测算山东省历年传统文化资本,并按照“永续盘存法”以1978年为基期对传

统文化资本存量进行估算。
目前,直接研究传统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并不多见,然已有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传统文化

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借鉴。总体来看,传统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处于一种平衡状态,[15,16]

学者们将传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归纳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三种。首先,在物

质资本领域,传统儒家文化是形成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其倡导的节俭、节欲思想为物质资本积累创

造了条件,可促进短期经济增长[3]206,[5]86,[17]。其次,在人力资本方面,传统文化资本可通过提高社会保

障、[18]促进财富转移等方式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19]。再者,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文化资

本概念上的应用推动了传统文化资本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研究,虽传统文化倡导“守旧”,但传统文化

是创新的基础,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催生创新思维,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20,21]。然而,传统文化资本与经济

增长之间是否完全正相关尚无定论。有研究表明,传统文化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偶然

性,即传统文化资本会在某些特殊环境下抑制经济的增长,而这主要与传统文化资本的溢出和替代效应

有关[22]。此外,也有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传统文化资本的积累。[23]长期来看,如要实

现传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那么传统文化资本就必须不断转换并积累,尤其要注重传统文

化资本的创造性转化,提高传统文化资本投入和产出的效率[24]。
梳理文献可以发现,文化资本的定性研究较为丰富,但量化研究相对缺乏。鉴于此,本文构建传统文化

资本核算体系,在测度传统文化资本的基础上,借助逐步回归、要素贡献率分析、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

方差分解等手段,从长期静态和短期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传统文化资本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诠释传统文

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为制定山东传统文化助力经济增长的可行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现有学者在研究经济增长源泉与机理的过程中,受既定框架和视角的限制,主要关注较为传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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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社会和制度资本等)。在资源、环境与经济错综复杂的关系下,
国外学者开始尝试将资源约束、能源约束、环境约束引入经济增长模型;[25]国内学者杨万平等进一步将

环境视为与生态社会资本类似的自然资本,并将能源消耗作为新的投入要素纳入生产函数[26]。而传统文

化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思想引导和潜在推动力量,随着积累程度的提高,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

用[14]31。基于此,本文建立包含传统文化资本、传统投入要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环境污

染、技术创新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Cα
TKβLγNθPμTφ, (1)

其中,Y 代表经济产出量,本文用GDP来表示;A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CT、K、L、N、P、T 分别代表传统文

化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技术创新;α、β、γ、θ、μ、φ分别表示上述各要素所对应

的产出弹性。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计量模型:

lnY=C+αlnCT +βlnK+γlnL+θlnN+μlnP+φlnT。 (2)
为确保变量的平稳性,对(2)式求导,并用差分代替微分,得到:

ΔYt+1
ΔYt =αΔCTt+1

ΔCTt +β
ΔKt+1

ΔKt +γΔLt+1
ΔLt +θΔNt+1

ΔNt +μ
ΔPt+1

ΔPt +φ
ΔTt+1

ΔTt
, (3)

其中,ΔXt+1=Xt+1-Xt。
(3)式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gY =αgCT +βgK +γgL +θgN +μgP +φgT , (4)
其中,差分后得到的g为相应变量的增长速度;参数α、β、γ、θ、μ、φ经济意义不变,仍为各要素所对应的产

出弹性。若核心变量的参数α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说明样本区间内传统文化资本对山东经济增长

有显著促进作用。若山东经济增长水平与传统文化资本及其他变量(物质资本lnK、人力资本lnL、能源

消耗lnN、环境污染lnP、技术创新lnT)的线性回归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各参数符合实际,则说明

传统文化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定量因果关系。此外,还可通过各参数的

大小判断不同要素对山东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采用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山东省经济增长水平,以实际GDP表示,选
择1978年为基期。

解释变量:传统文化资本。采用“永续盘存法”对传统文化资本进行估算。考虑到时序可比性、农业

产值在山东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传统观念和儒家伦理文化资本对人们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重要影

响,选择以1978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处理传统文化资本计算过程中与货币相关的指标数据,并借

鉴李娟伟等的方法,[13]117用文化消费、文化投资和政府文化支出三者之和乘以农业产值占比计算传统文

化资本。沿用目前学者关于固定资本折旧率的基本设定,将文化资本的折旧率设为5%,通过计算得到

1994—2019年传统文化资本存量。
控制变量。基于经济增长模型并参考学者们的既有研究,选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环境

污染和技术创新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物质资本按照“永续盘存法”核算: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示当期

净投资;借鉴宋马林等的方法,[27]基期物质资本存量用1993年山东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表示,
经济折旧率取9.6%。1993—2019年物质资本初始资本存量、当年投资等数值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平

减处理,计算出物质资本存量t=t期净投资It+(1-经济折旧率)×物质资本存量t-1。人力资本以地方

财政教育支出表示,受通货膨胀影响,数值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能源消耗以能源消费总量表

示。环境污染以二氧化硫排放量表示。技术创新以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表示。各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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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符号与说明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Y 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 衡量山东省经济增长水平,以实际GDP表示

CT 传统文化资本 用文化消费、文化投资、政府文化支出三者之和乘以农业产值占比表示,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

K 物质资本 借鉴宋马林等的方法,[27]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示当期净投资,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L 人力资本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

N 能源消耗 能源消费总量

P 环境污染 二氧化硫排放量

T 技术创新 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估算。

四、长期静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及相关性分析

模型的构建应以变量平稳为前提。利用Eviews9.0对各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确保模型的平

稳性,避免出现虚假结果。ADF检验结果显示:CT、K、L 序列在取对数后平稳,而N、P、T 序列取对数

并一阶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一阶差分后的数据序列表示原数据序列的变化,经济意义

是增长速度。相关性分析结果表示:经济增长与传统文化资本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9,初步证实两者具

有强相关性。经济增长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也较大,说明所选择的控制变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然而,传统文化资本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对较高,表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需采用

逐步回归法消除多重共线性,寻找最优模型。
(二)逐步回归

对lny分别关于lnCT、lnK、lnL、lnN、lnP、lnT 作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具体见表2。

表2 单一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M1 M2 M3 M4 M5 M6

c
2.673

 

7**

(2.800
 

0)
1.2501**

(2.360
 

0)
-35.653

 

6***

(-7.700
 

0)
5.739

 

6***

(10.510
 

0)
25.398

 

9***

(18.770
 

0)
11.918

 

6***

(82.570
 

0)

lnCT
0.796

 

3***

(15.660
 

0)

lnK
0.877

 

9***

(31.000
 

0)

lnL
6.148

 

0***

(11.510
 

0)

lnN
1.197

 

5***

(21.810
 

0)

lnP
-1.525

 

1***

(-5.760
 

0)

lnT
0.546

 

7***

(39.940
 

0)

R2 0.907
 

5 0.974
 

6 0.841
 

2 0.950
 

1 0.570
 

0 0.984
 

6

调整R2 0.903
 

8 0.973
 

6 0.834
 

9 0.948
 

1 0.552
 

8 0.984
 

0

F 值 245.380
 

0 960.700
 

0 132.460
 

0 475.890
 

0 33.140
 

0 1595.080
 

0

P 值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注: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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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2的结果可知,模型 M6的R2、调整R2、F 值最大,选取 M6 为基本模型,将lnY=11.9186+
0.5467lnT 作为基本回归方程。将剩余自变量逐一加入回归模型,综合考虑显著性、R2、调整R2 和F
值,引入或剔除变量,直到模型中没有可以选入的变量,从而得到最优回归模型,结果见表3。

表3 山东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结果

M6 M7 M8 M9 M10

c
11.918

 

6***

(82.570
 

0)
8.994

 

1***

(34.12
 

00)
9.844

 

0***

(44.980
 

0)
7.099

 

3***

(6.640
 

0)
1.513

 

0***

(2.860
 

0)

lnT
0.546

 

7***

(39.940
 

0)
0.405

 

8***

(29.920
 

0)
0.384

 

5***

(41.280
 

0)
0.366

 

9***

(34.290
 

0)
0.051

 

1**

(2.220
 

0)

lnCT
0.234

 

1***

(11.380
 

0)
0.231

 

6***

(17.700
 

0)
0.187

 

7***

(9.170
 

0)
0.271

 

6***

(30.410
 

0)

lnP
-0.114

 

1***

(-6.030
 

0)
-0.164

 

0***

(-6.430
 

0)
-0.039

 

7***

(-3.270
 

0)

lnL
0.462

 

4**

(2.610
 

0)
0.137

 

8**

(2.240
 

0)

lnK
0.508

 

6***

(2.860
 

0)

R2 0.984
 

6 0.997
 

6 0.999
 

1 0.999
 

3 0.999
 

9

调整R2 0.984
 

0 0.997
 

4 0.998
 

9 0.999
 

2 0.999
 

9

F 值 1
 

595.080
 

0 4
 

959.690
 

0 8
 

197.300
 

0 7
 

707.230
 

0 59
 

839.740
 

0

P 值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由表3可知,在M6 基本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传统文化资本这一变量,可以看出新模型 M7 的

R2、调整R2、F 值都有一定的提高,因变量系数正负符合要求且显著。M8 是引入环境污染后的回归结

果,传统文化资本、技术创新与GDP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没有变化,但两者的产出弹性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传统文化资本产出弹性由0.234

 

1下降到0.231
 

6,技术创新的产出弹性由0.405
 

8下降到0.384
 

5,原因

是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环境,环境污染是传统文化资本影响山东经济增长的重要控制变量。与此

同时,F 值成倍数增加,R2和调整R2 均有一定的改善。M9 是引入人力资本后的回归结果,对比 M8 和

M9,传统文化资本、技术创新与GDP的正相关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且环境污染与GDP的负相关关系未改

变,人力资本与GDP呈正相关的关系符合实际,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新模型R2 和调整R2 均有一

定程度的改善。虽然M9模型的F 值略微下降,然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分析模型中的关键变量,随着

传统文化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得到提高,因此,
人力资本具有引入模型的必要性,故不对该变量进行剔除。此外,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等思想为物质

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可促进短期经济增长,在 M10 中引入物质资本,结果发现模型中所有变量均显著,
系数正负均符合实际,对比M9,受物质资本的正向推动作用,传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更加显著,
其产出弹性由0.187

 

7上升到0.271
 

6,虽F 值略微降低,但R2和调整R2均为0.99,拟合效果最优。综

上,最优模型为M10,且与现有结论相一致,即GDP与传统文化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呈正

相关关系,在对数形式下,其产出弹性分别为0.271
 

6、0.508
 

6、0.137
 

8、0.051
 

1;GDP与环境污染呈负

相关关系,在对数形式下,其产出弹性为-0.039
 

7。在包含不同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传统文化资本对山

东经济增长都具有正向影响,且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始终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传统文化资本是促

进山东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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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传统文化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环境污染、技术创新等变量对GDP的影响可能存在

内生性问题。为保证回归结果稳健,利用2SLS回归和Hausman检验,将lnL 滞后一期,得到lnL_lag,并
将其作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P 值为0.40,接受模型具有外生性的原假设,说明模型的内生性并不严重。
另外,为了进一步说明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异方差检验。检验结果表明,P 值为0.13,相对较大,接受变

量间同方差的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限于文章篇幅,具体过程不再列示。
(三)要素贡献率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的产出弹性系数和各要素的年增长率,以1993年为基期,计算各要素的年贡献率

和平均贡献率。计算结果及要素贡献率趋势图如表4和图1所示,其中,CCT、CK、CL、CP、CT 分别为传

统文化资本贡献率、物质资本贡献率、人力资本贡献率、环境污染贡献率和技术创新贡献率。

表4 1994—2019年山东省各投入要素贡献率 %

年份 CCT CK CL CP CT

1994 94.769
 

0 2.837
 

6 0.042
 

4 0.251
 

1 2.100
 

0

1995 83.456
 

1 3.421
 

9 17.009
 

6 -0.809
 

5 -3.078
 

2

1996 79.725
 

1 8.594
 

5 0.390
 

4 -0.946
 

8 12.236
 

7

1997 77.672
 

8 19.442
 

2 0.768
 

3 -1.266
 

9 3.383
 

7

1998 60.724
 

7 27.239
 

4 0.790
 

3 3.219
 

8 8.025
 

8

1999 52.050
 

9 34.085
 

1 0.655
 

7 7.013
 

2 6.195
 

2

2000 46.143
 

2 42.396
 

3 3.032
 

6 0.598
 

9 7.829
 

0

2001 44.018
 

5 47.554
 

3 0.842
 

7 1.752
 

8 5.831
 

7

2002 39.131
 

6 51.940
 

5 1.196
 

8 0.636
 

9 7.094
 

2

2003 27.483
 

7 63.194
 

1 2.074
 

3 -3.132
 

0 10.379
 

9

2004 20.897
 

8 69.385
 

5 2.234
 

7 0.365
 

9 7.116
 

2

2005 15.410
 

9 64.438
 

0 1.962
 

5 -2.844
 

6 21.033
 

1

2006 15.280
 

0 68.324
 

2 2.267
 

3 0.639
 

6 13.488
 

9

2007 14.102
 

1 69.975
 

8 2.617
 

4 2.644
 

3 10.660
 

4

2008 16.766
 

4 65.005
 

2 2.209
 

2 2.603
 

3 13.416
 

0

2009 18.971
 

4 71.335
 

3 2.227
 

8 2.204
 

4 5.261
 

1

2010 17.986
 

8 68.705
 

7 2.193
 

3 1.161
 

3 9.952
 

9

2011 17.497
 

2 70.036
 

2 1.798
 

1 -7.461
 

5 18.129
 

9

2012 20.226
 

6 67.304
 

8 1.509
 

0 1.794
 

2 9.165
 

4

2013 20.389
 

4 65.098
 

6 0.585
 

7 2.663
 

7 11.262
 

5

2014 25.578
 

2 70.643
 

6 0.713
 

9 1.580
 

8 1.483
 

5

2015 23.710
 

7 59.932
 

3 0.672
 

7 1.858
 

2 13.826
 

1

2016 23.263
 

4 56.598
 

3 0.451
 

4 13.109
 

4 6.577
 

5

2017 26.910
 

3 58.634
 

1 -2.689
 

8 19.960
 

8 -2.815
 

3

2018 30.854
 

0 60.607
 

4 -13.303
 

6 10.730
 

5 11.111
 

7

2019 30.958
 

7 53.587
 

1 -7.308
 

2 10.892
 

0 11.870
 

3

年均贡献率 36.306
 

9 51.550
 

7 0.959
 

4 2.662
 

3 8.520
 

7

  由表4和图1可知,在样本区间内,山东传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为36.306
 

9%,总
体变化呈U型。分阶段来看,2007年以前传统文化资本的提高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这
与该时期注重物质资本而对传统文化资本重视不足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2007年之后,传统文化资本

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政府在维持传统文化资本与山东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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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4—2019年山东省各投入要素贡献率趋势图

稳中求进,截至2019年达到10年内的最高点。在本文考察期内,物质资本贡献率前期上升迅速,2004
年到达峰值后趋于平稳,且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以直接投入物质资本促进经济

的方法已不可取,探寻并激发传统文化资本的经济效益不失为一种新突破。人力资本贡献率、环境污染

贡献率和技术创新贡献率与前两者相比变化幅度和数值都较小。结合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分析来看,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是资本要素,传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待强化。

五、短期动态分析

(一)VAR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分析内在动态机制,选取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互相冲击效

应,将模型中当期内生变量作为其他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构造多方程联立模型,进行多元时间序列变

量的自回归,分析模型中各变量的动态关系。构建VAR模型:

Yt=A1Yt-1+A2Yt-2+A3Yt-3+…+ApYt-p +B+et。 (5)
其中,Yt 表示包括lnCT、lnK、lnL、lnP、lnT 的列向量,t为时期,p为内生变量的滞后阶数,A 为自变量与

因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B是k维常数向量,et 是k维扰动变量。
平稳性是构建VAR模型的基础,即要求系统中各变量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为验证其平稳性,首先

对各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传统文化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对数形式所构成的

新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GDP、环境污染和技术创新变量取对数并一阶差分后构成的新变量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因此,需要对取对数后一阶单整的三个变量进行进一步检验,以VAR模

型为基础,选择无截距项、有趋势项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从表5看,T统计量和(Max-Eigen)Value均

大于0.05Critical
 

Value,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GDP、环境污染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协整关

系,三个变量的线性组合具有平稳性。此外,传统文化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取对数后均平稳,则

GDP、传统文化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环境污染、技术创新取对数后的线性组合平稳,即存在长期均

衡关系。不仅如此,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也是进行脉冲效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的重要前提。运用

LogL、LR、FPE、AIC、SC和HQ方法,对模型的滞后阶数进行逐一递增式的试探性检验,综合考虑AR根

检验结果,最终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1阶,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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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协整检验结果

类型
Trace

 

Statistic
/(Max-Eigen)

 

Value
0.05

 

Critical
 

Value P 值

有截距项,无趋势项
41.550

 

0 35.192
 

8 0.009
 

0

23.544
 

0 22.299
 

6 0.033
 

4

图2 AR根图

(二)山东经济增长对各因素的响应分析

传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分为直接

和间接两方面。在直接路径中,分别分析传统文化

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环境污染和技术创新5
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间接路径中,分析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为验证该效应,本
文在逻辑推理上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分析山东传统

文化资本积累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第二

步分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合经济增长的周期规律,采用滞后期数10分

析各变量在受到不同冲击时的波动情况,脉冲响应

结果如图3~7所示。其中,横坐标为冲击发生后的

期数,纵坐标为冲击强度,上下虚线为正负标准差偏

离度,中间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的整体趋势,该趋势表示对解释变量一个冲击后,被解释变量如何变化。
从图3~7可以看出:当期给lnCT、lnK 一个单位正冲击后,经济增长从第一期开始始终为正响应,这说明

传统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会带动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冲击作用;从长期来看,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

略高于传统文化资本,这说明传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未饱和,可通过采取合理措施得到

提高。当期给lnP、lnT 一个单位正冲击后,经济增长同样从第一期开始始终为正响应,表明环境污染和

技术创新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与lnCT、lnK 相比,带动作用不明显,说明环境污染和技术创新不是推动经

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当期给lnL 一个单位正冲击后,经济增长变化平稳,趋于0,这说明人力资本在促进

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与逐步回归和贡献率分析中的结果一致,说明山东省教育结构和政策不够

完善,并没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动能不足,需增强对人力

资本的重视。

图3 传统文化资本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 图4 人力资本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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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物质资本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 图6 环境污染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

图7 技术创新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

  由图8、图9可知,在传统文化资本通过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影响山东经济增长的间

接路径中,传统文化资本首先对物质资本带

来了正向的冲击效应,表现为lnCT 受到一个

单位的正向冲击后,lnK 也受到相同方向的正

向影响。综合可知,传统文化资本能够通过

影响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推动山东省经济增

长。而对于人力资本,传统文化资本首先对

人力资本带来了负向冲击,表现为第一期为

负,从第二期开始始终为正,波动并不明显。
总体来看,传统文化资本可以促进物质资本

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传统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中,文化消费、文
化投资和政府文化支出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年底就业人员数都带来了积极影响。即

传统文化资本促进了固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加速了科技创新的进步以及助力了人力资本质量与数量的

提升,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传统文化资本积累通过科技创新和人才积累对山东经济增长所

带来的积极作用,不仅符合传统文化资本经济功能发挥的传导机制,也符合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

展实践,在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中都有显著的表现。

图8 山东传统文化资本对物质资本的脉冲响应 图9 山东传统文化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脉冲响应

(三)方差分解

在不同的时间点,内生变量的预测方差可以根据成因的不同分解为与各个方程冲击相关的不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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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即预测方差表示的是冲击对模型中各个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的基本思想则是通过分析

各内生变量在受到冲击后对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进而得到模型中影响内生变量的各随机扰动项的相对

重要信息,具体见表6。
表6 方差分解表

期 S.E. lnGDP lnCT lnL lnK lnP lnT

1 0.008
 

9 10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2 0.018
 

7 80.554
 

3 6.978
 

3 0.357
 

8 10.359
 

0 1.343
 

3 0.407
 

3

3 0.028
 

5 69.966
 

6 10.188
 

1 1.161
 

2 16.142
 

8 1.630
 

7 0.910
 

7

4 0.037
 

8 63.866
 

1 11.734
 

2 1.907
 

0 19.440
 

0 1.690
 

7 1.362
 

0

5 0.046
 

4 60.040
 

5 12.550
 

8 2.503
 

1 21.478
 

6 1.704
 

6 1.722
 

5

6 0.054
 

2 57.465
 

0 13.018
 

5 2.965
 

8 22.836
 

9 1.714
 

8 1.999
 

0

7 0.061
 

2 55.626
 

3 13.305
 

2 3.327
 

3 23.801
 

6 1.730
 

2 2.209
 

4

8 0.067
 

5 54.247
 

9 13.491
 

1 3.615
 

0 24.523
 

9 1.751
 

5 2.370
 

7

9 0.073
 

3 53.171
 

6 13.617
 

2 3.849
 

2 25.088
 

5 1.777
 

3 2.496
 

1

10 0.078
 

6 52.302
 

8 13.706
 

2 4.044
 

0 25.545
 

4 1.806
 

2 2.595
 

4

  由表6可知,期初,山东省经济波动受其自身影响,影响程度由100%逐期减弱,到第10期减至

52.30%;传统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经济波动的贡献期初均为0,但第1期出现较大增长,分别增至

6.98%和10.36%,且两者对山东省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逐期增加,并在第6期后趋于稳定,分别保持在

13.50%和25.50%左右,这说明物质资本要素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但结合现阶段物质资本投

入接近饱和的状态,传统文化资本更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相较于传统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和技术创新未出现大幅度增长,且增长速度较为缓慢,稳定状态时分别达到4.04%和2.60%;环境污染

对山东省经济波动的贡献较小,保持在1.70%左右。整体来看,传统文化资本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

较大且持续性强,表明传统文化资本是影响山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重视传统文化、加快传统文化资

本积累是促进山东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举措。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鉴现有学者对文化资本和传统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成果,根据山东省1993—2019年相关统

计数据,对其传统文化资本存量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将传统文化资本纳入到经济增长框架,分别从长

期静态和短期动态视角分析传统文化资本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传统文化

资本对山东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传统文化资本与山东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资本投入是山东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传统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居中,低于物质资本的贡献,高于

人力资本的贡献;传统文化资本能够通过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山东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支

持。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促进传统文化资本积累,寻找其与山东经济增长的契合点。由于传统文化资本与山东经济增

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两者步调一致才能维持良好的平衡状态。在拉动山东经济增长的同时,应深

入挖掘山东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推动传统文化资本的长期积累,积极探寻传统文化体系中“诚实守信”
“义利合一”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念,为山东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支持。

第二,加大传统文化资本投入,提升经济增长要素投入的整体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传统文化资本对

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居中,但在当前直接投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有限的条件下,依靠一定的传统文化

资本投入能够通过观念约束,间接提高居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未来应加快

网络媒体的建设步伐,加大媒介宣传力度,采取奖励或补贴等激励措施提高居民和企业积累传统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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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积极性等。
第三,优化传统文化资本赋能路径,制定科学合理的传统文化事业建设和发展规划。在明晰物质资

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条路径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山东省经济增长水平、传统文化事业的建设思路及

框架、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等,形成符合山东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理念,推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积累,促进山东传统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及其经济水平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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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economic
 

growth
 

data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1993
 

to
 

2019,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into
 

the
 

economic
 

growth
 

framework
 

with
 

the
 

help
 

of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o
 

explain
 

the
 

contribution
 

and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to
 

Shandong’s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long-term
 

static
 

and
 

short-term
 

dynamic
 

perspectiv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Shandong’s
 

economic
 

growth,
 

and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is
 

maintained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and
 

Shandong’s
 

economic
 

growth.Among
 

capital
 

investment,
 

an
 

essential
 

driver
 

of
 

Shandong’s
 

economic
 

growth,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specifically
 

make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which
 

accounts
 

for
 

36.3%
 

per
 

year
 

on
 

average.Such
 

contribution
 

made
 

by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Shandong’s
 

economic
 

growth
 

is
 

realized
 

mainly
 

through
 

promoting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refore,
 

while
 

maintaining
 

the
 

stable
 

economic
 

growth
 

in
 

Shandong,
 

efforts
 

should
 

be
 

redoubled
 

in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handong,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on
 

traditional
 

cultural
 

capital,
 

and
 

formulating
 

a
 

sound
 

and
 

proper
 

agenda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Shandong
 

Provinc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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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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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rowth;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VA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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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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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more
 

and
 

mor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has
 

par-
ticipat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construction.
 

However,
 

as
 

an
 

“outsider”
 

embedded
 

in
 

the
 

rural
 

societ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will
 

be
 

naturally
 

rejected
 

by
 

the
 

social
 

relations,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ideas
 

in
 

the
 

original
 

structure,
 

and
 

moreover,
 

much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has
 

more
 

or
 

less
 

ignored
 

the
 

local
 

condition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resulting
 

in
 

a
 

severe
 

dilemma
 

that
 

it
 

is
 

diffi-
cult

 

for
 

the
 

capital
 

to
 

be
 

embedded
 

into
 

the
 

rural
 

environment.
 

If
 

the
 

capital
 

can
 

change
 

its
 

identity
 

as
 

an
 

“outsider”,
 

internalize
 

it-
self

 

to
 

take
 

root
 

in
 

the
 

rural
 

society,
 

it
 

needs
 

to
 

have
 

a
 

benign
 

interaction
 

with
 

the
 

countryside.
 

This
 

interaction
 

is
 

a
 

two-way
 

inter-
action

 

with
 

both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make
 

changes
 

to
 

adapt
 

to
 

each
 

other’s
 

development,
 

that
 

is,
 

while
 

industrial
 

and
 

commer-
cial

 

capital
 

adapts
 

to
 

the
 

rural
 

conditions,
 

rural
 

lifestyl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re
 

also
 

increasingly
 

of
 

urban
 

fea-
tures.

 

Both
 

sides
 

work
 

jointly
 

to
 

promote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thus
 

facilitating
 

rural
 

re-
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embeddedness;
 

village-enterpris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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