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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data was processed and li-
near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establish a model. It was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capital and 
output on cement output from 2005 to 2018 was not great.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co-
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ement industry has faults around 2015, and the analysis of these two 
time periods revealed that capital and labor before the end of 2014 before staggering production 
can explain 97.4% of output, but after 2015, the impact of capital and labor on output is very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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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特性，对数据处理并进行线性回归，建立模型，发现资本和产出对

2005~2018年水泥产量的影响并不大，进一步分析得出，水泥行业的经济发展在2015年前后出现断层，

分别对这两个时间段进行分析，发现2014年底实施错峰生产前资本和劳动可以解释97.4%的产出，在

2015年后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影响则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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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泥是我国基础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仍将是建筑行业内无可

替代的建筑材料。本篇文章主要以是否错峰生产为分类标准，将时间划分为两部分，对其数据分别进行

实证分析，采用数学建模思想和一些经济实际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得出结论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给出一

定的解决方案。 

2. 增长模型假设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 Y AK Lα β= 经微分，差分替代等一系列变化后，得索洛增长速度方程：

1y a kα β= + + ，其中：y、k、1 分别代表产出、资本和劳动增长速度(水平法计算年平均增长速度，下同)；

a 代表技术进步增长速度。由上式易得：1 a k l
y y y

α β= + + 由此得全要素生产率
a
y
，资本和劳动增长贡献

率分别为
k
y

α ，
l
y

β  [1] [2]。 

由Y AK Lα β= 易得： LnY LnA LnK LnLα β= + + ，此式容易进行回归分析。产出值一般采用总产值；

劳动投入量一般用劳动者人数指标确定；资金投入量一般用当年固定资产原值与定额流动资金年平均余

额之和来确定[2]。 

3. 实证分析 

3.1. 2005~2018 年全国水泥行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对 05 年到 18 年水泥行业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后，经软件 SPSS 拟合后[3]，得到生产函数和表 1，表 2： 
6.128 0.831 1.355LnY LnL LnK= − +  

2 0.936   . . 0.07870   80.036R S E F= = =  

其中资本产出弹性： 1.355α = ，劳动产出弹性： 0.831β = − ，两者相加得 0.524α β+ = ，小于 1，
这表明在 2004 年到 2018 年期间，我国水泥行业的劳动投入量每增加一份，资本劳动产出的增加小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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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也就是说按现有技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并不明智，得不偿失。事实上自 2001 年以来我

国水泥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水泥产量不断增加，直到 2014 年水泥行业实施错峰生产政策，影响了水

泥的产量。总体来说来说上述模型符合我国水泥行业整体时间段的情况。 
对表 2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固定资产原价的容忍度是 0.030，方差膨胀因子为 33.531,存在多

重共线性。我们通常采用生产函数强度形势 OLS 估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得到表 3，我们可以得

到正规化的生产函数： 
3.181 0.437 0.563LnY LnL LnK= + +  

 
Table 1. ANOVA table of regression equation from 2005 to 2018 
表 1. 2005~2018 年回归方程方差分析表 

ANOVAa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1 

回归 0.991 2 0.496 80.036 0.000b 

残差 0.068 11 0.006   

总计 1.060 13    

 
Table 2. Coefficient analysis table regression equation from 2005 to 2018 
表 2. 2005~2018 年回归方程系数分析表 

系数a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错误 Beta 容差 VIF 

1 

(常量) 6.128 1.148  5.338 0.000   

LnL −0.831 0.530 −0.694 −1.568 0.145 0.030 33.531 

LnK 1.355 0.365 1.644 3.713 0.003 0.030 33.531 

 
Table 3. Analysis of OLS estimation coefficient of intensity form 2005 to 2018 
表 3. 2005~2018 年强度形势 OLS 估计系数分析表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错误 Beta 容差 VIF 

1 
(常量) 3.181 0.276  11.544 0.000   

LnK/L 0.529 0.224 0.563 2.363 0.036 1.000 1.000 

 
如表 4 所示，2005~2018 年，水泥行业总产出、劳动和资本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74%，5.72%和 8.35%。

说明这一阶段劳动和资本投入的速度一般。 
 
Table 4. Economic growth analysis table from 2005 to 2018 
表 4. 2005~2018 年经济增长分析表 

 总产出 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 全要素生产率 

05~18 年平均增长率% 5.74 5.72 8.35  

要素产出弹性  1.646 −0.696  

对产出的贡献率%  1.64 −1.01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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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泥行业 2005~2014 年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下面以错峰生产开始实施的时间为分界线对水泥行业分时间段进行分析：对 2004~2014 年水泥行业的

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使用 SPSS 软件进行强度形势的 OLS 估计，得到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和表 5，
表 6。 

1.527 1.722 0.079LnK LnL LnK= − + −  
2 0.9744   . . 0.05926   151.252R S E F= = =  

其中资本的产出弹性： 0.079α = − ，劳动的产出弹性： 1.722β = ，其中二者相加得： 1.643α β+ = ，

大于 1，表明在 2004 年到 2014 年没有进行错峰生产期间，我国水泥行业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即按

现有技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利的。然而事实表明要减少产量才能够使水泥行业更加健

康的发展下去。 
劳动的回归系数值为 1.722 (t = 9.893, p = 0.000 < 0.01)，意味着劳动会对总产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系，资本的回归系数值为−0.079 (t = −1.242, p = 0.249 > 0.05)，意味着资本并不会对总产出产生影响关

系。总结分析可知：劳动变化会对总产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但是资本并不会对总产出产生影响

关系。 
 
Table 5. ANOVA table of regression equation from 2005 to 2014 
表 5. 2005~2014 年回归方程方差分析表 

ANOVAa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1 

回归 1.062 2 0.531 151.252 0.000b 

残差 0.028 8 0.004   

总计 1.090 10    

 
Table 6. Coefficient analysis table regression equation from 2005 to 2018 
表 6. 2005~2014 年回归方程系数分析表 

系数a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错误 Beta 容差 VIF 

1 

(常量) −1.527 1.071  −1.426 0.192   

LnL 1.722 0.174 1.104 9.893 0.000 0.259 3.865 

LnK −0.079 0.064 −0.139 −1.242 0.249 0.259 3.865 

 
从表 6 可知，将资本和劳动作为自变量，而将产量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从表 6 可以看出，

模型 R 方值为 0.974，意味着资本和劳动可以解释产量的 97.4%变化原因。 

3.3. 水泥行业 2015~2018 年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对水泥行业的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使用 spss 软件进行分析由表 7 可知其显著性为 0.060 > 0.05，
也就是模型没有通过 F 检验，即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并不会对水泥产量产生影响关系，因而不能具体分析

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关系。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在 2014 年提出水泥错峰生产政策，2015~2016
年冬季开始在北方地区实施，每年 11 月份至次年 4 月份水泥行业停产停窑，严重影响了水泥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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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ANOVA table of regression equation from 2015 to 2018 
表 7. 2015~2018 年回归方程方差分析表 

ANOVAa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1 

回归 0.008 2 0.004 15.778 0.060b 

残差 0.000 2 0.000   

总计 0.008 4    

4. 结论 

对水泥行业整体时间段进行分析，通过表 3，我们可以知道，在 2005~2018 年，水泥行业总产出的

平均增长为 5.74%，劳动投入增长 5.72%，资本投入增长 8.35%，劳动和资本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分别

为 1.64%和−1.01%；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 0.37%。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在水泥行业，劳动合同资

本投入所占的比例相差不大，但二者对水泥行业总产出的贡献率都较小且相差较大。接着以 2014 年底的

错峰生产为分界线，将时间线分为两部分，并分别进行分析。在 2005~2014 年间，水泥行业产量发展一

路上升，但是，水泥行业出现严重的产销不均衡、产能过剩问题，出现了水泥行业产量增加，销售价格

走低，总体利润减少的现象。接着分析 2015~2018 年的数据，样本数量过少，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并

不会对水泥产量产生影响关系，深究其原因，在于错峰生产这一政策的影响，缩短了水泥生产时间，进

而影响了水泥的产量。 
错峰生产消耗了过剩产能，在水泥供给关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产能过剩的现象仍然存在，

对于产能过剩的企业，应当在生产前做好市场调查工作，合理规划水泥产能，避免只抓产量导致产能过

剩，产品难以销售，打价格战扰乱市场秩序的现象出现；水泥是经典的短腿行业，由于水泥不便于运输

且存储时间仅为 3 个月，所以具有很强的区域性，但是随着水泥行业利润的增加，水泥的利润大于水泥

的运输费用时，会出现区域间交叉远程销售扰乱区域市场的现象；水泥协会应该从中调节水泥价格，严

格把控，避免出现区域交叉远程销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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