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阮娴静 刘 伟 

   一、引言 
   经济增长最简单的定义是以GDP表示的“一国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不仅GDP的
绝对值要有所增长，人均GDP也要有一定的增长。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竞争的加剧，使得经济增
长、特别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各国政府要实现的首要目标之一，GDP增长率以及人均GDP的增长也
越来越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经济学家也从未停止过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探讨。古典经济学家以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
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自然资源、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但这些理论不仅自身在理论
上就有着明显的缺陷，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与现实不相符的。以索罗（R .Solow）为代表新古典经济
增长理论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技术进步，但是这种模型中的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先天具备的和
无法预知的，于是，这一理论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就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
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且将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引入
到经济增长模式中来，以此说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但是，这一理论也忽视了社会制度对经济
增长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则用历史与经济相结合的研
究表明：历史上的经济革命并不是由技术革命引起的，技术革命只不过是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
或一个结果，是制度的不断创新为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制度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种
解释对经济增长理论中科学技术是决定作用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从上述理论中可以看出，已经得到认同的一点就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于技术和制度。而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决定因素究竟是技术，还是制度，或者技术和制度共同作用？笔者认为技术是处
于优先地位的，同时，经济增长更是由技术和制度相互作用而决定的。因为技术是属于物质基础层
面的因素，而制度则是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同时，经济增长又绝非是技术或制度单独一个方
面就能决定了的。以上各派的争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夸大技术抑或是制度的作用，形成一元决定
论。事实证明，在经济增长中，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不能单独存在并起到促进经
济增长的作用。 
   从现实来看，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增长有时主要是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果，有时是制度创新的结
果，有些企业是技术推动型的，而有的则是制度创新型的。不论是技术推动型还是制度创新型的经
济增长都离不开另一个因素的协同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技术和制度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 
   二、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的引入 
   以上对经济增长中技术和制度的相互地位、关系及作用机理的基本分析中，已经暗含了经济
学中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不同观点和论断，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是剔除制度，
将制度视为外生因素，不展开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分析；其二是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
是重要的，但制度只是“适应性”变量，经济增长的贡献取决于技术等内生变量；其三则是将制度
视为内生变量，来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理论一：经济增长的要素生产率决定论。该理论抽象掉制度因素或把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变量
而不予考虑。代表性的经济模型包括： 
   1．哈罗德－多马模型 
   G=s/k=sσ G–经济增长率，s–储蓄率，k–资本产出率，σ–资本生产率 
   其中，G=ΔY/Y，s=S/Y，k=K/Q，σ＝1/K 
   该理论强调的是资本积累、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于1956年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假定生产中
使用资本（K）和劳动（L）两种生产要素，K和L的配合比例及K和Q（产量）的比例可以变动。其经
济增长模型为： 
   ΔY/Y=a(Δk/k)+b(ΔL/L) 
   a，b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对产量（收入）增长所作贡献的相对份额。 
   1960年米德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古典理论》一文中，将其加入技术进步因素。其公式是： 
   Δy/y=a(Δk/k)+b(ΔL/L)+ ΔT/T 其中ΔT/T表示技术进步率 



 

   该理论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及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 
   理论二：肯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等非制度因素
决定的。代表性理论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因素的统一，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经
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等的。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
的发展和变化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同时，生产关系能够反作用于生产力，从生产的各个
方面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
适应生产力性质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我们可以得出：①技术的进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形式
和速度，它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②制度变迁则是适应经济增长而对制度结构所
做出的调整，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制度扮演了一个适应性的角色。 
   理论三：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新
制度经济学代表性的经济增长理论是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 
   诺斯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现存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决定交易机会与成本－收
益结构，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收入流以及速度。当外在性的变化或相对价格的变化进入了经济系
统，则改变了现存的经济条件及成本－收益结构，经济环境中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潜在的收入流。在
现存的制度安排之下，这些潜在的收入流不可能实现。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创立新的制度安排，在
新的制度框架之下，才有可能实现潜在的利润，实现经济增长。诺斯不否认技术进步（包括人力资
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他认为制度更为重要，制度内生于经济体系，制度变迁决定了经济增
长。即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力和实现经济增长。 
   三、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一）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历史上来看，经济增长直观地表现为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推动，这种增长是在科学不断
积累、技术不断更迭和创新中实现的，因而技术创新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在因素。 
   马克思曾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
量，……相反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上述论
断肯定了科学和技术已成为现代生产力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科学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现代社
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得到实现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它是受技术创新所制
约、决定的。 
   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各国的兴衰，世界格局的演变都说明了哪个国家率先进行和完成了新的
科学技术革命，掌握并积极推广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并迅速的运用、转化到经济生产中去，其
经济就会迅速发展，社会就会大步前进，国力就会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也就会随之提高。反之亦
然。例如，15世纪的意大利，本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欧洲文化与科学技术的中心，由于是旧商路
的最大受益者，而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迫切需要开辟新市场，虽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却没能
有效的应用它，于是，意大利的经济霸主地位尽失，被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取代。 
   （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制约 
   诺斯通过对案例的大量考证，认为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也可
以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钱德勒（A.D.Chandle）关于美国工业企业史的研究表明，美国
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管理革命，同它对技术创新可能实现的潜在规模经济的经济收
益回报相比更多的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 
   与此相反，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同时其他的包括农
业生产、纺织、天文观测、历法等科学技术都大大领先于世界，已经到达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
革命的大门，但是由于长期封建制度，尤其是封建科举制的桎梏，使这些先进优势没有能够保持下
去，反而是严重地扼杀了新生的重商主义价值观和经济体系的形成。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
学者们发明的数学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同时也没有建立其一套有效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
性的所有权制度。比如，那些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罗盘针不用来指明方向，而用来看风水；威
力空前的火药不是用来做更先进的武器，而用来揉制鞭炮……最终导致了17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于西
方国家，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的曲折历史，这样的教训不可不说是非常深刻的。 
   可见，合理的制度创新能为技术创新扫清障碍，铺平前进的道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则会严
重阻碍技术创新，乃至阻碍社会的进步。每一次的科技中心的转移都说明了，哪一国的制度安排有
利于科技的发展，并且能充分利用科技创新的成果，那么它就会走在世界的前列，并最终促进经济
的迅猛增长。反之，如果制度不适应技术创新水平，甚至严重阻碍技术的继续发展，则整个国民经
济的发展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滞后。 
   四、结语及现实意义 
   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是在特定的制度下组合和

 



运作的，适宜的制度安排是保证上述要素发挥作用的前提。回顾我国建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在
以1978年为时点划分的两个时期里，我国所面对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内外环境并没有发生十分
明显和迅速的变化，但却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人们往往把这种不同结果归结
于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其实质就是制度上的改革，是制度创新为生产要素充分发挥效用提供了前
提条件。 
   综上所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是经济增长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们应当倡
导技术创新，加速科学技术应用步伐，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加
速制度创新的步伐，不断为技术创新营造优质的环境，以此推动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
新的互动、协调发展。 
（作者阮娴静系襄樊学院经济与管理学系讲师、武汉大学2006届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刘伟系
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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