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前言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长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 持续快

速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始

终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十六届五中全会把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作为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 一 个 关 键 途 径 , 并 指出

“十一五”时期 ,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 必须加快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九次集体学习会上再次强调, “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 保

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 , 关键是要坚持以科学发

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推

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的轨道。”

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同时 , 中部地

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近年来却

出现一些重要经济发展指标有低于东、西部地区的现象。

目前 ,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着的主要问题有 : 工业化进

程滞后 , 经济结构仍然不够合理 ;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

体制改革仍然艰难 ; 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三农”问题仍

然突出; 对外开放滞后,经济开放度仍然很低。加快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 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统筹区域协调发

展,促进我国未来15年第二个经济发展高潮的形成,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2006年4月 , 党中央和国务院就中部崛起问题专门出

台了中央“十号文件”, 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36条意

见。我们认为 , 中部地区要实现快速崛起 , 首先必须认真分

析中部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质量 , 找出其中的内在症

结 ; 然后针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 提出促进

“中部崛起”的政策建议。

1 本文研究框架和思路

第一步 , 借鉴新增长理论模型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特

征 , 构建中部六省动态生产函数(1979~2004年); 第二步 , 采

用经济数量分析技术和实证分析方法 , 核算各因素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 ; 第三步 , 根据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经

济增长方式的界定方法 , 判定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和

质量; 第四步 , 在以上三步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中部地区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快速崛起的政策建议。

2 总量生产函数的构建[1,2]

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研究 , 经历了一个

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 , 随着新的科

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 经济学界对

总量生产函数的构建从只考虑到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传

统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 , 扩展为新增人力资本、技术进步

等要素的增长模型; 从外生的经济增长模型到内生的经济

增长模型; 从只注重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型到注重技术进步

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型。

新增长理论 , 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 是产生于20世纪

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主要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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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部六省岭回归结果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k 0.02 0.25 0.125 0.0625 0.25 0.0625

lnK- 1

系数 0.1541 0.1382 0.1688 0.2108 0.1576 0.1475

t 统计量 4.62 19.25 13.78 15.42 25.67 19.02

lnI
系数 0.2147 0.1712 0.1116 0.1737 0.1959 0.2028

t 统计量 6.24 7.85 14.33 7.76 15.93 9.25

lnL
系数 0.4234 0.5766 0.6677 0.6421 0.4258 0.4780

t 统计量 2.52 10.31 6.83 8.69 7.95 4.44

lnH
系数 0.5255 0.5831 0.5889 0.4108 0.6735 0.7030

t 统计量 3.80 10.84 7.62 5.18 17.03 8.55

TlnH
系数 0.0139 0.0131 0.0119 0.0113 0.0105 0.0114

t 统计量 9.36 14.81 19.69 11.17 25.87 16.78

lnA
系数 - 0.5707 - 1.3156 - 2.0419 - 2.1668 - 0.4950 - 1.1749

t 统计量 - 0.52 - 2.79 - 3.06 - 3.86 - 1.23 - 1.49

R 0.998 0.992 0.997 0.998 0.996 0.998

RSQ 0.995 0.984 0.994 0.995 0.992 0.995

S.E. 0.047 0.103 0.063 0.057 0.07 0.045

F 774 222 575 732 466 863

下4点: ①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核心要素 ; ②知识商

品的使用是无限的 , 无需追加成本 ; ③经济部门可分为研

究与开发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 ;

④生产中使用有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技术进步

4种投入[3]。由于这些假设无疑在中国同样适用 , 故本文借

鉴罗默四要素模型(1990), 考虑到中国的生产实际 , 建立如

下形式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来对我国经济增长进

行合理的描述:

Yt=At( Kt- 1) !( It) "( Lt) #( Ht)
$0$1T

e
%t

( 1)

式中 , Y表示产出 , 用某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

度量 ; 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 ; I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L

表示劳动力数量 , 用从业人员数度量 ; H表示人力资本 , 用

从业人员受教育等效年限度量 ; ε为随机扰动项,它是反映

GDP实际值与预测值之间偏差的变量。α为物质资本存量

对GDP的弹性系数 , 反映物质资本存量对GDP的效用 ; β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弹性系数 , 反映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对GDP的效用 ; γ为劳动力数量对GDP的弹性系

数 , 反映从业人员数量对GDP的效用 ; t为年份,为增大回归

的显著性 , t0取中心化年份1990年; τ0为t0年人力资本对GDP

的 弹 性 系 数 , τ1反 映 人 力 资 本 弹 性 系 数 随 时 间 变 化 的 速

度; 因为人力资本呈规模报酬递增这一特性 , 我们限定α+

β+γ≤1, α+β+r+$0>1; A为全要素生产率(TFP), 主要由技术

进步、技术效率(制度、资源配置等因素)和规模效应3部分

构成。

对方程( 1) 两边取对数即可转换成线性形式:

lnYt=lnAt+αlnKt- 1+βlnIt+γlnLt+τ0lnHt+τ1(TlnHt)+εt ( 2)

本文建立的总量动态生产函数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 , 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不是常数 , 而存在变动趋

势。相关研究表明 ,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特别

是对于处于新一轮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的重要性日益

突出 , 所以我们有理由假定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

性系数并不是一个常数 , 而是与时间相关的函数。而

任何简单函数都可以用多项式形式近似替代, 所以取

线性函数。

第二 , 把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分

为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和当期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

作用之和 .实际上 , 即使是生产要 素 组 合 一 定 的 情况

下 , 不同年份投入1单位的物质资本所带来的收益是

不同的。本文之所以把物质资本拆分为两项 , 是因为

物质资本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由于人力资本提

升和技术进步引起的“物质资本质量”的提高。

3 对中部六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实证分析中的样本数据取中 部6省1978~2004

年国内生产总值(Y)、物质资本存量(K)、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I)、劳动力(L)和人力资本(H)时间序列值。为消

除价格因素 , 国内生产总值、物质资本积累和固定资

产投资取1978年可比价。中部各省国内生产总值1978

年可比价和劳动力数均可通过直接查阅各省统计年鉴获

得。下面简述物质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的

取值方法。

( 1) 物质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普遍采

用永续盘存法。对初始年份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是非常复

杂的事情, 已有研究对初始年份的选择一般分为1952年或

1978年两类。对初始年份的资本存量估算方法也各不相

同, 为使中部6省的估算结果具有可比性 , 我们采用复旦大

学张军教授对中国各省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4]。

我们用物质资本形成指数把物质资本形成当年价折

算为可比价。山西和安徽两省缺物质资本形成的指数 , 折

算为可比价时用GDP平减指数缩减。固定资产折旧指数在

中部6省都没有统计 , 折算为可比价时仍然采用GDP平减

指数缩减。

( 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现有统计资料来看 , 江西

有1981年以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发展速度数据 , 中部

其它5省只有1992年以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所以

对江西省1981年以后的可比价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发

展速度折算; 中部其它5省1991年以后的可比价也用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 , 而1991年以前的年份则用GDP平

减指数缩减。

( 3) 人力资本。在度量人力资本时 , 大多学者基本上采

用“教育年限法”, 但根据我国现有的数据基础和数据的可

靠性 , 为了取得最充分、最精确的数据来源 , 本模型采用在

各学制前乘以各相应权数的方法来度量人力资本。这样的

核算方法克服了“教育年限法”的缺点。为了反映知识积累

效应 , 我们在各教育水平年限基础上乘以一个相应权数。

据联合国一项研究结论显示, 以文盲人员的劳动生产力为

基数 , 小学文化程度能提高43%的劳动生产力 , 中学文化

程度能提高108%, 大专文化程度能提高300%。我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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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把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统称为中学文化程度 , 但在

我国 , 教育分级是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三年制)和

高等教育(四年制)三级 , 所以认为初中教育和小学教育是

同质的 , 高中阶段的3年教育是同质的 , 高等教育的4年教

育是同质的。根据联合国调查结果和我国实际 , 可算出小

学文化程度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 , 初中文化程度9

年 , 高中文化程度为15.06年 , 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为41.82

年。然而 , 在我国各种统计资料中 , 只有在1996年以后的统

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才统计从业人员受教育程

度分布数据, 因此, 在研究中 , 人们往往直接利用这些年份

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构成比例, 以某种科学可行的方法

来处理缺失数据。我们观察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布, 发

现文盲、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比例同年份呈线性关系 ,

而大专以上文化所占比例同年份呈指数关系 , 所以文盲、

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比例缺失数据 ,用年份作为自变

量线性回归来拟合 , 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用曲线回归来拟

合 , 从而估算出中部6省1978~200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等效

年限(人力资本)。

在取得各变量的样本数据后 , 可对方程(2)作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 , 即可得到各生产要素的弹性系数。为消除多重

共线性 , 运用岭回归方法对各参数进行估计。

从岭回归结果看 , 各参数的t统计量绝对值都较大 , 各

方程决定系数接近1, F统计量也较大 , 回归结果显著 , 写成

方程形式 , 如表2。

表 2 中部 6 省生产函数( 1979~2004 年)

生产函数

山西 Yt=F(Xt)=Kt- 1

0.154
It

0.2147
Lt

0.4234
Ht

0.5255+0.0139T
e

- 0.5707+εt

安徽 Yt=F(Xt)=Kt- 1

0.1382
It

0.1712
Lt

0.5766
Ht

0.5831+0.0131T
e

- 1.3156+εt

江西 Yt=F(Xt)=Kt- 1

0.1688
It

0.1116
Lt

0.6677
Ht

0.5889+0.0119T
e

- 2.0419+εt

河南 Yt=F(Xt)=Kt- 1

0.2108
It

0.1737
Lt

0.6421
Ht

0.4108+0.0113T
e

- 2.1668+εt

湖北 Yt=F(Xt)=Kt- 1

0.1576
It

0.1959
Lt

0.4258
Ht

0.6735+0.0105T
e

- 0.495+εt

湖南 Yt=F(Xt)=Kt- 1

0.1475
It

0.2028
Lt

0.478
Ht

0.703+0.0114T
e

- 1.1749+εt

估计出中部6省的总量生产函数后 , 便可计算出各因

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见表3) , 公式如下:

要素贡献份额=
要素增长率×要素的产出弹性

产出增长率
×100%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 1- ∑要素贡献份额) ×100%

4 转变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 , 促进中部地

区快速崛起

( 1) 实现经济增长从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向依赖全要素

生产力转变。一般采用生产要素的贡献总额与全要素生产

率的贡献份额两者的分布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 , 如生产要

素贡献总额大于50%, 则为相对粗放型 , 否则为相对集约

型[5](见附图)。

附图 经济增长方式示意图

在对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实证分析中 , 物质资本、劳

动力和人力资本属于生产要素投入。实证分析表明 , 三者

对中部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和均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 见表3) 。这充分说明 , 中部经济增长走的是依靠投入大量

生产要素的相对粗放型增长道路。制度创新缓慢、经济结

构尚不合理、农村人口比例过大且素质不高等都是制约中

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使经济增长方式呈现粗放型的

关键要素。

表 3 1979~2004 年中部 6 省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单位: % )

物质资本的贡献
劳动

力

人力

资本

全要素

生产率

( TFP)
物质资

本积累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山西 45.28 17.20 28.08 7.81 16.09 30.82

安徽 40.74 20.60 20.14 14.52 16.76 27.97

江西 44.4 25.04 19.36 17.23 13.18 25.19

河南 46.67 24.12 22.55 19.14 14.38 19.81

湖北 46.7 22.85 23.85 7.54 18.38 27.38

湖南 45.9 18.85 27.05 9.54 17.35 27.20

全国

平均 *
32.95 13.6 9.25 44.2

注 : 测 算 过 程 及 数 据 详 见 周 绍 森 等 : 《中 部 崛 起 与 人 力 资 源 开

发》。*数据为1978～2000年间的贡献份额 , 来源于中国教育与人力资

源问题报告课题组 《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教育与

人力资源问题报告》(151~152页), 笔者稍作整理。

首先 , 要加快制度创新。综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 人

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 不同的经济体制就会产生不同的

经济运行机制 , 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因此 , 有

什么样的经济体制 , 就必然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

式。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结论 , 就是 : 制度变迁(包括

经济组织形式的革新、市场制度的变化、经营管理方式的

创新、产权制度的变革等), 不仅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一

个重要因素 , 而且会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产

生重大影响 , 因而 , 也会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重大

影响。

其次, 要优化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联动

效应也很明显。一方面, 由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有着较大

的差异 , 因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动与调整过程 , 实际上就

是产业劳动生产率重新分化与组合的过程 , 而各产业的收

缩与扩张过程恰好就是强化专业化与分工的过程 , 所有这

一切必然会促进经济总合生产力的提高 , 从而强有力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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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经济增长 ; 另一方面 , 即经济增长来源于三次产业的贡

献 , 其总增长量又会分配于三次产业。并且因为生产率在

三次产业间配比的非均衡性与变动性, 使三次产业间的增

值比例不同 , 进而导致三次产业总产值的比例发生变动 ,

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优化产业

结构、加快传统产业升级 , 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 , 促进中部崛起的关键。

最后 , 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

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国家

统计局农调总队的一项报告显示, 全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

力1.7亿人 , 而0.9亿人就在中部地区[6]。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 , 一方面使农村劳动力人均资源增大 , 提高农业劳动

生产率和实现农业现代化 ; 另一方面又为城镇补充劳动

力。所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中部

经济快速起飞的重大举措。

( 2) 实现经济增长从依靠物质资本向依靠人力资本转

变。物质资本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 , 物质资本的投入

往往会带来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等负效应 , 不利

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物质资本的高消耗则会带来环境的

污染和恶化 , 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必然给生态环境带来长

期、严重的负面影响 ; 人力资本(蕴含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

技能等)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这意味着在既定的要

素投入条件下 , 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 , 在既定的

产出条件下 , 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等投入减少 , 从而有利于

自然资源的节约和持续利用 , 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实证分析表明(见表3), 中部地区物质资本效益低于人力资

本效益。一方面 , 物质资本存量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弹性系数都比较小 , 也就是说物质资本积累和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的效益并不大, 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明显。

这说明 , 物质资本对中部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以大量的物质

资本投入来实现的 , 经济效益低下 , 属于传统的经济增长

模式。随着自然资源的不断枯竭, 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

方式将越来越受到制约 , 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 与构建

和谐社会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 , 人力资本的弹

性系数比较大 , 而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 , 这说明人力资本

相对于物质资本具有更高的投资效益 , 也预示着人力资本

将在中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但是 , 这并不是说物质资本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

再重要 , 而是在进行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 , 一方面需注

重投资结构和质量的统一 , 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中部发

展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前期水平 , 是中部地区从

初级阶段全面进入中级阶段的关键时期。世界发达工业国

家的工业化进程表明, 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需要大量的

物质资本投入 , 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

基础 , 物质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部要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 就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中

部要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 就必须加快物质资本的积累 ,

增加对工业的投资 , 但是这种投资不能盲目进行 , 必须更

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并保持科学合理的比例。在加强自身积

累的同时 , 通过优化投资环境 , 扩大开放力度 , 增强吸引资

金的能力 , 在继续扩大引进省外资金的基础上 , 采取各种

有效措施 , 积极吸引国外资金。通过多渠道、多种形式积累

物质资本 , 为加速工业化进程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另一方

面 , 中部要实现崛起, 必须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基础 ,

以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主线。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作用是逐渐递减的 , 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既无法实现

经济的快速赶超, 也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规模报酬

递增特性的人力资本能够持续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 对中

部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 因此在增大物质资本

投入的同时 , 应加强发展教育 ,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 形成合

理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比例 , 充分发挥物质资本的投入

效应。

根据实证结果和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中部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以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和对

人类生存环境的无限制破坏为代价, 而是要按照科学发展

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在实现加大资本积累的同时 ,

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提升 , 由依靠物质资本向依靠人力资本

转变。这是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途径。

( 3) 走自主科技创新道路 , 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

含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

通过对中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可知, 在中部经济增长中

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相对全国平均水平(约39%)[7], 仍比较

低。

从长远看 , 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建立在该

区域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基础上。区域综合实力要从落后

变为领先 , 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科技创新上实现领先 , 只有

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 才能促使中部经济实现良性的快

速增长。中部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 , 科技创新能力差、科技

产业发展滞后、科技人才短缺、科技水平低是不争的事实 ,

这严重制约了科技进步对促进中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

用的发挥。只有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 才能促进中部经

济快速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实现经济的健

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部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 科技

创新和人力资本等质量型生产要素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 但

是我们必须看到中部经济增长依然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

大量消耗 , 劳动力效益不高 ,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尚未充分发挥 , 技术进步的贡献小 , 增长方式依然以粗放

型为主。中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由于农村人口过剩

且素质低、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所造成的人

口就业压力大、人均生产要素短缺、人力资本积累不充裕

和技术进步缓慢等一系列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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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近几年来 , 随着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 FDI) 的不断

增多 , FDI 的技术外溢效应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研究

热点 , 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许多实证分析并得出不同结

论。FDI 通过外溢效应是否会影响中国的技术创新? 如果

存在影响 , 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通过吸引 FDI

的流入 , 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否会有实质性提

升? 研究上述问题对于我国加强技术创新能力 , 促进技术

发展显然有重大意义。本文从地区集聚的观点出发 , 针对

中国最具技术创新优势的北京、上海、广东 3 个地区 , 利用

1998- 2005 年的面板数据 , 定量地评估了 FDI 对我国技术

创新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目前 , 国内外关于 FDI 在东道国技术效应方面的文献

多是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 研究 FDI 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文

献很少。Hu & Jefferson[1]是研究 FDI 对中国技术创新影响

的早期学者 , 他们利用大型、中型企业的数据检验了 FDI

对中国制造业的外溢效应 , 并指出 FDI 对中国新产品的研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我国3种专利申请量的分析

闫金秋, 董 瑾

(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 北京 100081)

摘 要 : 使用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了外资的进入对我国北京、上海、广东3个最具技术优势地区技术创新作用

的影响 , 认为内资及外资企业的科研经费投入、内资人员投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及产学研

结合对3个地区的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 但外资人员投入和科研机构的作用很有限 ; 外资进入对外观设

计专利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 ; 外资企业较高的出口倾向会抑制我国的技术

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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