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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 2000~2003 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关数据为基础 , 研究了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

水平所存在的地区性差异。结果表明 ,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有较高的贡献度 , 但我国欠发达地区的技术创

新水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 , 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均小于发达地区 , 由此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欠

发达地区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 缩小发展差距 , 就必须制定积极的技术创新赶超战略 , 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地区经

济持续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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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

增长的区域性差异研究

0 前言

技 术 创 新 是 使 国 家 经 济 获 得 持 续 、稳

定、协调发展的关键 , 对促进社会进步 , 增强

综合国力有巨大的作用。熊彼特将创新作为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 强调了技术创

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认为创新实现的过程

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他认为技术创新不是

一 个 孤 立 的 现 象 , 而 正 相 反 , 技 术 创 新 是 解

释经济周期的关键因素 , 而且通常是经济增

长的动力[1]。傅家骥认为技术创新在提高生

产率和创造新兴产业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 ,

技 术 创 新 是 影 响 产 业 升 级 和 结 构 转 换 的 核

心因素 , 没有技术创新 , 就没有产业的发展 ,

从而就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 , 一个国家高质

量经济增长的过程 , 正是技术创新效应持续

发挥的过程[2]。“技术知识论”、“企业知识与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企 业 知 识 生 产 的 制 度 化 ”

等 理 论 [3], 都 指 出 了 技 术 创 新 在 密 切 科 技 与

经济的相互联系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

1978 年以来 ,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实现

了持续高速增长 , 1978～2002 年 , 我国 GDP

年 均 增 长 9.4%, 总 量 增 长 近 8.6 倍 , 人 均

GDP 从 378.7 元增长为 6534 元 , 年增长率

达 8.4%。然而这些成就在地区间的分布并

不均衡 , 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 我国地区经

济差距已经在逐渐拉大 , 1992～2002 年间 , 我

国东部省市年均 GDP 增长达 11.2%, 而中西

部省市的年均增长仅 9.4%, 我国东部地区

的 经 济 增 长 无 论 从 增 长 速 度 还 是 增 长 质 量

来看都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4]。对于我国地

区经济差距的成因 , 国内外众多学者给予了

高 度 关 注 , 提 出 了 各 种 各 样 的 假 说 , 如 强 调

财 政 税 收 优 惠 政 策 [5]、中 央 和 外 商 的 倾 斜 性

投 资 [6]、私 有 企 业 的 迅 速 发 展 [7], 以 及 政 府 和

市场的失效[8], 等等。

目 前 , 对 如 何 有 效 促 进 中 、西 部 地 区 的

技 术 创 新 以 加 快 地 区 经 济 增 长 这 一 课 题 的

研究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本文着重探讨

了技术创新在我国大陆 31 个省、市、自治区

中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及 其 所 存 在 的 地 区 差

异 , 因而需要对各个横截面个体 ( 地区 ) 进行

计量分析。为了充分利用横截面个体的时序

信息 , 我们采用综列数据研究方法构建了有

关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综列数据集 , 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相比纯时间序列数据和

横截面数据分析方法 , 综列数据研究方法具

有以下两个优点 :

( 1) 由于对同一横截面数据的数据单位

都跟踪了一段特定的时期 , 可使我们能控制

观 测 单 位 本 身 具 有 而 我 们 又 观 测 不 到 的 特

征。

( 2) 综列数据通常使我们能研究决策行

为和结果之滞后的重要性 , 由于预期许多经

济政策均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产生影响 , 所以

综列数据所反映的信息更有意义。

另外 , 综列数据研究方法可以克服在时

间序列分析中所受的多重共线性影响 , 减少

变 量 之 间 的 共 线 性 、 提 高 自 由 度 和 估 计 效

率 , 并能更好地识别和度量单纯时间序列和

单 纯 横 截 面 数 据 所 不 能 发 现 的 其 它 影 响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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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本、方法与变量设定

1.1 样本与变量设定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4

年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和 国 家 科 技 部《中 国 科 技

统计数据 ( 2004) 》。我们选取了我国大陆地

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00- 2003 年连

续 4 年 表 征 区 域 经 济 水 平 及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的相关数据。具体指标选择如下 :

( 1) 被 解 释 变 量 : 以“地 区 GDP”、“地 区

人 均 GDP”、“工 业 增 加 值 ”3 项 指 标 作 为 被

解释变量 , 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3 项指标

分别用“gdp”、“rjgdp”、“gyzjz”表示。

( 2) 解 释 变 量 : 以“万 人 口 科 技 活 动 人

员 ”、“R&D 人 员 ”、“R&D 经 费 ”、“专 利 申 请

受理量”、“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5 项指标表

示技术创新能力 , 用以解释对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的影响。5 项指标分别用“kjry”、“rdry”、

“rdjf”、“zl”、“fm”表示。

( 3) 大陆地区 8 大区域划分见表 1。

2.2 研究方法

本 文 拟 以 综 列 数 据 随 机 效 应 模 型 对 被

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 模型结构如下 :

Yit=!0+!1Xit1+⋯+!kXitk+ai+uit ( 1)

cov(Xitj, ai}=0, t=1, 2, ⋯T; j=1, 2, ⋯k

其 中 , Yit 的 下 标 i 表 示 不 同 的 地 区 , 下

标 t 表示 2000~2003 年 4 个时期 , 我们定义

复合误差项为 : vit=ai+uit, 则上式为 :

Yit=!0+!1Xit1+⋯+!kXitk+ait ( 2)

对复合误差假设如下 :

ai~N(0, "2
a), uit~N(0, "2

u), E{aiuit}=0, E{aiaj}=

0, i≠j

E{uijujs}=E{uitujt}=E{uitujs}=0, i≠j; t≠s

由随机效应假定可得 :

corr{vit, vis}="2
a/("2

a+"2
u), t≠s

其中: "2
a=var{ai}, "2

a=var{uit}。

ai 被称为非观测效应或非观测差异性 ,

它概括了影响着 Yit 的全部观测不到但在时

间上恒定的因素 , 这些因素随个体或截面单

元而变化 , 但不随时间变化。误差 uit 常被称

为特异性误差或时变误差 , 它代表因时间而

变 , 且影响着 Yit 的非观测因素。

2 计量结果与分析

为 了 分 析 我 国 8 大 区 域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否相同 , 我们设

定了“双对数”和“半对数”模型 , 并且为了提

高模型拟合优度 , 更准确地对因变量进行解

释 , 我 们 对 随 机 效 应 模 型 作 如 下 安 排 : ①对

“GDP”指 标 和“工 业 增 加 值 ”指 标 采 用 双 对

数模型 ; ②对“人均 GDP”指标采用半对数模

型。另外 , 为了说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贡

献所存在的地区差异 , 我们引入了代表八大

区域的虚拟变量 , 用“L1”、“L2”、“L3”、“L4”、

“L5”、“L6”、“L7”、“L8” 分 别 表 示 “东 北 地

区”、“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

部 沿 海 地 区 ”、“黄 河 中 游 地 区 ”、“长 江 中 游

地区”、“西南地区”、“大西北地区”, 当数据

来自该地区时 , 代表该地区的虚拟变量取值

为“1”, 否则取“0”。模型构建与回归结果如

下:

3.1 技术创新能力对区域国内生产总 值 的

影响

lggdpit =!0 +!1lgkjryit +!2lgrdryit +!3lgrdjfit +

!4lgzlit+!5lgfmit+!6

8

i=1
"li+ai+uit ( 3)

回归结果( 表 2) 表明 ,“R&D 经费”、“专

利申请受理量”对地区 GDP 的增长具有正

向的影响 , 并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

在表征地区的虚拟变量中 , 大西北地区 ( L8)

通过了 0.05 的显著性检验 , 这表明 , 相同的

技术创新资源的投入对大西北地区 ( L8) 的

GDP 增长贡献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L3) 。模型

的拟合优度达到了 87.47%, 很好地解释了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对 区 域 GDP 增 长 的 贡 献 水

平。

3.2 技术创新能力对区域人均国内生 产 总

值的影响

lgrjgdpit=!0+!1kjryit+!2rdryit+!3rdjfit+!4zlit+

!5fmit+!6

8

i=1
"li+ai+uit ( 4)

回归结果( 表 3) 表明 ,“R&D 人员”对人

均 GDP 影响为负 , 且通过 0.05 的显著性检

验 ,“R&D 经费”对人均 GDP 的影响为正 , 并

通过了 0.01 的显著性检验。“专利申请受理

量”虽然对人均 GDP 的影响为正 , 却并不显

著。但在表征地区虚拟变量中 , L1、L2、L3 均

表 明 相 同 的 技 术 创 新 资 源 的 投 入 对 东 北 地

区、 北 部 沿 海 地 区 、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的 人 均

GDP 增长的贡献大于南部沿海地区( L4) , 只

是东北地区并不显著 , 而北部沿海地区和东

部沿海地区分别通过了 0.1 和 0.01 的显著性

检验。而 L5、L6、L7、L8 则表明相同的技术创

新资源投入对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

西南地区、大西北地区的人均 GDP 增长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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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小于南部沿海地区, 而且分别通过了 0.05、

0.1、0.01、0.05 的显著性检验, 模型的拟合优

度达 80.24%, 充分说明了技术创新能力对人

均 GDP 的贡献度有显著的地区性差异。

3.3 技术创新能力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

lggyzjzit=!0+!1lgkjryit+!2lgrdryit+!3lgrdjfit+

!4lgzlit+!5lgfmit+!6

8

i=1
!li+ai+uit ( 5)

回归结果( 表 4) 表明 ,“R&D 经费”、“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量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授 权 量 ”对

“工业增加值”为正向影响 , 均通过了 0.01 的

显著性检验。在表征地区虚拟变量中 , L8 通

过了 0.05 的显著性检验 , 表明相同的技术创

新 资 源 投 入 对 大 西 北 地 区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贡

献 低 于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 模 型 的 拟 合 优 度 达

86.47%, 较好地说明了大西北地区技术创新

能 力 对“工 业 增 加 值 ”的 贡 献 的 确 显 著 小 于

东部沿海地区。

3 研究结论

研 究 结 论 表 明 , 西 南 、大 西 北 地 区 这 些

传 统 西 部 地 区 的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相 比 东 部 沿

海、北部沿海这些传统的东部发达地区而言

存在明显的差距 , 而且计量分析结果也表明

欠 发 达 地 区 的 技 术 创 新 水 平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献度低于发达地区。由此我们认为 , 区域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的 差 异 也 导 致 了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对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贡 献 度 存 在 地 区

性差异 , 这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的原因之一。

我们认为 , 地方政府除了要积极引导和

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外 , 还应该着重考虑

实施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 为地

区的高科技企业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尤其

是对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而言 , 在提升本地技

术创新能力的过程中 , 应首先坚持以本地企

业为技术创新主体 , 这是加快技术创新、提

高创新效率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其次要

对企业的技术创新 , 尤其是对企业技术研发

中 心 的 建 设 给 予 大 力 的 资 金 支 持 和 政 策 扶

持 , 创 建 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 , 以 保 证 企 业 技 术

创新的持续性。三是要积极整合当地科技资

源 , 推 进 科 研 院 所 改 革 转 制 , 促 进“产 、学 、

研”密切结合。由于我国传统的中、西部地区

受 特 殊 的 地 缘 因 素 限 制 及 国 家 由 沿 海 向 内

陆推进的渐进式开放政策的影响 , 无论是技

术 创 新 能 力 还 是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均 落 后 于 东

部沿海地区 , 而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因

此 , 欠发达地区应该将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

力作为振兴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 制定超常规

的技术创新发展战略以获取后发优势 , 这对

于 实 现 中 、西 部 地 区 的 迅 速 发 展 , 缩 小 经 济

差距 , 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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