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在科技经济一体化以及以知识经济为主的当今社会，
国际竞争日益体现在高科技和创新的竞争上，科技进步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越来越大，已超过了资本和劳动力这

两大传统的生产要素。 科技与经济一体化从宏观层面上

看，表现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科技发展战

略的协同，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协同；从微观层面上看，
则表现为科技型组织（大学，科研机构）与经济型组织（企

业）的相互合作和相互融合。高校科技创新正在我国科技、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高校科技创新

体系成为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三大主体之一 。 在经济、科

技全球化态势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高校

科技体系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诸多外部挑战，同时还

面临着来自高校内部的诸多问题。从国内外对高校科技创

新资源研究的情况可以看出，有效开发高校的科技创新资

源，在高校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对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及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 湖北省高校科技投入现状分析

湖北省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截至2008年底全省拥有

普通高校76所，其中部委属高校8所，省属高校68所，高校

数量全国第二。 拥有像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样国内

一流的综合型名牌大学和像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中南

民族大学等这样一批具有专业特色的研究型重点大学；另

外还有一大批具有行业特色，立足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省属高校。 2006年湖北省高等学校共出版科技著作

458部， 发表学术论文42 769篇， 其中国外学术刊物7 418
篇，149项国家级项目通过验收，共申请1 464件专利，授权

800件。 技术转让合同数700项，合同金额达到9 887万元，

当年实际收入为7 616万元。 近8年来湖北高校科技经费的

平均增长率都在20%以上，远远高于GDP增长水平（图1）。

图1 1994-2006高校科技拨入经费统计

数据来源：《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1995-2007年版）。

就全国范围来说，湖北高校的拨入经费支出处于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的第5位，位于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之后。科研事业费落后于北京、上海和广东省。企事

业单位的委托经费只有第一名北京市的三分之一 ， 说明

湖北省高校与企事业单位联系还不是很紧密（表1）。
虽然湖北省高校的科技资源在全国排在前列，但根据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2006-2007）》 研究结果可以看

出，湖北省整体创新能力相对较低，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

水平，特点不明显。知识创造能力相对较好，高于其综合值

排名。知识获取能力稳步增长，科技合作、技术转移和外国

直接投资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企业创新能力总体呈下

降趋势，内资企业起着主导作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

作用相当，三资企业作用不大。这说明湖北高校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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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学校数 拨入经费

合计 科研事业费
主管部门

专项费

其它政府部

门专项费

企事业单位

委托经费

各种收入中转

为科技经费
其它

北京 33 7 689 186 326 027 1 624 598 2 373 664 2 924 779 215 892 224 226

上海 17 5 039 753 314 450 846 348 1 215 945 2 305 332 173 835 183 843

江苏省 46 4 326 788 354 104 420 607 1 201 076 2 041 179 269 781 40 041

浙江省 25 2 862 579 119 580 348 237 1 092 780 1 040 875 254 340 6 767

湖北省 38 2 482 335 133 144 227 921 817 111 1 072 405 192 134 39 620

广东省 38 2 084 965 297 113 321 839 750 215 556 268 130 951 28 579

表1 2006年全国高等学校拨入经费统计

数据来源：《200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但还没有形成较好的产学研机制，不能对湖北省企业的发

展产生推动作用。 中部的湖北地区，经济水平处于全国的

中等程度，丰富的高校科技资源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到底有

什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对高校科技的进步有没有推动

作用？我们还要对高校与企业之间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最大

程度地发挥高校科技效用？ 这些都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

题。

2 高校科技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机

制的理论分析

湖北省高校专业齐全，涉及物理学、信息科学、农学、
生物学、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医药、人文社会科学

等40几门学科和专业领域。 2007 年湖北省39个工业行业

的工业增加值超过 60亿元的行业有 14 个。 14 个工业行

业的工业增加值的总和接近 70%， 从发展潜力来看，这些

行业均未充分发挥其应有实力。如能将高校专业与企业联

合发展培育成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将

会对湖北省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

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在科技进步时代，高技术、知

识密集型产业发展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大力发

展区域经济，不能只依赖传统的比较优势，而应获取经济

发展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的基础是高等要素，通过高等

要素形成增长极，让增长极扎根于当地社会和文化，从而

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增长极战略理论目前正被世

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重视。 增长极战略强调竞争优势、
合作优势和本地化，这更体现出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

别性。 高校科技作为湖北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只生力军，
将通过技术、信息、人才等优势与其它企业联系和联合，构

成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网络，在现代科学技术

日益发达的背景下， 高校研究机构及其应用性的高校企

业，凭借自身技术、信息和人才等优势，对本地区经济发展

起着重大作用。
国际经济呈现产业集中化、经营全球化、技术高新化

趋势，制造业中心经历了英、德、美、日间3次转移后，正寻

求新的着陆点。中国凭借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有望成为世

界制造业中心第4次转移的着陆点。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东部地区经历了第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与发展，正面临

着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劳动

密集型企业将呈现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态势。但西部目

前尚不具备大规模接受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具有极好的

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的中部地区， 在吸引出口导向型产

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以占领当地市场为目的的产业具

有一定的优势。 湖北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和经济几何中

心， 应该是主要着陆点之一， 在吸引产业转移方面具有

极大优势。而产业的发展也给高校的科技创新带来重大的

机遇。高校科技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国家科技

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知识创新与知识贡献过

程中，尤其是在原创性、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一些重

大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高校目前在科技创

新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对经济支撑作用明显不足。 实践

证明，产学研相结合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和

重要实施模式。 因此，积极探索推进高校科技创新的产学

研结合之路，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

实际贡献，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作用。 加强产学研结合有

利于增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高校远离“产业”，研发成果

往往脱离社会和市场需求，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企

业直接面向市场，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在技术创新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过产学研结合，有利于创新资源

配置， 实现了科技研发资源和科技创新人才的共建与共

享；高校积极跻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将自己创造的学

术性知识转化为产业性知识，发展先进生产力，从根本上

改变了高校科技力量游离于企业和市场之外的局面，有效

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科研经费的不足。

3 模型、 数据与研究方法

3.1 湖北高校科技能力与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的格兰杰

因果检验

为了解湖北省高校科技能力与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

之间的关系，首先检验高校科技能力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

用，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3.1.1 变量设定

国内学者杨琳、李建伟 ［1］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

构提升方式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不断增加，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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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主要在1979年以后，且产业结构变化主要体现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值不断提高，因此，他们

用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

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GDP等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

升级的程度。 考虑相关实际情况，本文中产业结构升级程

度的指标用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GDP之比

来表示。目前，还没有专门测度高校科技能力的指标，在这

里，将高校科技能力指标（H）由高校的科技活动人数指标

构成。 另用湖北地区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的主要变量还包括：

产业结构的升级系数的自然对数变量：ln（S），其 中S
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和占GDP的比重；
高校科技投入的自然对数变量：ln（H），其中H是高校科技

活动人数，代表高校科技投入；湖北省实际产出的自然对

数变量：ln（GDP），其中GDP是湖北省当年生产总值；变量

前的△表示该变量的一价差分，例如

△ln（GDP）t=ln（GDP）t-ln（GDP）t-1。
本文拟以1994-2006年湖北省的以上变量值为样本进

行研究，所有数据均可从《湖北省统计年鉴》和《高等学校

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查得，统计软件使用EVIEWS 3.1版

本：

GDP、S和H样本数据如表2所示：
3.2 高校科技投入与产业结构及GDP的变量平稳性和协

整关系检验

3.2.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所谓平稳性检验，也就是分析变量序列是否存在单位

根。如果存在单位根，则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否则为平

稳序列。 本文主要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如

表3所示：

对于变量ln（GDP）、ln（s）、ln（H），根据表中的ADF的检

验值和临界值的比较，不能在显著性水平5%，甚至10%的

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 因此这3个变量存在着

明 显 的 非 平 稳 性； 但 是 这3个 变 量 的 一 阶 差 分 变 量△ln
（GDP）、△ln（S）、△ln（H）的ADF检验值的绝对值（在 显 著

性水平5%和10%）大于ADF临界值的绝对值，所以这3个差

分变量序列为平稳序列。
3.2.2 两变量之间的协整性检验

协整是对经济时序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表征，按

照经济学的观点，两个经济变量，虽然各自具有长期波动

规律，但如果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均衡力

量，即存在一种作用机制，使不同的变量在长期内保持一

定的比例关系。并且，只有当两个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时，
它们才可能具有协整关系。 由上述的变量平稳性检验得ln
（GDP）和ln（H），ln（s）和ln（H）之间可能具有某种长期均衡

关系。
本文 使 用 两 变 量EG检 验 法（1987）来 验 证 变 量 ln（G）

和ln（H）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如果两个变量序列的线性组

合是平稳序列，那么其回归残差也应该为平稳过程。因此，
对这个线性组合是否为平稳过程的检验，实际上就是对两

者的线性回归的残差的平稳性检验。 当残差是平稳的，时

序的线性组合就具有协整性。
以ε1表示变量ln（G）和ln（Η）回归方程的残差。 ADF的

检验结果得出ε为-2.885957小于显著性水平是0.1时的临

界值-2.7822， 因此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ε为平稳序列，
表明ln（G）和ln（Η）具有协整关系，这一结果证明了高校科

技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此

基础上可以对研究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以确

定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 而ln（s）和ln（H）通过检验不具有

变量 ADF 检验值 ADF 临界值 样本数

显著性水平 1% 显著性水平 5% 显著性水平 10%

ln(GDP) 0.913117 -4.6405 -3.3350 -2.8169 13

ln(S) -2.545652 -4.2207 -3.1801 -2.7349 13

ln(H) -1.759834 -4.2207 -3.1801 -2.7349 13

△ln(GDP) -4.691862 -5.4776 -4.0815 -3.4901 12

△ln(S) -4.148824 -5.2735 -3.9948 -3.4455 12

△ln(H) -2.757324 -4.3260 -3.2195 -2.7557 12

表3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年份 GDP（亿元） S（%） H（人数） 年份 GDP（亿元） S（%） H（人数）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 700.92
2 109.38
2 499.77
3 450.24
3 704.21
3 857.99
4 276.33

70.52
70.62
71.34
77.74
79.80
83.00
84.50

52 875
51 109
50 342
47 335
46 443
36 004
20 733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4 662．28
4 975．63
6 320．48
6 484．50
7 581．30
9 150．01

85．10
85．80
83．90
83．50
85．00
84．50

55 247
54 508
56 721
58 695
58 132
57 675

表2 1994-2006年湖北省经济发展和高校科技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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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整关系，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予讨论。
3.2.3 经济增长与高校科技投入的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

令y为△ln（s），x为△ln（H）；然后取滞后期阶数P分别

等于1、2， 对经济增长与高校科技投入做格兰杰因果关系

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湖北省高校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P 零假设（H0） F P 值

1 △ln(g)不是△ln(H)的原因 0.05415 0.82184

1 △ln(H)不是△ln(g)的原因 0.11204 0.74644

2 △ln(g)不是△ln(H)的原因 13.9624 0.06757

2 △ln(H)不是△ln(g)的原因 1.49607 0.42466

检验结果表明， 湖北省的高校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当期两者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在

第2期滞后，经济增长有力地促进了高校科技能力提高，而

高校科技能力的提高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3.3 湖北高校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分析模型

研究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湖北省经济增长与高校科技投入

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将建立湖北省经济增长与高校科技

投入作用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
对于高校科技能力变化模型，首先设定为

lnHt=c0+
2

i=1
ΣαilnGt-i+

2

j=1
ΣβjlnHt-j+εt （1）

使用Eviews3.1软件来估计这个模型，逐渐剔出不显著

的变量，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lnHt=α△lnGt-2+β△lnHt-2+γecom+εt （2）

在Eviews主窗口直接输入命令，即可得到湖北省经济

增长与高校科技投入作用关系的定量分析模型

△lnHt＝0.118426+0.74044△lnGt-2+0.121279△lnHt-2+0.754ecom+εt

（1.98） （1.99） （1.25 ） （2.28） （3）
F统计量=1.614 P=0.0063 Adj R2=0.2350 D.W.=1.49

其中，△lnHt是高校科技投入的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

值，其经济含义是高校科技能力提高速度；△lnGt是经济增

长系数的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值，其经济含义是经济增长

的速度。 该方程的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不

是很满意。
根据模型（3）中△lnGt-2的系数可知，滞后2期的经济增

长水平的变化将引起高校科技投入的变化， 也就是说，经

济增长的速度提高1%， 将引起未来两年的高校科技投入

提高0.74%， 这说明经济增长对高校科技投入的提高具有

“乘数性质”的加速作用。 同时，误差修正项系数的大小反

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修正力度，从系数值0.754来看，修

正的力度比较大， 这说明湖北省正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

期，高校科技投入具有很大的波动性。
同样的步骤验证高校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

用，得到定量分析模型

△lnGt＝0.170494-0.30846△lnHt-1-0.175405△lnHt-2＋0. 562ecom+εt
（4）

根据模型（4）中△lnHt-1，△lnHt-2的系数可知，滞后1期的

高校科技投入的变化将引起经济增长水平的变化，也就是

说，高校科技能力的速度提高1%，将引起未来1年的经济

增长水平提高0.31%， 将引起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水平提

高0.18%， 这说明高校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具

有一定作用 。 同时，误差修正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

长期均衡的修正力度，从系数值0.562来看，修正的力度比

较大，这说明湖北省正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期，经济增长

水平具有很大的波动性。

4 实证结果分析与对策建议

4.1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以湖北省1994-2006年的高等学校科技统计数据

作为基础，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格

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湖北省高校科技资源与产业结

构升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高校科技资源与经济增长（GDP）、产 业 结 构 升 级

系数等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都是一阶单整的，高校

科技资源与产业结构升级不具有较稳定的协整关系。但高

校科技资源与经济增长（GDP）具有较稳定的协整关系，高

校科技资源基本上可用经济增长的函数来表示。由回归方

程的结构表示，这种互动机制较弱，高校科技资源每变动

1，经济增长提高0.31。 经济增长提高1，将引起未来高校科

技能力提高0.74。 说明湖北省的高校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畅

通的互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
（2）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高校科技资源与经

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而高校科技资源与产业结构升级之

间没有因果关系，反映了湖北省高校的科技资源在带动地

方产业结构升级方面作用还没有显现。
4.2 加强湖北省高校科技投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建议

4.2.1 高校应成为区域政府、企业战略决策的智囊

高校积极参与政府、企业战略决策，高校科技发展应

扩大视野，从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出发，除了在

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应用开发等方面充分发挥高校的作

用外，还应该在国家重大决策、近期热点问题、中长期战略

发展、 地方及地区层次发展的重大问题上， 以及国家、地

区、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因此，高校必须深

入进行体制创新，为区域政府和企业发展提供巨大的知识

支撑体系，成为重要决策的智囊和思想库。 要认真研究参

与解决当前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高科技农业、高技术产

业、国际贸易、城市化、人口健康、资源综合利用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等重大课题和难题。 例如，武汉大学为四方科技

股份公司、武汉中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分别完

成了管理信息化建设、知识型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和项目

管理系统，提升了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为武汉市江岸区进行了“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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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高校与区域企业开展广泛的产学研合作

一是高校为企业提供广泛的“四技”服务。针对企业需

求，开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的科研

活动。 以武汉大学为例， 针对企业需求提供的 “四技”服

务，仅2007年就与企业、单位签订技术合同2 117项，合同

金额达4亿多元。 二是高校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和工程

研究中心。 一方面，将联合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在企

业。 面向企业的技术需求，高校科研人员设定科技攻关方

向，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工艺技能、物化产品和经营决策，
提高整体效益。 同时可派遣研究生直接参与项目的研发，
高校可以真正实现“教学-科研-开发”三位一体。学校在为

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各种技术、营销、管理、咨询服务的过程

中可获得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和需求的第一手资料，为教学

提供实例。 另一方面，将联合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建在

高校。企业可主动向学校投资，建立利益共享关系，借助高

校的人才优势与实验设备资源， 完成产品研发的小试、中

试阶段，为科技成果在企业最终产业化奠定基础。同时，学

校可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提供咨询、 培训等服

务。武汉大学相继在深圳、北京、宜昌、惠州和东北、华东地

区组建高水平、有特色的驻外研究院，测绘遥感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病毒学等一批国家、省部级

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中心与企业联合建立研发中心，既

帮助企业解决了关键技术难题，也使“教学-科研-开发”三

位一体、 良性互动。 三是要加强产学研合作， 企业是龙

头，学研是支撑，机制是保障。抓住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这个关键，逐步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项目

为依托，以产权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高校主动结合，国家

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的，以现代企业制度为规范的四位一体

的新型产学研紧密结合模式和可进可退的运行机制，大力

推进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2008年广东省推出的

企业科技特派员模式是在“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产学研合

作”框架上的一次创新性探索，通过选派国内100所左右重

点高校、 科研院所的2 000名左右的科技人员入驻广东企

业，解决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科技问题，形成一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产品，优化企业产品结构，提升企

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辐射带动10 000家以上广东企业

实现升级、转型，带动10 000名左右应届毕业生作为科技

特派员助理并实现就业。 “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企业科技

特派员创新工程”较好地解决了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因

信息不对称而造成产学研合作效率不高等问题，大量科研

成果从大学“象牙塔”里走进工厂车间，转化成产品、生产

线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通过人才、技术和成果支撑

而解决生产中的瓶颈问题、摆脱代工生产模式、创建自有

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中部崛起”和建设“创新型”社

会的战略背景下，湖北省的科技发展应借鉴先进的科技创

新模式，结合自身的发展状况，尽快推出科技发展的对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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