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进步与对策·12 月号·2006

收稿日期: 2006- 04- 06
基金项目: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2003BA905B05)

作者简介: 李明智( 1980- ) , 男 , 江苏仪征人 ,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科技政策; 王娅莉( 1956- ) , 女 , 山西黎城人 , 华中科技大

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 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科技政策。

摘 要 : 基于 1990~2003 年的数据 , 对工业企业及公共部门的研究与发展活动和对外开放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中

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定量测算。结果显示 : 研究与发展活动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从对提高要素使用

效率的作用看 , 公共部门研究与发展活动的作用大于工业企业 , 从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看 , 工业企业研究与发展

活动的作用大于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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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中研究与发展活动的作用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定量分析

0 前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科技创新是加

快科技进步和提高竞争能力的关键。研究与

发 展 活 动 (R&D 活 动)作 为 创 新 活 动 的 基 本

要素 ,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

用。工业部门是我国最大的产业部门 , 在国

民 经 济 中 占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 1990~2003

年 , 在我国 GDP 构成中工业所占的比重从

37%上升到 45.3%, 工业迅猛发展对这一时

期 GDP 持续高速增长的作用非常明显。同

时 , 工业部门又是我国 R&D 活动的主要承

担部门 , 2003 年工业企业 R&D 支出 占 全 部

企业 R&D 支出的 90%以上 , 约占全国 R&D

支出的 57%。工业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能力

问题、R&D 活动对工业经济增长的绩效问题

日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 这些也是

制 定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和 产 业 发 展 政 策 需 要 研

究的问题。

定 量 分 析 科 学 技 术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促 进

作用是科技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 Cobb 和 Douglas 用生

产函数描述了产出与投入的关系 , 可以计算

某一时刻的技术水平[1]; 1957 年 , 索洛在技术

中性的假设下推导出增长速度方程 , 分离出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把 Cobb-Dou-

glas 函数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2]。上世纪 90

年代起 , 作为技术创新源泉的 R&D 活动对

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Coe、Helpman (1995) 利 用 以 色 列 和 21 个

OECD 国家 1971~1990 年的数据 , 发 现 国 内

和国外的 R&D 活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

要影响 , 国外 R&D 活动在进口比重大的国

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大 , 而国内 R&D

活动在工业 7 国集团比较重要 [3]。Wakelin

(2001)研究了英国工业后 , 认为 R&D 投入对

产出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 用 , 1988～1996 年

间 R&D 经 费 每 增 长 1% 促 进 产 出 增 加

0.27%[4]。Guellec(2004)通过对 16 个 OECD 成

员国的固定样本进行分析 , 得出了企业 R&D

经费、公共部门 R&D 经费和国外 R&D 经费

每增长 1%分别带动产出增长 0.13%、0.17%

和 0.46%的结果[5]。

我 国 学 者 近 期 的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全 要

素生产率(TFP)方面 , 定 量 分 析 R&D 活 动 对

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研究则较少见。朱春奎

(2004) 对上海市的 研 究 显 示 , 1985~2001 年

R&D 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

关 系 [6]。 罗 佳 明 和 王 卫 红(2004)将 科 技 投 入

(确切说应是国家财政科技投入) 与 GDP 进

行回归分析 , 计算出 1953~2001 年间国家财

政 科 技 投 入 对 我 国 GDP 增 长 的 贡 献 是

17.6%[7]。

上述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和研究的时间跨度不同 , 得出的结论

也不尽一致 , 但都深化了 R&D 活动对经济

增长促进作用的研究。本文以工业为研究对

象 , 定量分析 R&D 活动对我国工业经济增

长的促 进 作 用 , 并 分 析 它 对 工 业 TFP 的 影

响。

1 因素分析与模型建立

1.1 工业 TFP

经 济 增 长 的 直 接 原 因 主 要 是 要 素 投 入

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益的提高两个方面。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 要素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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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加强。在经济学

领域 , 要素使用效率常用全要素生产率(TFP)

来表示:

TFP=Y/(K!L") ( 1)

其中 : Y、K 和 L 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和

劳 动 投 入 , !、" 分 别 为 资 本 和 劳 动 的 弹 性 ,

!+"=1。由索洛增长速度方程可知 , TFP 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

ETFP=tfp/y ( 2)

其中: tfp 和 y 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和

产出的增长率。将 Cobb-Douglas 函数和索洛

增长速度方程运用于我国工业 , 可计算出工

业 TFP 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2 工业 TFP 的影响因素

在研究 TFP 时 , 丹尼森将其分解为规模

经济、资源配置、知识发展、政策影响等部分

[8]。张正颌研究认为 : 影响我国 TFP 的因素主

要 有 产 业 结 构 、制 度 变 迁 、金 融 深 化 和 包 括

技术进步在内的其它因素 , 其中产业结构一

直是 TFP 增 长 的 主 要 因 素 。 随 着 改 革 的 深

入 , 制度变迁和金融深化对 TFP 的贡献渐渐

降 低 , 同 时 , 包 括 技 术 进 步 在 内 的 其 它 因 素

的作用则大大增强[9]。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时期 , 也是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

①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入市场经济 , 国有

企 业 通 过 实 行 股 份 制 改 造 , 转 变 为 自 主 经

营 、自 负 盈 亏 、按 现 代 企 业 制 度 运 作 的 独 立

法 人 , 企 业 灵 活 性 和 竞 争 力 得 到 增 强 。②

1992年 邓 小 平 南 巡 讲 话 指 出 ,“科 学 技 术 是

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 , 靠科学才有希

望。”1995 年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 政府

加大了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 , 财政科技拨款

不断增长。在财政、金融、税务等方面实行优

惠政策 ,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

鼓励产学研合作 , 加速大学和科研院所科技

成果向产业部门转化。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和对外开放加剧了市场竞争 , 企业越来越意

识到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重要性 , 对科技的投

入快速增长 , 2003 年工业企业 R&D 经 费 支

出 达 到 872 亿 元 , 是 1990 年 的 25 倍 , 实 际

年均增长 24%, 大大推进了我国工业的技术

进步与创新。④1979 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

对科技体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加速了企业

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进程。⑤改革开放后 ,

由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

使国外企业和资金纷纷进入国内 , 中国成为

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 并成为世界生产

制 造 基 地 , 同 时 外 资 也 带 来 国 外 先 进 的 观

念、经验和技术。

根据上述分析 , 影响我国工业 TFP 的因

素 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 方 面 : 第 一 , 企 业 是 技 术

进步的主体 , 企业 R&D 活动对技术进步有

重要的作用。第二 , 公共部门 R&D 活动向产

业部门的外溢 , 是政府鼓励产学研合作、促

进 产 业 技 术 创 新 政 策 的 主 要 体 现 形 式 和 直

接结果。第三 , 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国

外技术和资本向我国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国

外资本和技术的影响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

本文将其与非技术因素(如经济体制的改革、

环 境 、开 放 等 诸 方 面 ) 综 合 表 达 为 对 外 开 放

因 素 。 在 我 国 各 产 业 部 门 中 , 工 业 部 门 的

R&D 活动规模要远远大于其它产业部门 , 因

此 可 不 考 虑 国 内 其 它 产 业 向 工 业 的 技 术 转

移。

1.3 影响因素对 TFP 的弹性

根据上述分析 , 将工业企业 R&D 活动、

公 共 部 门 R&D 活 动 和 对 外 开 放 作 为 自 变

量、TFP 作为因变量 , 根据 Cobb-Douglas 函

数建立公式[5]:

TFP=B* RD(RD

t- x1 PRD(PRD

t- x2 FDI(FDI ( 3)

其 中 , B 为 常 数 , RD 为 工 业 企 业 R&D

活动 , RPD 为公共部门 R&D 活动 , FDI 为对

外 开 放 , x1、x2 分 别 表 示 工 业 企 业 R&D 和 公

共 部 门 R&D 对 TFP 的 延 迟 , (RD、(PRD 和 (FDI

表示工业企业 R&D、公共部门 R&D 和对外

开放各自对 TFP 的弹性。对( 3) 式两边取对

数:

lnTFP =lnB +(RDlnRD t- x1 +(PRDlnPRD t- x2 +

(FDIlnFDI ( 4)

由 ( 4) 式 经 多 元 回 归 , 可 计 算 出 各 影 响

因素的弹性。

1.4 影响因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根据索洛增长速度方程可将 ( 3) 式转换

为:

ftp=b+(RDrdt- x1 +(PRDprdt- x2 +(FDIfdi ( 5)

其 中 , rd、prd 和 fdi 分 别 为 RD、PRD 和

FDI 的增长率 , (RDrdt- x1
表示由工业企业 R&D

活动带来 TFP 的增长率 , (PRDprdt- x2
表 示 由 公

共部门 R&D 活动带来 TFP 的增长率 , (FDIfdi

表示由对外开放带来 TFP 的增长率 , 则 (R-

Drdt- x1
、(PRDprdt- x2

和 (FDIfdi 也 分 别 表 示 由 工 业

企业 R&D 活动、公共部门 R&D 活动和对外

开放带来工业经济的增长率 ; b 表示进行上

述分解后的剩余项。

2 指标选取与参数确定

2.1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全 部 国 有 及 规 模 以 上 非 国 有 工 业 企

业 ”是 我 国 工 业 的 主 体 , 也 是 进 行 工 业 企 业

R&D 活动的主体。为进行实证分析 , 本文以

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 , 采

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

公开出版物数据 , 各项经济指标换算为 1990

年 工 业 不 变 价 , 单 位 为 亿 元 , 人 员 指 标 单 位

为万人。

( 1) 产出。一般衡量产出的指标有增加

值、总产 值 和 销 售 收 入 , 本 文 用“增 加 值 ”表

示。

( 2) 资本投入。资本投入数据应是直接

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 , 它既包

括 直 接 生 产 和 提 供 各 种 物 质 产 品 和 劳 务 的

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 也包括为生产过

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等。本

文采用“年末固定资产净值”与“年末流动资

产余额”的和表示资本存量。

( 3) 劳动投入。劳动投入是生产过程中

实际投入的劳动量 , 并由标准劳动投入来衡

量。依惯用原则 , 以“年末从业人员”表示。

( 4) 工业企业 R&D 活动。反映 R&D 活

动的指标主要有 R&D 经费和 R&D 人员 , 由

于 R&D 经 费 和 R&D 人 员 之 间 有 很 高 的 相

关性 , 本文采用 R&D 经费支出表示 R&D 活

动。按照永续盘存法由企业 R&D 内部支出

计算其存量 , 即假定以往 R&D 经费支出按

现 有 R&D 经 费 支 出 的 年 均 增 长 率 增 长 , 建

立计算最初 R&D 经费存量的公式 :

R=r(1+))/()+*) ( 6)

其 中 , R 为 最 初 R&D 经 费 存 量 , r 为 最

初 R&D 经 费 支 出 , * 为 缩 减 率 , ) 是 现 有

R&D 经费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参考 Guellec

的研究 , 缩 减 率 取 15%, 他 所 作 的 敏 感 分 析

显示 , 回归结果不随所选定的缩减率发生显

著改变[5]。

( 5) 公共部门 R&D 活动。公共部门 R&D

活 动 主 要 是 指 国 内 高 等 院 校 和 政 府 科 研 机

构的 R&D 活动。其中 , 国防 R&D 活动服务

于国家安全和军事活动 , 不直接促进经济发

展 , 为此本文采用除去国防 R&D 经费后的

公共部门 R&D 经费表示。按照永续盘存法

从 公 共 部 门 R&D 内 部 支 出 计 算 其 存 量 , 缩

减率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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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对外开放。反映对外开放的指标有

外商投资、对外进出口以及对外债权与债务

[10], 将 它 们 与 TFP 进 行 相 关 分 析 , 外 商 投 资

的相关性较高。据此 , 对外开放采用“外商直

接投资实际利用额”的存量表示。外资的规

模可以反映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发展环境

以及经济成分的变化、资源配置的改变等。

随同外资进入带来大量先进的技术、一流的

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等 [11], 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国外技术的扩散程度。通常外资为

了尽快收回成本 , 折旧率较高 , 本文取 10%。

2.2 参数确定

( 1) 弹性 ! 和 "。生产要素的弹性被定

义为要素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作用 , 常见

的 方 法 是 用 利 润 和 劳 动 者 报 酬 者 分 别 占 国

民 收 入 的 比 重 来 表 示 资 本 和 劳 动 的 产 出 弹

性。

为计算劳动弹性 ", 首先利用国民经济

核算中“国民收入=GDP- 折旧- 企业间接税”

[12]的公式 , 计算工业国民收入。其中 , 企业间

接税用利税与利润的差代替 , 折旧用年末固

定资产余额与折旧率的积表示 , 一般认为资

产的折旧期限为 15 年 , 年折旧率为 6.7%。

由于我国工资只是劳动者报酬的一个部分 ,

劳 动 者 还 有 许 多 其 它 的 隐 形 报 酬 无 法 直 接

统计 , 直接用工资代替劳动者收入则会低估

劳动的产出弹性。在企业的经济核算中 , 企

业 劳 动 者 报 酬 可 用 企 业 产 品 销 售 成 本 与 中

间投入的差表示 , 而“中间 投 入=总 产 值- 增

加值”[13], 据此可估算出劳动者报酬。将劳动

者 报 酬 除 以 工 业 国 民 收 入 可 计 算 出 工 业 各

年 的 劳 动 弹 性 ", 由 !+"=1, 可 得 各 年 资 本

弹性 !(见表 1)。为了避免个别年份经济波动

对数据的影响 , 取它们的均值(!=0.6, "=0.4)

表示资本和劳动的弹性 , 此结果和国内外相

关研究相似[14]。

( 2) 时滞。从 R&D 活动到要素使用效率

提高需要一定的时间 , 不同的 R&D 活动其

滞后时间不同。公共部门 R&D 活动包括大

量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 研究成果的外溢

性强 , 但转为产业应用相对较慢 ; 企业 R&D

活动主要是试验发展活动 , 期望尽快获得经

济收益。对工业 TFP 与 R&D 经费的相关分

析 显 示 , TFP 与 延 迟 2 年 的 公 共 部 门 R&D

经费相关系数较高 , 与延迟 1 年的工业企业

R&D 经费相关系数较高 , 因此 , 确定公共部

门 R&D 经费的延迟为 2 年 , 工业企业 R&D

经费的延迟为 1 年。

3 定量测算

3.1 工业 TFP

根据公式 TFP=Y/(K0.6L0.4)计算工业 TFP,

并根据式(7)计算 TFP 的年均增长率 :

tfpt1- t2
=

TFPt2

TFPt1

t2- t1! - 1 ( 7)

同理测算产出、资产和劳动投入的年均

增长率 , 并根据式(2)计算 TFP 增长对增加值

增长的贡献。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1978～2003 年间 , 我

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3%, 发展速度较

快。其中 , 工业 TFP 年均增长 3.5%, 对增加

值 增 长 的 贡 献 为 31.5%; 资 本 投 入 快 速 增

长 , 年 均 增 长 12.5%, 对 增 加 值 增 长 的 贡 献

高达 66.1%; 劳 动 投 入 增 速 仅 为 0.7%, 对 增

加值增长的贡献只有 2.4%。但分两个阶段

来看 , 两个不同时期 TFP 的增长具有明显的

差异:

( 1) 1978～1990 年间 , TFP 年均增长仅有

0.7%, 对增加值增长的贡献为 8.3%, 而资本

投入年均增长达到 11%, 对增加值增长的贡

献高达 74.2%, 说明这一阶段我国工业经济

的 增 长 主 要 依 靠 要 素 投 入 , 特 别 是 资 本 投

入 , 要 素 使 用 效 率 提 高 的 贡 献 有 限 , 我 国 工

业基本处在粗放型经济增长状态。

( 2) 1990～2003 年间 , 资本投入的增长速

度提高到 14%, 对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却在下

降 ; 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 , 工业

部 门 就 业 人 数 在 这 一 时 期 由 增 速 放 缓 转 为

年均减少 2.2%; 要素投入对工业增加值增

长的总体贡献为 54.7%。而同期 TFP 增长加

快 , 年均增长 6%, 对增加值增长的贡献上升

到 45.3%。这一阶段要素使用效率提高的贡

献逐步接近于要素投入的贡献 , 说明我国工

业已经开始进入集约型经济时代 , 即产出增

长主要由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来推动。

3.2 影响因素对 TFP 的弹性

TFP 大 体 上 反 映 出 各 年 的 要 素 使 用 效

率 , 但它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出、

资本和劳动。虽然 TFP 应随着经济的波动而

波 动 , 但 应 保 持 相 对 稳 定 , 为 此 对 个 别 年 份

波动较大的 TFP 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 , 使之

等于前后两年的平均值。

将平滑处理后的 TFP 与工业企业 R&D

经费、公共部门 R&D 经费和对外开放进行

相关分析 , 1990～2003 年间相关系 数 分 别 为

0.993、0.953 和 0.904, 均显著相关 , 显著性水

平为 0.01, 充分说明工业企业 R&D 活动 , 公

共部门 R&D 活动和对外开放与工业 TFP 存

在密切关系。

根 据 式 ( 4) , 对 各 自 自 变 量 和 因 变 量 取

对数 , 运用 SAS9.0 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回

归 分 析 , 结 果 显 示 , 对 外 开 放 的 回 归 系 数 为

负 值 , 与 实 际 情 况 不 符 , 原 因 是 自 变 量 之 间

高度线性相关 , 其中工业企业 R&D 经费与

公共部门 R&D 经费的相关系数为 0.964, 工

业企业 R&D 经费与对外开放的相关系数为

0.920, 公共部门 R&D 经费与对外开放的相

关系数为 0.985。由于最小二乘法回归会产

生 多 重 共 线 性 , 因 此 , 改 为 采 用 岭 回 归 进 行

分析。岭回归是一种有偏估计方法 , 通过牺

牲无偏降低共线性。岭回归结果如表 3, 岭回

归 均 方 根 误 差 比 最 小 二 乘 法 均 方 根 误 差 有

所 增 大 , 但 仍 然 较 小 , 各 回 归 系 数 的 方 差 膨

胀因子均较小 , 回归结果比较合理。

弹 性 是 对 一 个 变 量 对 于 另 一 个 变 量 的

敏 感 性 的 一 种 度 量 , 反 映 了 一 个 变 量 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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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变化会引起的另一个变量变化的百分

比。从表 3 可知 , 公共部门 R&D 经费、工业

企业 R&D 经费和对外开放各自增长 1%, 分

别 会 引 起 工 业 TFP 增 长 0.23% 、0.12% 和

0.01%, 这 说 明 : ①R&D 活 动 对 工 业 TFP 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 , 加强 R&D 活动可以提高

要素使用效率 ; ②同样是增加 1%的经费 , 公

共 R&D 活动对 TFP 的影响几乎是工业企业

R&D 活动的两倍 ; ③对外开放对提高我国工

业要素使用效率的作用很有限。

3.3 影响因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根 据 式 ( 5) 分 别 计 算 工 业 企 业 R&D 经

费、公共部门 R&D 经费和对外开放对工业

增加值增长率的贡献。

从表 4 可看出:

( 1) 1990～2003 年间 ,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 13.5%, 按影响因素分解 , 8.4%来源于资本

投入 , 6%由 TFP 贡献 , 劳动投入贡献- 0.9%。

这 表 明 上 述 时 期 我 国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增 长 除

了大部分依靠资本投入的增加来推动外 , 要

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2) 在 TFP 贡 献 的 6%中 , R&D 活 动 的

贡献为 4.8%, 即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中 , 超过

1/3 的部分是 R&D 活动推动的。具体到各个

因素 , 工业企业 R&D 活动作用最大 , 贡献了

2.6%, 其 次 是 公 共 部 门 R&D 活 动 , 贡 献

2.2%。对外开放的贡献较小 , 只有 0.3%, 另

外还有 0.9%由其它因素贡献。

( 3) 从 表 3 看 , 公 共 部 门 R&D 经 费 对

TFP 的弹性(0.23)明显高于工业企业 R&D 经

费(0.12), 说明前者对要素使用效率提高的影

响大于后者 , 但由于公共 R&D 经费总量小

于工业企业 R&D 经费总量 , 所以公共 R&D

活 动 对 工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作 用 小 于 工 业 企 业

R&D 活 动 的 作 用 。 例 如 , 2003 年 工 业 企 业

R&D 内 部 支 出 约 为 公 共 部 门 R&D 内 部 支

出(扣除国防 R&D 支出)的 3.4 倍。

需要说明的是 : ①劳动投入的贡献为负

值是由于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工业部门

从业人员持续减少引起。由于资本投入和劳

动 投 入 只 反 映 要 素 的 投 入 数 量 而 不 反 映 要

素的质量 (如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和劳动者

技能), 要素质量的提高体现在 TFP 中。②对

外开放的贡献为 0.3%, 并不意味对外开放

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 , 它只表明对外

开 放 通 过 提 高 要 素 使 用 效 率 促 进 工 业 经 济

增长的作用比较小 , 而对外开放对工业经济

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增加要素投入 (资本投

入)来表现。

4 结论

本 文 的 研 究 结 果 有 助 于 增 进 对 工 业 发

展特点的认识。由于可用的我国相关统计数

据时间较短 , 给本文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

难 , 关 于 生 产 函 数 前 提 假 设 的 合 理 性 、影 响

TFP 因 素 的 分 析 和 数 据 口 径 的 同 一 性 等 问

题 , 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些表明 , 定量分

析 R&D 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是一个复杂的、有待深入探讨的

问题。

虽 然 上 述 研 究 所 依 据 的 资

料 是 工 业 中 的 全 部 国 有 及 规 模

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 但是得出的结论对整

个工业部门同样有意义。研究结果显示 : ①

1990～2003 年与 1978～1990 年 相 比 , 我 国 工

业 经 济 增 长 中 要 素 使 用 效 率 提 高 的 作 用 明

显增加。②R&D 活动提高了要素使用效率 ,

进 而 对 工 业 经 济 增 长 起 到 了 明 显 的 促 进 作

用 , 特别是工业企业 R&D 活动 , 由于总量较

大 , 对 工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作 用 也 较 大 ; 公 共 部

门 R&D 活 动 对 要 素 使 用 效 率 的 弹 性 最 大 ,

但由于其总规模较小 , 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作

用较工业企业 R&D 活动小。综合以上结果 ,

R&D 活动是现阶段我国工业快速发展的重

要技术支撑 ; 工业部门和公共部门的 R&D

活动对工业经济持续增长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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