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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对科技 进步范畴认识的含 混不清，致使很 多关于科技进 步贡献测算 的结果差并较 大。就科技进 步是 否 

应包括制度因素、科技进步是否应包含规模经济和科技进步是否应包合替代效应这 3个有关科技进步范畴认识上颇有 

争议 的问题进行 了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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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人类认识客体的知识体系、产生 

知识的活动、科学方法等按一定方式所构成 

的一个动态 系统 。科学意义下的知识主要包 

括 足什么”与“为什么”两类知识，即事实知 

识与原理知识。技术则是人类在实践恬动 

中，根据实践经验或科学原理所创造或发明 

的各种物质手段及方式方法的总和。而所谓 

物质手段，包括工具、机器 、设备等；所谓方 

式方法，包括实践型的知识 (做什么、怎么 

做)、经验，技能、技巧等。 

科学属于认识的范畴，技术属于实践的 

范畴。认识与实践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渗透 ， 

相互作用。科学与技术之间也是同样的道 

理 ，并不能把两者截然分开。所以本文所言 

及的科技与众多文献中的技术之问不存在 

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它们所使用的技术其 

实不仅包含上文所指的技术，也包含了科学 

的成分。当然，本文作者要同时使用这两个 

概念，就要对它们进行区别 ：技术主要使用 

狭义上的概念，即物化形态的科技 ，也可称 

为“体现型”的科技。科技除技术外，还包括 

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方式方法，如：新的方针 

政策 、新的组织与管理方法 、新的决策方法， 

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 

科技进步的经济解释：生产系统在某一 

时空上拥有的科技是投入 、产出两种关系的 

约束 ，约束是一个生产系统昕拥有的各种科 

学技术的某种综合或现象，是宏观现象的科 

技，并不涉及具体的物理过程。 

经济学中常用生产可能性曲线来描述 

科技进步，用一定生产要素下的生产可能性 

曲线的 不断扩 张来表 示科技进 步所 取得 的 

效益。在经济过程中，科技进步主要表现为 

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及其组合方式的改善 

它决定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结构的 

优化，生产工具的革新换代，劳动者知识技 

能的提高，自然资源利用范围的扩大和优 

化，生产组织的完善，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 

等 

1 思考之一：科技进步是否应包括制 

度因素 

经济理论的研究结果已充分揭示，实现 

经济增长一般需要 3个主要变量 ：一是投入 

要素，二是科技进步，三是制度效率，三者共 

同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在科技进步与制度的 

收稿 日期 ：2003～08—11 

作者简介：程建伟(1918一)，杭州商学院金融学院教师、经济学硕士。 

12 科技进步与对策-3月号。2004 

相互关系上，学者们大致持有以下两种观 

点： 

一

种观点认为，制度因素是科技进步的 

外生变量，对科技进步起保证 、激励 、诱致等 

作用。熊彼特独创“创新”理论 ，其“创新”含 

义，既含有技术创新的思想，又暗含制度创 

新的意思。现代经济增长的代表人物西蒙· 

库兹涅 茨 曾经 指 出，“技 术进 步和制度 变 革 

的共同作用是创新时期增长的核心”，他还 

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 

中的能力 ，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 

度 和意识形态的调整 ”，重视制 度调整对科 

技进步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 

思和托马斯研究技术与制度互为影响，但反 

复强调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 

为根本。他们甚至把科技因素看作是增长本 

身，而把制度因素看作科技进步的源泉。总 

之，制度变量因其具有降低交易成本 ，为经 

济提供服务，为合作创造条件等功能而对经 

济增长与科技进步作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 

说 ，制度安排到什么程度 ，科技进步就进步 

到什么程度，制度变量是科技进步的外在变 

l旨．． 



 

另一种观点认为，制度因素是科技进步 

的 内生 变量 ，科技进 步不仅需 要 制度 的投 

人 、支持 、激励与诱导 ，而且其本身 也注人了 

制度变量的直接贡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 

制度变量视为软技术 ，这些软技术，作为内 

生变量 ，直接 对科技 进步作出贡献 。朱 希刚 

认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包括硬科 

技进 步与软技 术进步 在 内的广 义农 业科 技 

进步对农业增 长的贡献份额 。”由此可 见 ，软 

技术中的制度变量直接融人了科技进步中， 

因而成为科技进步的内生变量。事实上，现 

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中， 

已把制度因素的贡献份额计人其中。 

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内核是科技进步， 

而科技进步又离不开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 

因此笔者 以为 ，从这 个意义 上说 ，没有 制度 

现代化便没有经济现代化。康芒斯认为，“如 

果我们要找 出一种普遍 的原 则 ，适 用于一切 

所谓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 

‘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控制 

个体行动必须通过建立“业务规则”，以指出 

个体能或不能做 、必须这样做或必须不这样 

做、可以或不可以做的事，由集体行动使其 

实现。制度出现的原因是个体行动往往需要 

巨大的交易成本或使他人 的利益遭受侵犯 。 

从原 因看 ，制度是人们对经济生产 活动规律 

的发现、结论的总结。1888年达尔文给科学 

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 

现规律，做出结论”，因而制度属于科学范 

畴；从制度达到控制个体行动的措施来看， 

无论 “业务 规则 ”是 以组织 、准则 ，还是程 序 

的形式出现，都是人们根据实践经验所创造 

或发明的方式 、方法，从这点上来看，制度也 

可归为技术范畴。因而，可以说，制度本身也 

是科技，制度的创新变革就是科技进步的体 

现。比如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就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耕作实践 

中，不断总结 ，根据经验创造或发明的一种 

农业 生产 的方式 、方 法 ，并 由我 国政 府因势 

利导，形成一种组织形式，是制度创新，也是 

科技进步。 

2 思考之二 ：科技进步是否应包含规 

模经济 

长期以来，规模经济在科技进步与经济 

增长理论 中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C—D生 

产函数法及索洛(Solow)余值法都假定资本、 

劳动产出弹性和 =1，这样就在投人变化 

部分中假定规模经济为零，而将规模变化带 

来 的效 益变化 全部 归于科技 进步里 面 。这 

样 ，就在是否应将规模经济归于科技进步的 

不同观点的学者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测定结 

果。正是在这一点上 ，Solow与 Stigler之间发 

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在 1961年的争执被 

称作 Solow—Stigler之争。Stigler坚持要将规 

模经济的作用从产出增长中分离出来，然后 

再 测定科技进步 ；而 Solow一方面承认规模 

经济的存在，但又认为规模经济是不能够与 

技术进步同时被度量出来的、我国一些学者 

在这点 上也 有很大分歧 。1998年前的很多学 

者的实证研究 大多在 ：1的框架下进行 ， 

如朱 希刚 、顾焕 章对我 国农业 的研究 ，而后 

有些学 者提 出了相 反的看 法和一些 尝试 性 

的做法。 

必须再次强调，不管 Solow对规模经济 

的观点如何，他的做法的最终结果是在要素 

投人变化中假设规模经济为零 ，而将规模经 

济的效益变化归于科技进 步当中。所 以，我 

们 的讨 论并 不是规模 经济是 否存在 的 问题 

(规模经济是显 然存在 的 )，而是规模 经济与 

科技进 步的关 系问题 。 

关于规模经济的概念定 义 ，有关 经济理 

论的文 献中并未形成统一 。各种观点大致可 

归纳 为两种 ：一种 是静态 意 义上的 ，在一 定 

生 产系统规 模大小下 ，生 产系统能获得 的满 

意综合效益 ；还有一种是动态意义上的，指 

生 产系统规 模的变动 ，带 来生产系统综合 效 

益的改变。静态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是个宽泛 

的概念 ，涵盖 了经济增 长扣 除投人变化部 分 

以后的所有剩余，不是争议的所在。所争议 

的是动 态意 义上的规模经济 ，即规模变化所 

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改变是否应归为科技进 

步的作用。 

从微观生产者 的角度 来看 ，规模变动带 

来的效益改变，都会受到许多主 、客观因素 

的影 响 ，主观 上有管理 者 的管 理 、劳动 者本 

身的效率及对其它要素的使用效率；客观上 

有市场 需求 条件 、资源和原 材料 的供应 条 

件 、宏观经济效益、技术水平条件等。主观的 

因素很显然符合科技进步的范畴，客观上的 

因素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则不那么简单 ，技术 

水平 条件 可以归为科 技进步 ，而有些 因素 比 

如 自然资源的供应条件归为科技进步就显 

得有点牵强附会 。 

所以，从概念上讲，科技进步与规模经 

济之间不是相互独立 、相互包 含的关 系 ，而 

是一种相交关系。研究中，应将规模经济分 

离出来，再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经济意义上的 

解释。当然，不同生产性质的行业、部门各有 

不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我国农业生产 

长期以来处于一种条块分散的小农经营状 

态 ，规模上 并没有太大 的变化。吴方卫 同志 

用 DEA方 法 对我 国 1980年 以后 农业 生 产 

规模效率的分析结果也显示，我国生产规模 

效率很稳定 ，地 区间的差异水平也 很小 ，所 

以对我国农业进行科技进步贡献的测算，不 

进行规模经济的分离是可取的。 

3 思考之三 ：科技进步是否应包含替 

代效应 

替代效应是由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 

化而引起的。假设生 产中只有 资本 和劳动 

，J两种要素，当投人 的价格相对降低时， 

生产者 自然地会使用更多的 来替代 ，J。 

Solow余值法有一个前提假设——希克斯中 

性进步 ：如 果 ／，J不 变时 ，劳动力 的边 际产 

量与资本的边际产量 的比也不 变 ，就 定义为 

发生了中性技术进步。其意思在于假定了 

、，J两者的产出弹性不变。而现实中希克斯 

中性 的定义通常是较 严格 意义上采 用的 ，它 

要求任意的 K／L(常数值)上，边际产量比都 

应当不受科技进步 的影响 ，这是不符合现 实 

情况的。Solow余值法也并未明确指出资本 、 

劳动力之间的替代不存在变化，不管怎样， 

其结果必然将替代效应归于科技进步。这 

样 ，也必然在是否应将替代效应归于科技进 

步的作用的不同观点中产生不同的测算结 

果 。在生 产要 素相对 价格 变化较 大 的情况 

下，由替代效应引起的科技进步估算误差可 

能是显著的。近来，有些经济学家主张将替 

代效应归于科技进步的作用 ，以此避免这个 

理论 问题 ，但 有些学 者持 反对 意见 ，如 朱希 

刚在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 

一 书中就专门谈到要将替代效应与科技进 

步分离开来。 

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现象的发生是由 

于要 素之间的相对价格 变化引起 的 ，替代效 

应是指要素替代发生后对生产过程的效益 

的影 响。 

参见附图，以便简要地说明替代效应。 

图中，l、，2为等产量曲线 ，AB，A B ，BC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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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线 ，生 产要 素为 和 ，J，在 AB，A B 等 

成本线上 ，价格分别为 W、r，BC等成本线为 

W、r，曰C等 成本线为 W 、r。假 设基期 资本 的 

价格为 W，劳动力的价格 为 r，报告 期资本 的 

价格为 W < ，劳动力 的价 格不变 ，基 期等产 

量 曲线 ， 与等 成本线 AB的相切 点 点 即 

为利润最大点 ，当资本的价格由 W下降到 W 

时，等成本线 AB旋转至 BC，若维持等产量 

曲线 ， 不变 ，曰C与 ，．相 交的点 非利润 最大 

点 ，追求 利润最 大化 ，必 然使得 等产量 曲线 

，．移至，’与曰C相切于 ，点。分析替代效应， 

用基期 、报告期同样的产出下 的成本 比较考 

察，将基期的等成本线平移至A B 与 ，1相切 

于 G点 ，可以看出 ，利润最大化 的情况下 ，同 

样的产量，基期所用成本肘 ，大于报告期所 

用成本 肘。可以得 出一般 的结论 ：要 素之间 

的替代，带来了整个生产过程的效益的提 

高 。 

C 

A 

4 

B 8． 

附图 

从两种要素的变动来仔细考虑，由 G 

点一 点，劳动的投入由 r·f 变为r·f ，所以 

劳动的成本下降了，资本的投入由W·|i}!变 

为 W·|i} 2，由于 k'2>k2，W < ，所以资本成本的 

变化不确定，但两者共同作用引起了等产量 

的成本投入下降 持反对意见的很多学者认 

为，替代过程的效应应该将不同的过程分开 

考虑 ，成本下降的要素的 变化应归为科技进 

步 ，上 升则不归为科 技进步 一这种 观点是不 

正确 的 ，首先科技进 步 不仅反 映效益 的提 

高，而且可以反映效益的下降，它是中性的， 

测算的结果 可JF可负； 次科技进 步不 只是 

考虑单个 的生 产要 素，还要 号虑生产要素 的 

整体 ，如要素的组合效率 

至此，还不能简单地处理替代效应与科 

技进步的 关系，要看引起替代 发生 的要素相 

对价格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要素相对价格变 

化是由各要素的供求关系变动引起的，而导 

致供求关系变动的因素，一是供给的变动， 

社会生产能力水平 的变化 、生产之 外的供给 

如 自然资源的禀赋 的改 变等；二是 生产者需 

求的变动，由生产能力水平变动引致的供给 

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的改变等；二是生产者需 

求的变动，由生产能力水平变动引致的供给 

变化及需求结构的变化是科技进步的结果， 

应归为科 技进步的范畴 ，没有科 技进步 ，生 

产只是“外 延扩大再 生产 ”的形 式 ，生产 、生 

活停滞不前，生产供给能力和需求结构不会 

有大的变动，从这一点看 ，替代效应应归为 

科技进步 。而生产之外的供给改变如 自然资 

源的禀赋的改变，产生替代效应的过程完全 

是一种自然，则不能归为科技进步。比如，大 

量矿产资源的意外发现 ，使矿产资源的价格 

相对其它要素下降，从而产生替代效应，就 

不能说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因此，理论上而 

言，替代效应不能简单地或者说不能完全地 

包含在科技进 步当中。但在资源 日益稀 缺的 

经济情况下，靠自然禀赋而产生替代效应的 

现象很少 ，生产要 素相对价 格的变化更多是 

由于生产能力及需求结构的变动引起 ，本身 

就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因此替代效应与科技 

进步的关系理论上不能简单定义，但在现代 

经济增长 的研究 中更多 的是一种包 含关系 ， 

尤其在研究宏观经济 问题 当中。 

总的来说，制度因素可归为科技进步， 

而规模经济 、替代 效应与科技进 步的关 系要 

复杂得 多 ，由技 术决定 的规模 经济 、替代效 

应可归为科技进步，其它的就应作为经济增 

长的独立因素。当然实践中可视具体情况做 

相应处理。同时本文 的论述 也说 明了一点 ： 

科技进步引起生产可能性 曲线的移动 ，但生 

产可能性 曲线 的所有 移动 不能都 归 为科技 

进 步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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