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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通过实证分析财政科技投入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了二者之间的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和国内生产总

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随着财政科技投入的逐年上升，科技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
基于此，探讨了科技投入对经济发展带动作用并不明显的原因，提出了促进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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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科技投入 是 促 进 科 技 进 步、带 动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因

素，它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相关性已成为不

争的事实［１］。如特伦斯在比较了ＯＥＣＤ国家民用Ｒ＆Ｄ方

面所投入的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后，指出［１］，富裕国

家民用Ｒ＆Ｄ投入占ＧＤＰ的比例比贫穷国家的比值要高，

统计数字显示了国民财富与民用投入Ｒ＆Ｄ之间存在着确

定不移的联系；２０００年，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Ｂｒｕｎ等人［２］在政府科

技投入对企业Ｒ＆Ｄ投入的影响重要性方面进行了实证分

析，证实了“公共Ｒ＆Ｄ支出对企业研发的影响”；ｓａｌｔｅｒＡ．Ｊ
等人研究了政府公共科技投入的溢出效应［３］；ＧｒｅｇｏｒｙＴａｓ－
ｓｅｙ分析了政府 科 技 投 入 对 经 济 影 响 的 绩 效 评 价 方 法［４］；

Ｚｏｌｌｏ．Ｗｉｎｉｅｒ通过研究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公共财政与区

域科技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指出公共财政促

进了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能 力 的 形 成 与 发 展；Ｂａｎｋｅ：Ｒ．Ｄ．，

ＫｕｕｆｆｉｌｌａｎＲ．Ｊ．等人跟踪分析了管理科学领域１５年来的研

究报告，研究统计出各国政府Ｒ＆Ｄ投入对科技论文产出

的影响［５］。实际上，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间，美国的经 济 增 长 有

２８％归功于信息技术制造业，虽然该行业在各经济部门中

所占据的比重仅为７％。战 后 的 日 本 在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 间

的经济增长率为６２％，其中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了６１．３％。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科技投入在 经 济 增

长中的重要性，相关的研究也日渐增多，如国内学者殷林

森等利用灰色关联分析表明，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

间有着正相关关系［６］；朱春奎借助有关数据变量进行因果

关系检验；郝香芝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揭示了财政科技投

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７－８］；李兵在Ｃ－Ｄ生产函数的基

础上引 入 科 技 投 入 变 量 来 构 建 生 产 函 数 模 型。他 采 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的数据估计了全国和部分省市生产函数，并

通过所 估 计 的 生 产 函 数 确 定 各 投 入 要 素 对 产 出 的 贡 献

率［９］。罗佳明以１９５３－２００１年度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实证

分析了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

在１９５３－２００１年期间，科技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

经济增长，但其促进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１０］。现有文献从

不同角度说明了 科 技 投 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促 进 了 我 国 经 济

的增长［１１－１２］，但在 科 技 投 入 的 促 进 作 用 上 却 有 大 小 分 歧。

本文根据协整理 论 分 析 财 政 科 技 投 入 与 经 济 增 长 之 间 的

关系，构建了具有误差修正项的长期均衡方程，并在此基

础上对模型结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同时给

出对策建议。

１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模型

１．１　变量与数据

（１）变量 的 选 取。要 研 究 科 技 对 经 济 的 促 进 作 用，首

先要选取适当的变量：①本文选择财政科技投入（ＣＫＺ）作



为科技的代表变量，这是因为在理论上，科技具有一定的

公共产品性质，其发展必须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在实践中，
虽然近些年我国开始重视社会资本投资研发，财政科技投

入仍然占有主 导 地 位。②选 取 国 内 生 产 总 值（ＧＤＰ）作 为

经济发展的代表变量，ＧＤＰ是理论研究中经济发展的首选

代表变量。
（２）数据 来 源。样 本 数 据 分 别 来 源 于《中 国 统 计 年

鉴》［１３］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１４］，样本区间为１９９０－２００７
年。考虑到 价 格 因 素 的 影 响，对 名 义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按 照

１９７８年为基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进行调整，得到实际的

国内生产总值。同理，对科技投入也按照１９７８年为基期进

行调整，得到 实 际 的 科 技 投 入。同 时，为 了 消 除 可 能 存 在

的异方差，对两个实际指标的数据取自然对数；完成数据

预处理后，做出散点图，如图１所示。由图可见，国内生产

总值和科技投入的自然对数曲线具有明显的线性趋势，可

以考虑线性拟合。

图１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散点图

１．２　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１．２．１　变量之间的单位根检验

在检验变量间是否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之前，首先要检

验数据的平 稳 性。平 稳 性 的 常 用 检 验 方 法 有 图 示 法 和 单

位根检验法。我们采用单位根检验中的ＡＤＦ检验来确定

各变量的单整阶数，根据ＡＩＣ、ＳＣ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
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　国内生产总值和科技投入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 检验类型
ＡＤＦ

检验值
１％

临界值
５％

临界值
１０％

临界值

是否

平稳

Ｌｎｇｄｐ （ｃ，ｔ，１） －２．９６９　２－４．６７１　２－３．７３４　７－３．３０８　６ 否

Ｌｎｃｋｚ （ｃ，ｔ，１） －１．４６７　５－４．６７１　２－３．７３４　７－３．３０８　６ 否

Δｌｎｇｄｐ （ｃ，０，２） －１．９３０　１－４．０１１　３－３．３０１　３－２．６９２　７ 否

Δｌｎｃｋｚ （ｃ，０，２） －１．４５４　２－４．０１１　３－３．３０１　３－２．６９２　７ 否

Δ２ｌｎｇｄｐ （０，０，１） －３．２５７　５－２．７５７　０－１．９６７　７－１．６２８　５ 是

Δ２ｌｎｃｋｚ （０，０，１） －３．１４７　３－２．７５７　０－１．９６７　７－１．６２８　５ 是

注：本结果根据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得出，Δ和Δ２ 分别表 示 一 阶、二 阶 差 分 序

列；检验类型（ｃ，ｔ，ｎ）中，ｃ表示截距项，ｔ表示斜率项，ｎ表示滞后阶数。
由表１可 知，在１％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下，ｌｎｇｄｐ、Δｌｎｇｄｐ

都是非平稳的，但其二阶差分序列却是平稳序列，所以，国

内生产总值序列为二阶单整序列；同理，科技投入为二阶

单整序列。

１．２．２　协整性检验

协整性检验是 诊 断 变 量 间 是 否 存 在 长 期 依 存 关 系 的

一种有效方 法。本 文 首 先 建 立 了 两 个 变 量 的 协 整 回 归 方

程，如果两个变量存在长期稳定的依存关系，回归方程的

残差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１５］。科技投入和国内生产

总 值 之 间 的 协 整 回 归 方 程 为：ｌｎｃｋｚ＝ －１４．０８＋
２．０５ｌｎｇｄｐ，它表示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对 科 技 投 入 的 长 期 弹 性

为２．０５％，即国内 生 产 总 值 每 增 加１％，科 技 投 入 将 增 加

２．０５％。回 归 方 程 的 残 差 项 为：ｌｎｃｋｚ＋１４．０８－２．０５
ｌｎｇｄｐ，残差的单位根检验见表２。

表２　残差的单位根检验

检验类型 ＡＤＦ值 ５％ １０％ 结论

（ｃ，ｔ，１） －２．８２３　２ －３．７３４　７ －３．３０８　６ 非平稳

（ｃ，０，１） －２．０１３　０ －３．０６８　５ －２．６７４　５ 非平稳

（０，０，１） －２．０８８　５ －１．９６４　２ －１．６２６　９ 平稳

　　 回归残差在零值附近波动，且没有线性趋势。残差的

平稳性检验 结 果 是：该 序 列 不 存 在 单 位 根，是 平 稳 序 列。
所以，科技投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１．２．３　格兰杰非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知，科技投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

均为二阶单整过程，并且存在协整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单

向的还是双向的，需要进一步验证。这里我们采用格兰杰

非因果关系检验，根据ＡＩＣ准则，滞后阶数取３，检验结果

见表３。
表３　国内生产总值和科技投入的因果关系检验

Ｎｕｌ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ｂｓ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ＮＧＤＰ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ＣＫＺ　 １５　 ４．２６２　８９　０．０４４　８６

ＬＮＣＫＺ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ＧＤＰ　 ２．５１２　９７　０．１３２　２７

　　 根据检验结果，在５％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了“ＬＮＧＤＰ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ＣＫＺ”假设，从而接受“ＬＮＧＤＰ
是ＬＮＣＫＺ原因”的结论；同时，“ＬＮＣＫＺ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ＬＮＧＤＰ”发生的概率为１３．２２％，数值较大，只能接

受“ＬＮＣＫＺ不 是 ＬＮＧＤＰ的 格 兰 杰 原 因”。因 此 可 认 为，
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间，科技投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单

向因果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是科技投入的前因，反之则

不成立。这或者可以理解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生产

总值的提升，我国科技投入才逐年快速提高，经济的发展

为科技投入提供了强大的后盾；但科技投入的效果，即科

技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

１．２．４　误差修正模型

由于科技投入 和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之 间 存 在 长 期 均 衡 关

系，且这种影 响 是 单 向 的，现 建 立 误 差 修 正 模 型。误 差 修

正模型中，差分项反映了变量间短期波动的影响，误差修

正项ＥＣＭ（－１）的系数反映了本期对被解释变量偏离长期

均衡的调整力度。

Δ２ｌｎｃｋｚ＝０．００１　２－０．７５１　１Δ２ｌｎｃｋｚ（－１）－０．４６３　６１Δ２ｌｎｇｄｐ－０．６８６２Δｌｎｇｄｐ（－１）－０．０２８　６ＥＣＭ（－１）

　　　　　　（０．９４７　９）　　　 （０．００５　０）　　　　 （０．２０６　５）　　　　　 （０．０６２　３）　　　　 （０．０６５　４）

　　　　　　　Ｒ２＝０６４８　７　　　　　Ｄ．Ｗ．＝２．４８３　３　　　　ＥＣＭ ＝ｌｎｃｋｚ＋１４．０８－２．０５ｌｎｇｄｐ

·０１·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０年



　　由前面的检验结果知，长期内，国内生产总值对科技

投入的影响为正，弹性系数为２．０５％；但从误差修正模型

看到，短期内，本年度和上一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对本年度

科技投入的影响为负，这点值得再度研究；误差修正系数

为－０．０２８　６，小于零，符合负的修正机制，上年度科技投入

和国内生产总值的非均衡修正误差以２．８６％的比率对本

年度科技投入增长率进行修正，调整幅度不大。
本文应用计量 经 济 学 方 法 证 明 了 我 国 经 济 增 长 和 科

技投入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间，两者不

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财政科技投入的格兰杰

原因，但财政科技投入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说

明目前我国经济 的 快 速 增 长 为 财 政 科 技 投 入 铸 造 了 坚 强

的后盾，但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间因科技投入所产生的经济增长

效果并不明显。

２　结论分析

维持经济 增 长 原 因 除 了 科 学 投 入 以 外，还 有 人 力 资

本、生态环境、生产要素投入、国际环境等众多因素也是支

撑经济发展 的 原 因。如 今 这 些 因 素 的 优 势 消 耗 和 减 弱 导

致经济运行成本加大，经济发展减缓，在一定程度上抵消

了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科技投入所带来的经

济增长效果并不明显：①人力资本优势减弱导致经济发展

减缓。国内学者蔡昉表示，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

看，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人口总量２０３０
年到达最高点，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

快速度下降，预计在２０１５年前后进入零增长。届时，我国

由于从事经济活 动 的 人 口 不 断 增 长 而 带 来 的 高 生 产 率 与

高储蓄率所 导 致 的 高 资 本 积 累 现 状 将 不 复 存 在。靠 廉 价

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在我国正在 失 效［１６］。②资 源

等生产要素 的 约 束 导 致 经 济 发 展 减 缓。我 国 连 续 多 年 实

现经济高速 增 长 的 背 后 是 巨 大 的 能 源 代 价。由 于 国 内 经

济增长的既有模式难以持续，所以经济增长放缓。这种粗

放型的经济增长 方 式 使 资 源 问 题 成 为 制 约 我 国 经 济 增 长

的刚性约束。③随着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承载能

力弱化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

展的瓶颈。由于生态环境的压力骤增，经济运行的成本和

社会成本进一步扩大。④国际环境因素导致经济发展减

缓。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是促进我国ＧＤＰ增长的主要推动

力，到２００７年，我国出口总值已经占到ＧＤＰ的２５％，但是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能源、
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价格的上涨，以及其它国家针对我

国的贸易保 护 主 义 政 策 的 抬 头，都 导 致 我 国 出 口 环 境 不

利、外需下降，出口增速维持在低位。

３　对策建议

我国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供给能力、生态环境承载能

力以及国际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和尖锐，单纯依靠增加投

入，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可

行，必须转变。因此，加大对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投入，重点

发展战略新技术及其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走科学技术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之路，是目前实现

我国经济转型的最佳路径。
（１）加大对 主 导 全 球 新 一 轮 发 展 的 核 心 技 术 的 投 入。

政府要继续增大科技投入，尤其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

益、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等领域加大投入；在与新经济增长

点相关的高科技制造、低碳节能、生态环保、新 能 源、生 物

医药研发领域加大投入［１７］；在全面实施循环 经 济、建 设 可

持续发展的新农村、建设环境友好型生态城市等领域加大

投入；发展以高科技、生态经济和知识经济为基础，以市场

为导向，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新兴

产业。
（２）加大对产业创新支撑平台建设的投入。建设产业

公共创新平台和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加强国家研究实验基

地、科学数据与信息平台、自然科技资源服务平台的建设；
完善国家标准、计量和检测技术体系。面对企业的创新需

求，在整合现有创新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资金、政策和组织

协调等手段，引导中央与地方联合，促进各省市平台的优

势互补，推动平台跨区域开展服务，提高创新资源使用效

率，以更加有效地支撑产业的自主创新。
（３）加大对技术创新体系的投入。加强对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投入，提

高科研成果产业转化能力；完善由企业承担、实施重大科

技项目的运作机制，重大科技项目要向企业倾斜；支持有

条件的企业加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支持中小企业采取联

合投资、共同委托等方式进行自主研发，支持企业和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建设研发中心等，支持企业以购买或

委托开发等方式获得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技成果；加

大对科技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对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成绩突出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财政补助或政府奖励。
（４）提高基础研究的比例。大幅度地提高基础研究的

比例，主要应增加战略基础研究的投入，使科技投入向能

够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的创新领域；将

投入方式转变为以项目为主的重点支持，大力推行项目招

标制度，以及对国家科研计划实行课题制。加强财政科技

投入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项目间的有机

联系，打破条 块 分 割 的 局 面。完 善 投 融 资 体 制，促 进 科 技

与金融的互动；鼓励风险投资，推动风险投资和自主创新

的紧密结合。
（５）建立财政科技经费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逐步建

立财政科技经费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着力提升财政科技

投入绩效，努力形成本国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优势，研究

和建立科技投入绩效评估制度，提高科技投入使用的正确

性和有效性，切实提高政府管理水平、确保科技事业健康

发展；完善科技发展规划和配套措施，实行顶层设计、系统

集成，建立科技投入的统筹协调机制，对科技预算实行协

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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