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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进步应注重民生服务导向。通过构建衡量新疆科技进步水平和民生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采

用因子分析法，分别对衡量科技进步水平与民生发展水平的变量进行了数据浓缩，并通过协整分析、误差修

正模型以及格兰杰（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分析了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新疆科技进步与民生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发现，科技进步与民生发展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科技进步是民生发展的格兰杰成因，反之，民生

发展不是科技进步的格兰杰成因。以上结果表明，新疆科技进步对民生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新疆

民生发展对科技进步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为促进民生发展，新疆应当制定相应的措施，推动民生科

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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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１０年来，随 着 中 央 援 疆 力 度 的 不 断 加 大 和 西 部 大

开发战略的实施，新疆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

由２００１年的１　４９１．６０亿元增加至２００９年的４　２７０亿元，
平均增速达９．４７％，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发展成就。然而与

此同时，新疆以公共安全、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

及生态环境恶化为主要内容的民生矛盾开始凸显。对此，
中央领导给予了高度关注：２００９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

涛在新疆干部会 上 明 确 提 出 了“新 疆 跨 越 式 发 展、实 现 长

治久安”的目标；２０１０年５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了

未来１０年新疆经济社会两个跨越式发展的阶段性目 标，
即到２０１５年新疆 人 均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城乡居民收入和 人 均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能 力 达 到 西 部 地 区 平

均水平；到２０２０年新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分析

中央的治疆思路 不 难 看 出，无 论 是“长 治 久 安”，还 是 提 高

居民收入，其政策导向均以民生为重心，民生问题已经成

为新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新疆跨越式发展

进程中，要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把民生问题解决好，才能更好地凝

聚民心、民 智、民 力，为 新 疆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提 供 持 久 动

力。［１］”
世界各国 的 实 践 表 明，科 技 进 步 是 推 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改善民生的重要推动力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

技在带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

同时，也直接 为 当 地 民 众 的 生 活 提 供 了 更 多 便 利。但 是，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科技进步的关注大多集中于其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方面，而对于科技进步对民生发展的影响则关

注不足。因此，在新一轮对口援疆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

背景下，以新疆为例，将科技进步与民生发展相结合，研究

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促进新疆乃至整个西部地区民生

与科技的良性互动及民生科技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

略意义。

１　相关研究评述

科技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人类在利用科

技进步推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同 时，也 产 生 了 诸 如 环 境 污

染、生态破坏和贫困等诸多民生问题。Ａｎｎ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对

加纳东北部３个家庭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８９年生活状况的对比研

究发现，气候、政府经济政策以及市场的变化使得这３个

家庭的贫困进一步恶化。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ｏｌｉｎ　Ｃ则依据来自乌

克兰的调查数据得出结论：绝大多数乌克兰人既依赖于正



式的工资收入，又争取不依靠就业的非正式方法，以确保

他们的生计不受威胁。学术界的研究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于是服务民生成 为 各 国 制 定 科 技 政 策 和 设 立 科 研 项 目 的

重要导向之一。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在２００５年初针对科

技进步提出了３个战略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提高人民生

活质量，加强健康卫生保障；新西兰研究科技进步部提出

未来１０—１５年科 技 进 步 工 作 的 目 标 是“科 技 进 步 改 变 新

西兰的生活”，明确了未来５—１０年的战略性优先任务，其

中之一就是将科技进步植根于人民的生活；韩国政府确立

其未来科技进步的方向之一是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并从为

了获得健康生活的科技、为了创造舒适生活的科技、保证

生活安全的科技、便于人们生活的科技４个角度出发，提

出了１３项具体的民生科技任务，具体内容涵盖了医疗 卫

生、环境、自然灾害预测、人口老龄化等与民生直接相关的

科技问题。此外 日 本、印 度、欧 盟 和 澳 大 利 亚 等 也 相 继 制

定了科技进步服务于民生的科技政策［４］。
国内对科技进 步 服 务 于 民 生 的 关 注 始 于２００７年，当

时重庆市科 委 主 任 周 旭 首 次 提 出 了“民 生 科 技“的 概 念。
他提出：先进实用的民生科技应成为省级以下科研单位努

力的方向之一［５］。“民生科技”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国

内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李宏伟［６］从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

求出发，提出发展民生科技要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民

生科技应用、科技创新与科技扩散、专家决策与公众参与

的关系；程克群 等［７］则 在 调 查 研 究 的 基 础 上，从 新 农 村 建

设、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角度，论证了民

生科技在我国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罗泽荣［８］从发

展经济、提高收入、建设村镇、改善环境、扩大公益、促进和

谐等方面提出：依靠科技进步改善农村民生已成为当前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才

能使新农村 建 设 中 以 人 为 本 的 理 念 落 到 实 处。因 此 必 须

高度重视民生科技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支撑作用，大力实施

新农村建设民生科技行动；易启红［９］分析了民生科技在新

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环境 中 的 作 用，提

出民生科技应在 我 国 新 农 村 公 共 事 业 建 设 和 发 展 中 起 到

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民生与科技”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和研

究两者之间 的 关 系 提 供 了 有 益 的 借 鉴，但 也 存 在 不 足 之

处，主要表现为：在研究方法上均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

析的成果十分 缺 乏。因 此，本 文 拟 从 定 量 分 析 的 角 度，以

新疆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表征科技进步水平和民生发展

水平的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变量数据的浓缩。
同时采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及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

验等，对新疆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科技进步与民生发展之间的互

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为促进新疆民生科技发展提供相

关对策建议。

２　实证分析

２．１　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科技进步与民生发展均是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且均

呈现出系统性的特征。因此，科技进步和民生发展水平的

衡量应该由一个多指标、多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实现。
本文从系统 性 的 角 度 出 发，依 据 研 究 需 要 及 数 据 的 可 得

性，分别设置了表征科技进步水平和民生发展水平的两个

指标体系。
科技进步水平：根据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的运动过

程，分别由科技资源投入、科技资源配置、科技成果产出３
个层面，选取了科技活动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国有企事

业单位技术人员、科技进步经费内部支出、研究与试验发

展（Ｒ＆Ｄ）支出、企业各项科技资源（即科技活动人员、科学

家和工程师、科 技 经 费 内 部 支 出 以 及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支

出）所占比重、自治区级重大科技成果数量、专利申请与批

准数量、技术合同成交量、技术合同成交额共计１４个指标

衡量新疆的科技进步水平。
民生发展水平：借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有关民生

问题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５个方面，从平均每万人教师和学生数、教师负担系数、
大学生占学生的比重、平均每万人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

及病床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

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底就业人数、城镇登记

失业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城镇人均建筑面积、农村人均

居住面积、工 业 污 染 治 理 投 资 额、工 业 废 水 排 放 达 标 率、
“三废”综合利 用 产 品 产 值、人 均 公 共 绿 地 面 积、交 通 事 故

发生数、火灾发生次数等共计２２项指标衡量新疆的民 生

发展水平。
基于科技进步 主 要 统 计 指 标 的 连 续 性 及 其 统 计 数 据

可获取性原则，选取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作为样本区间，科技进

步指标数据的获取来源以新疆 统 计 年 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
为主，同时依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对缺失

数据进行补充；民生发展指标的数据则主要参考新疆统计

年鉴（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

２．２　数据处理

本文借助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首先

分别对衡量科技进步的１４项指标和民生发展的２２项指标

进行数据浓缩处理，ＳＰＳＳ１７．０的输出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科技进步ＳＰＳＳ因子分析输出结果：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１　 １４．００１　 ６３．６４３　 ６３．６４３　１２．８３１　 ５８．３２１　 ５８．３２１
２　 ３．８６６　 １７．５７２　 ８１．２１４　３．９７４　 １８．０６５　 ７６．３８６
３　 １．６１４　 ７．３３４　 ８８．５４８　２．２４２　 １０．１９０　 ８６．５７６
４　 １．１８８　 ５．３９８　 ９３．９４７　１．６２１　 ７．３７０　 ９３．９４７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

由表１可知，从测度科技进步水平的１４个实际变量中

抽取的４个因子提供的累计方差占总方差的９３．９４７％，说

明这４个因子所包含的信息占１４个实际变量所包含信息

的９３．９４７％。将这４个因子分别定义为Ｆ１、Ｆ２、Ｆ３ 和Ｆ４，
并计算出主因子得分为Ｆ＝（５８．３２Ｆ１＋１８．０６５Ｆ２＋１０．１９０
Ｆ３＋７．３７０Ｆ４）／９３．９４７。用ＫＪ表示科技进步水平的得分。

用同样的方法 得 到 民 生 发 展 指 标 体 系 的 主 因 子 并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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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其得分，最终结果用 ＭＳ来表示。

２．３　协整分析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需要验证时间序列中是否

存在单位根，因为“只有当它们的单整阶相同时，才能进行

协整检验”［１０］。常 见 的 单 位 根 检 验 方 法 有 Ｄｉｃｋｙ－Ｆｕｌｌｅｒ
（ＤＦ）检验法、Ａｕｇｍｅｎｔ　Ｄｉｃｋｙ－Ｆｕｌｌｅｒ（ＡＤＦ）检验法和ＰＰ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Ｐｅｒｒｏｎ）检验法等。本文选用ＰＰ单位根检验法

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即对变量ｙｉ 检验ｙｉ～Ｉ（１）的 原 假

设，也就是检验Δｙｉ 是否平稳。ＰＰ检验主要基于如下回归

模型：

Δｙｉ＝α＋γｔ－１＋ε１ （１）

　　其中γ＝ρ－１，ρ是最优滞后项，即选择最优滞后阶数ρ
使模型的残差项为白噪声。

采用ＥＶｉｅｗｓ５．０软件，对 ＫＪ、ＭＳ及 ＫＪ、ＭＳ的单位

根进行ＰＰ检验，检验方程的形式依据相应的时间序列变

化图来确定，检验结果见表２。
表２　ＰＰ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列
ＰＰ检验 ５％
统计量 临界值

结论

ＫＪ －０．４７４　７５３ －３．８７５　３０２ 不平稳

ＭＳ －２．２４６　６７５ －３．８７５　３０２ 不平稳

ΔＫＪ －６．９６　０２９１ －５．１２４　８７５ 平稳

ΔＭＳ －５．２７３　５０９ －３．９３３　３６４平稳

注：①此处临界值为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１９９６）ｏｎｅ－ｓｉｄｅｄ　ｐ－ｖａｌｕｅｓ；②Δ表

示一阶差分算子

由表２可 以 看 出，在 显 著 性 水 平 为５％的 前 提 下，ＫＪ
和 ＭＳ的ＰＰ检验统计值均大于其对应的临界值，而ＫＪ和

ＭＳ的ＰＰ检验统计值均小于其对应的临界值，表明ＫＪ和

ＭＳ均为Ｉ（１）序列，因此，在ＰＰ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可以

进行协整分析。采用两变量的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方法对ＫＪ
和 ＭＳ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分析，其基本步骤是：

首先用最小二乘估计法估计ＫＪ与 ＭＳ的长期线性均

衡关系，得：

ＭＳｔ＝０．０４０＋１．００１　ＫＪｔ （２）

　　再对残差ｅｔ 作单位根检验，得：

Δ^ｅｔ＝－０．４８４^ｅｔ－１ （３）

　　由于统计量为－２．９６，小于１％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２．８４，所以可认为残差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即序

列ＫＪ和 ＭＳ之间具有协 整 关 系，也 即 新 疆 科 技 进 步 和 民

生发展之间 存 在 着 长 期 的 均 衡 关 系。但 这 并 不 表 明 变 量

在受到干扰后不会偏离其长期均衡点，协整只是意味着在

均衡机制作用下，短期失衡会重新回到均衡状态。Ｇｒａｎｇｅｒ
表述定理有如下结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的

短期非 均 衡 关 系 总 能 用 一 个 误 差 修 正 模 型 表 述。借 助

ＥＶｉｅｗｓ５．０，运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科技进步与民生发展的

误差修正模型为：

ΔＭＳｉ＝０．１６３＋０．００３ΔＫＪｔ－０．３２６ＥＣＭｔ－１ （４）

　　其中：ＥＣＭｔ－１＝ＭＳｔ－１－１．００１　ＫＪｔ－１－０．０４０
式中，ΔＭＳｉ 代表新疆民生 发 展 的 短 期 波 动，ΔＫＪｉ 代

表科技进步的短期波动，ＥＣＭｔ－１代表民生发展与科技进步

之间长期均衡的调整。
由反映长期均衡关系的方程（２）可知，新疆科技进 步

水平对民生发展的弹性为１．００１，即科技进步水平每增长

１％，民生发展水平将提高１．００１％，表明 科 技 进 步 对 民 生

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而从误差修正模型（４）可以看出，科

技进步对民生发展水平提高的短期弹性仅为０．００３，远小

于长期弹性。其 原 因 可 能 在 于 科 技 进 步 水 平 的 提 高 主 要

是通过各种科技 资 源 在 不 同 的 科 技 活 动 主 体 间 进 行 合 理

配置实现的，而由于部门利益的存在，科技资源的合理配

置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因而科技作用的发挥自然也需要一

定的 时 间 和 过 程。另 外，方 程（４）中 ＥＣＭｔ－１ 的 系 数 为

－０．３２６，符合修正反馈机制，即新疆民生发展水平的实际

值与长期均衡值的差距大约有３％得到纠正或消除。

２．４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论只是统计

意义上的因果性，对此，格兰杰将因果关系定义为“依赖于

使用过去某些时 点 上 所 有 信 息 的 最 佳 最 小 二 乘 预 测 的 方

差。”在时间序列情形下，两个经济变量Ｘ、Ｙ之间的格兰杰

因果关系可定义为：若在包含了变量Ｘ、Ｙ的过去信息的条

件下，对变量Ｙ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Ｙ的过去信息

对Ｙ进行的预测效果，即变量Ｘ有助于解释变量Ｙ的将

来变化，则 认 为 变 量 Ｘ是 引 致 变 量 Ｙ的 格 兰 杰 原 因［１１］。
利用ＥＶｉｅｗ５．０软件对科技进步与民生发展水平之间的格

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格兰杰检验结果

零假设 滞后阶 Ｆ－统计量 概率 结论

科技进步不是民生的

格兰杰成因
３　 ９．２８６　２５　０．０４９　９３ 拒绝

民生不是科技进步的

格兰杰成因
３　 ０．１００　０２　０．９５４　７５ 接受

　　由表３可 以 得 出 结 论：在１％显 著 水 平 下，滞 后３阶

时，科技进步是民生发展的格兰杰成因，但民生发展不是

科技进步的格兰杰成因。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对民生发展

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表明新疆的民生发展状

况不合理，不能对其科技进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３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１）紧握新 一 轮 对 口 援 疆 机 遇，推 进 新 疆 民 生 科 技 服

务均等化进程。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９日结束的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将“着力解决民 生 突 出 问 题”作 为 新 一 轮 对 口 援 疆 的

首要任务，山东、广东等全国１９个省市按 中 央 部 署，以 支

援汶川地震灾区重建的模式，投资逾千亿元支援新疆民生

建设，其中棚户区改造、医院和学校建设、城乡居民基本生

活改善等民 生 建 设 工 程 均 需 要 以 科 技 作 为 重 要 支 撑。以

此为契机，新疆应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为核心，进一步推

进民生科技服务均等化进程。首先，应加大对民生领域科

技资源投入的倾斜力度。要充分利用中央优惠政策，争取

把更多的科技资源配置在现代绿色农业技术、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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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家庭新能源等民生领域，将资源配置

的重点逐步转向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断

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为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
服务。其次，应正确处理民生科技服务公益性与非公益性

的关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把满足各族人民群众基本公

共服务需求作为民生改善的首要任务，优先发展公益性的

民生科技服务，妥善处理好公益性和非公益性民生科技事

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积极促进非公益性民生科技服务事业

的发展，不断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事业发

展需求。最后，应加强公共财政对民生科技服务事业发展

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加大对南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

的民生科技服务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公共服务的结构和质

量，逐步实现均衡协调发展。
（２）采取 多 种 措 施，激 发 民 众 科 技 需 求。实 证 研 究 表

明，新疆科技进步水平与民生发展水平具有长期的协整关

系，科技进步是民生发展的格兰杰成因，反之，民生发展不

是科技进步 的 格 兰 杰 成 因。造 成 这 种 状 况 的 原 因 之 一 可

能在于民众对科技的认知度低，科技需求不高。新疆是以

维吾尔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区，境内居住着４０多个民族。
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传统、生活习惯乃至

语言文字差异，其对科技的认知水平呈现出总体低下、参

差不一的特征。为此，应积极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报刊等

多种传播媒介，积极创新科技下乡、科技进社区、科技进学

校等宣传形式，围绕各族民众关注的食品饮水安全、医疗

保健等内容，做好面向大众的科技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各

族民众对科技的认知度，激发民众的科技需求。
现有科技成果 评 价 体 系 不 合 理 也 是 制 约 民 众 科 技 需

求的一个重 要 因 素。新 疆 现 有 的 科 技 成 果 评 价 大 多 还 停

留在实验室试验成功、原理样机完成、文章发表和报告完

成的水平上，造 成 了 科 技 成 果 与 市 场 需 求 的 脱 节。为 此，
要改革现有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除考虑科技投入和产出

的经济效益指标外，还必须将生态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指

标纳入到科技投入和产出绩效评价的框架中，切实关注科

技创新对生活改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及社会和谐的正

面与负面影响效应。
（３）转 变 传 统 的 科 学 价 值 观，注 重 科 技 的 民 生 导 向。

新疆民生科技的发展应转变传统的科技价值观，实现从学

院科学、后 学 院 科 学 价 值 追 求 到 民 生 科 技 价 值 追 求 的 转

变。所谓“学院科 学”，就 是 存 在 于 高 校 和 科 研 院 所“为 知

识而知识”的学术科学，秉承的是追求真理的价值观，重科

学理论知识而轻成果的实际应用。“后学院科学”又称“产

业 科 学”（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是 学 院 科 学 向 产 业 领 域 的 扩

展，主要存在于现代工商企业，强调效用性、应 用 价 值、商

业价值，形成的是追求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价值观。从学

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转变是科技价值观的重大进步，它

促进了生产 力 的 发 展，同 时 也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社 会 物 质 财

富，但毕竟不同于民生科技基于民众现实生活的需要、追

求群体幸福和 谐 的 价 值 追 求。学 院 科 学、后 学 院 科 学、民

生科技之间在知识内涵上虽然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但是

在科技价值 观 上 却 有 着 显 著 的 不 同。这 就 是 从 与 价 值 无

涉的纯科学研究到追求财富增长的功利科学，再到满足大

众现实生活需要、追求群体幸福和谐的人性化科学技术。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间，新疆共获得自治区级以上重大科技

成果２　９１２项，其中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７７项，但是这些

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产品的却不多，应用于民生领域的则

更少。造成这种 状 况 的 主 要 原 因 在 于 科 技 人 员 受 传 统 观

念影响，尚存在 重 研 究，轻 转 化；重 学 术，轻 实 用；重 理 论，
轻实践；重功 利，轻 民 生 的 价 值 倾 向。正 是 由 于 这 种 科 技

价值倾向的存在，使得新疆每年大量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变

成了无价值的 知 识 沉 淀，造 成 了 巨 大 的 浪 费。因 此，要 加

大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科技投入，逐步探索和建立民生科技

激励机制，促使科技人员建立科技服务民生的价值理念，
以此推动新疆民生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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