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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对湖南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沈　飞，伍　卓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基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和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对湖南省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１年间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湖南省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大量的资本投入引起的，技术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度极低，这进一步表明湖南省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将湖南省经济

增长的根本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要实行鼓励性创新政策、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完善企业

创新制度、建立湖南省有效的产学研体系、加强企业间人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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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湖南省经济取得了快速的 增 长，通 过 查 询《中 国 统 计 年 鉴》（２０１２）发 现，２０１１年

湖 南省名义ＧＤＰ总量接近２万亿，排名位居全国前十位，而全省人均ＧＤＰ更是超过４０００美元。［１］然而湖

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高资本投 入、高 能 耗 及 大 量 的 廉 价 劳 动 力 投 入 所 取 得，尽 管 这 种 粗 放 型 经 济

模式对湖南省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发展模式 却 是 以 环 境 的 破 坏 和 资 源 的 匮 乏

来换取的。而集约型经济模式不仅可以避免这类代价 的 发 生，而 且 还 可 以 促 进 经 济 的 可 持 续 发 展，在 这

种模式中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可忽 略。基 于 构 建 集 约 型 经 济 模 式 的 目 标，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湖 南 省 成 为“两 型

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的首批试验省份之一。

２０世纪以来，技 术 进 步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受 到 国 内 外 学 者 的 广 泛 关 注。熊 彼 特（１９３９）将“技 术 创

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生变量”，并强调了“技术创新”对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作 用；［２］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索洛（１９５６）的 经 济 增 长 模 型 表 明：在 生 产 要 素 中，技 术 创 新 导 致 了８０％的 经

济增长；［３］邵军、徐康宁（２０１０）在 研 究 我 国 的 城 市 生 产 率 增 长、效 率 改 进 和 技 术 进 步 的 关 系 时，发 现 自

１９９９年以来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技术 效 率 的“水 平 效 应”，而 非 技 术 进 步 的“增 长 效 应”；［４］王

兵、颜鹏飞（２００７）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果，他们认为是技术效率对我国劳动生产率 的 提 高 做 出 了 贡 献，

而非技术进步做出的贡献；［５］而刘希宋、李玥（２００７）则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技 术 进 步，并 将 技 术 进 步

看做是实现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后盾；［６］徐辉（２００９）、李晓宁（２０１２）等 通 过 实 证

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 的 贡 献 度 较 小，然 而 资 本 的 贡 献 度 较 高；［７］［８］而 陈 昕、黄 清 珍（２０１０）则 从

技术创新的角度，论证了省际间技术创 新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度 的 大 小，可 以 通 过 比 较 各 省 从 业 人 员 的 人

均专利授权比率来得到。［９］

至今为止，关于技术进步对湖南省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文 献 还 很 少，本 文 通 过 选 取 湖 南 省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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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的相关面板数据，就技术进步对湖南省经济增长 的 影 响 进 行 实 证 分 析，以 期 找 出 全 面 推 动 湖 南 省

经济快速、可持续增长的手段和方法。

二、模型的建立与设计

（一）基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

生产函数描述的是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与其 所 能 生 产 的 最 大 产 量 间 关 系 的 数 学 模 型。

本文采用孟夏（２００１）构建的包含 技 术 进 步 因 素 的 经 济 增 长 模 型。［１０］其 假 设 条 件 为：①在 生 产 过 程 中，资

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②厂商的规模报酬不变；③技术进步是可变的；④技 术 进 步 为 希 克 斯 中 性。模 型

形式如下：

Ｙ＝Ａｅｒ　ｔ　ＫαＬβｅｕ （１）

其中：Ｙ、Ｋ、Ｌ分别代表ｔ时期的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Ａ代表基期的技术水平；ｒ代表技术 进 步

率；α、β分别代表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ｔ、ｕ代表时期和误差项。

对（１）两边分别取对数，可得

ｌｎＹ＝ｌｎＡ＋ｒ＊ｔ＋αｌｎＫ＋βｌｎＬ＋ｕ （２）

在假设②中，由于厂商的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１，代入（２）式可得

ｌｎＹ＝ｌｎＡ＋ｒ＊ｔ＋αｌｎＫ＋（１－α）ｌｎＬ＋ｕ （３）

对（３）式继续化简可得回归模型

ｌｎＹＬ＝ｌｎＡ＋ｒ＊ｔ＋αｌｎ
Ｋ
Ｌ＋ｕ

（４）

本文则基于根据公式（４）来估计资本产出弹性α和劳动产出弹性β，从而 进 一 步 研 究 技 术 进 步 与 湖 南

省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二）基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索洛增长方程实际上就是道格拉 斯 生 产 函 数Ｙ＝Ａｅｒ　ｔ　ＫαＬβ 的 变 形，推 导 过 程 不 再 赘 述，索 洛 经 济 增

长方程是：

ｙ＝ｒ＋αｋ＋βｌ （５）

也即索洛方程，式中的ｙ、ｋ、ｌ分别表示湖南省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率以及就

业人口的增长率。对（５）式两边同除以ｙ，则有：

ｒ
ｙ＋

αｋ
ｙ＋

βｌ
ｙ＝１

（６）

令Ｅｒ＝ｒｙ
，Ｅｋ＝αｋｙ

，Ｅｌ＝βｌｙ
，其中Ｅｒ、Ｅｋ 和Ｅｌ 分别表示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 劳 动 投 入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献度。

Ｅｒ＋Ｅｋ＋Ｅｌ＝１ （７）

根据公式（７），则可以在已知湖南省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 长 贡 献 度 的 情 况 下，测 算 湖 南 省 技

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三、区域样本的模拟计量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指标选取的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可能不同，因此本文中选取的指 标 主 要 有 湖 南 省 的 经 济 总 量、资 本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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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量和劳动投入。由于所选取的指标较为宽泛难以获得较为准确的计 录 数 据，所 以 进 一 步 对 这 些 指 标 进

行替代处理，其中用湖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Ｙ、固定资 产 投 入 Ｋ和 就 业 人 口 数 量Ｌ分 别 替 代 湖 南 省 的 经

济总量、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量。

文中选取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１年湖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各 年 年 末 就 业 人 口 数 量 为 样 本

数据，为了使不同时期的数据具有可比较性，需要对数据进行初始化处理，所 以 本 文 中 所 使 用 的 数 据 均 剔

除了各年的物价指数，最终换算成以１９９９年为基期不变价的样本数据，因此所 计 算 的 增 长 率 都 是 实 际 增

长率，具体指标如表１所示。

表１　处理后的湖南省统计指标数据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Ｙ

（亿元）

就业人数Ｌ

（万人）

固定投资额Ｋ

（亿元）

ＧＤＰ年增长率ｙ

（％）

就业人数增长率ｌ

（％）

固定投资额增长率ｋ

（％）

１９９９　 ３４０６．７５　 ３６０１．３９　 ９５７．４７ － － －

２０００　 ３７１３．３４　 ３５７７．５８　 １０７５．７３　 ９．００ －０．６６　 １２．３５

２００１　 ４０４７．５１　 ３６０７．９６　 １２２８．８６　 ９．００　 ０．８５　 １４．２４

２００２　 ４４１１．８１　 ３６４４．５２　 １３７８．０４　 ９．００　 １．０１　 １２．１４

２００３　 ４８３５．３０　 ３６９４．７８　 １６２４．６７　 ９．６０　 １．３８　 １７．９０

２００４　 ５４２０．４４　 ３７４７．１０　 １９１３．５７　 １２．１０　 １．４２　 １７．７８

２００５　 ６０８１．７８　 ３８０１．４８　 ２３８６．３２　 １２．２０　 １．４５　 ２４．７０

２００６　 ６８６０．１７　 ３８４２．１７　 ２９６８．４９　 １２．８０　 １．０７　 ２４．４０

２００７　 ７８８９．２４　 ３８８３．４１　 ３７０４．８１　 １５．００　 １．０７　 ２４．８０

２００８　 ８９８５．８５　 ３９１０．０６　 ４５５０．６３　 １３．９０　 ０．６９　 ２２．８３

２００９　 １０　２１６．９７　 ３９３５．２１　 ６０８０．３５　 １３．７０　 ０．６４　 ３３．６２

２０１０　 １１　７０８．６５　 ３９８２．７３　 ７２３１．２０　 １４．６０　 １．２１　 １８．９３

２０１１　 １３　２０７．３５　 ４００５　 ７６８９．２４　 １２．８０　 ０．５６　 ６．３３

注：表中数据是对《湖南省统计年鉴》（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和《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相关数据以１９９９年为基期进行处理后所得

　　（二）模型的输出检验

根据公式（４），使用ＥＶｉｅｗｓ　６．０软件对处理后的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１年湖南省 统 计 指 标 数 据 进 行 最 小 二

乘回归分析，处理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方程是：

Ｌｎ（Ｙ／Ｌ）＝０．４６６１９８＋

０．３９７９８５Ｌｎ（Ｋ／Ｌ）＋

０．０３４２７４　Ｔ （８）

其中 回 归 方 程 的 可 决 系

数Ｒ２＝０．９９７３０６，调 整 后 的

可 决 系 数Ｒ２＝０．９９６７６７，说

明该 方 程 对 样 本 数 据 拟 合 的

效 果 较 为 理 想。对 该 方 程 进

行Ｆ检 验，令 显 著 性 水 平α＝

０．０５，查得临界值Ｆ０．０５（２，１０）＝１９．３９６，回归方程的Ｆ＝１８５１．０２６明 显 大 于１９．３９６，所 以 回 归 方 程 显 著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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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归方程的经济学解释

由（８）式可知，资本的产出弹性α＝０．３９７　９８５，因 此 劳 动 的 产 出 弹 性β＝１－０．３９７　９８５＝０．６０２　０１５，

表明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湖 南 省 的 资 本 投 入 每 增 加１％，国 民 生 产 总 值 就 增 加０．５２２％，而 劳 动

投入每增加１％，可以导致湖南省国民生产总值增加０．４７９％。

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此 模 型 可 以 通 过 计 算 分 析 资 本 投 入 以 及 劳 动 投 入 的 变 化 量，来 预 测

未来几年湖南省的经济增长率。

（四）生产要素贡献度的测算

基于处理后的湖南省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统计 指 标 数 据，利 用 回 归 方 程 所 计 算 出 的 资 本 产 出 弹 性 和 劳 动

产出弹性以及公式（７），可算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１年湖南省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如表２所示：

表２　湖南省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１年各生产要素的贡献度

年份 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２０００　 ８２．６２ －２．９２　 ２０．３０

２００１　 ９５．２３　 ３．７６　 １．０１

２００２　 ８１．２０　 ４．４７　 １４．３４

２００３　 １１２．２４　 ５．７２ －１７．９７

２００４　 ８８．４６　 ４．６７　 ６．８７

２００５　 １２１．９０　 ４．７３ －２６．６３

２００６　 １１４．７５　 ３．３３ －１８．０８

２００７　 ９９．５５　 ２．８４ －２．３９

２００８　 ９８．８８　 １．９８ －０．８５

２００９　 １４７．７１　 １．８６ －４９．５７

２０１０　 ７８．０４　 ３．３０　 １８．６６

２０１１　 ２９．７９　 １．７４　 ６８．４７

　　由表中数据也可计算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间的各要素 平 均 贡 献 度，资 本 投 入 的 平 均 贡 献 度 是９５．８６％，

劳动投入的平均贡献度是２．９６％，而技术进步的平均要素贡献度是１．１８％。从而可 以 看 出，湖 南 省 的 经

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资本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术的进步，很明显这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这１２年间，其中有６年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 值，说 明 技 术 进 步 对 湖 南 省 经 济 增 长

的贡献度很小，虽然湖南省近年来的科技投入量很大科技成果也较为突出，但 是 为 什 么 会 是 这 种 情 形 呢？

原因在于湖南省并没有将创新成果有效地运用于实践中，缺少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实践应用的相关机制。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 经 济 发 展 有 着 密 切 的 联 系，而 技 术 进 步 的 高 贡 献 度 则 是 在 经 济 增

长减速的成熟期才会发生，湖南省现今的经济增长 还 处 在 经 济 发 展 的 初 级 阶 段。长 期 而 言，技 术 进 步 是

经济发展的根本源泉，因此湖南省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需要从依靠要素 投 入 的 粗 放 型 经 济 增 长 模 式 转 变

为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

四、结论和建议

从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湖南省 资 本 投 入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度 最 大，而 技 术 进 步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度则最小。为使湖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即将湖 南 省 经 济 增 长 的 根 本 动 力 从 依 靠

要素投入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途径促使技术进 步 以 及 技 术 向 产 品 转 化，最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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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湖南省经济的绿色、快速和可持续增长。

（一）实行鼓励性创新政策，提高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湖南省未来经济的增长应主要依 靠 技 术 进 步，其 中 高 新 技 术 的 研 发 与 应 用，可 以 促 进 湖 南 省 产 业 结

构的变迁和优化。不仅如此技术进步能否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根本动 力 作 用，还 受 到 政 府 政 策 的 影 响。因

此，政府应该合理规划产业政策，制定相应的鼓励性政策来激励科研人员进 行 创 新 性 研 发，并 在 科 研 基 础

设施上进行有效的供给，从而更好地促进湖南省高新技术的研发。

（二）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积极构建企业间的创新平台

湖南省创新项目的研发在很大程 度 上 需 要 依 靠 企 业，在 技 术 创 新 的 整 个 产 业 链 中，不 可 能 每 个 企 业

都参与整个研发过程。在研发过程，应充分发挥企业的 相 对 创 新 优 势，通 过 政 府 建 立 的 企 业 间 创 新 平 台

实现合理分工，各自研发具有优势的项目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对各部分进行 有 效 整 合，从 而 大 大 缩 短 创 新

技术或产品的研发时间。不仅如此，企业创新平台的建立，还有助于技术或产品的进一步升级。

（三）完善企业创新制度，避免重复技术的研发

创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对企业的 生 存 来 说 有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然 而 在 创 新 过 程 中，应 有 效 地 借

鉴其他企业已有的高新技术，将其应用于自身产品的研发中并加以改造升 级，避 免 部 分 技 术 的 重 复 研 发。

这种重复研发不仅耗费企业的资金投入，还使企业投入了过长的时间，从而 错 过 对 其 他 创 新 机 会 的 获 取，

时间的耗费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隐形成本投入。

（四）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建立湖南省有效的产学研体系

湖南省有较多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但 是 湖 南 省 的 人 才 优 势 并 没 有 体 现 在 技 术 创 新 上。尽 管 近 年 来，

湖南省在技术创新上投入的资金较大，但成果的研 发 数 量 以 及 成 果 的 投 入 使 用 量 并 不 是 很 大。同 时，尽

管湖南省有众多高校，但是长沙地区以外高校的科 研 项 目 投 入 并 不 是 很 大。因 此，湖 南 省 一 方 面 需 要 加

大对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有效的产学研体系，特别是要 加 大 对 研 发 成 果 的 转 化 力 度，

促使研发成果转变成产品，进一步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

（五）加大对中小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中小技术企业的竞争力远 远 不 及 大 企 业 的 竞 争 力，但 是 中 小 技 术 企 业 却 解 决 了 大 量 的 工 人 就 业 问

题。创新成果的研发所需要的资金与人力往往是中小企业难以承担的 投 入 成 本，中 小 企 业 无 论 是 在 资 金

拥有量上还是在技术人才的雇佣量上，都 无 法 与 大 型 企 业 相 比 较，进 而 产 品 的 竞 争 力 也 难 以 与 大 型 企 业

的产品相抗衡。为了给中小企业以生存的空间，政府一 方 面 可 以 鼓 励 大 型 企 业 高 新 技 术 的 转 让，使 中 小

技术企业可以购买大型企业所研发的技术成果，进而提升其产品质量；另一 方 面，为 了 使 中 小 技 术 企 业 的

人才引进能得以顺利进行，政府可以鼓 励 大 学 毕 业 生 及 其 他 人 员 进 入 中 小 技 术 企 业，并 给 以 相 关 优 惠 措

施和政策。

（六）加强企业间人才交流，促进技术的互相学习

人才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本，科技人才的质量同时也决定 了 企 业 的 发 展 空 间 以 及 产 品 的 竞 争 力。各

企业的员工数量是有限的，从而企业人才的知识结 构 也 是 固 定 的。随 着 全 球 化 的 日 益 加 剧，创 新 性 思 维

在产品研发上的作用越来 越 明 显，各 企 业 应 加 大 企 业 间 的 参 观、交 流 和 访 问，进 一 步 推 动 高 新 技 术 的 升

级。

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技 术 进 步 都 将 是 经 济 增 长 的 核 心，同 时 技 术 进 步 正 日 益 成 为 国 家

间或地区间经济增长比较的重要指标，而对于湖南省来说，技术进步更是其 未 来 经 济 发 展 的 主 要 动 力，必

将成为推动湖南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实现经济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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