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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进步的基本概念源自经济学家对生产函数的研究。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 , 山东省经

济高速发展 ,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增长速度方程测算 , 我们发现科技进步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却

是在不断下降的 , 尤其是 2002—2003 年期间 , 贡献率竟然出现了负值 , 这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理论背道而驰。因此 , 必须进一步贯彻 “科教兴国” 战略 , 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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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最近十年以来 , 山东省经济高速发展 , 人均收入也

不断攀升。 据测算 , 在 1996 ～ 2003 年八年间 , 山东省

GDP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11.22%, 比同期全国 8.07%的增

长速度高出 3 个百分点之多。 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大而强 、 富而美” 社会主义新山东宏伟目标的实现 , 需

要今后 20 年仍将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 ,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也证明了每一次科

学技术的突破 , 都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 , 而且这种促进

作用越来越大。随着工业化阶段性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

的推进 , 加快科技进步 , 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 , 将是实

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那么 , 在山东省经济

增长中 , 科技进步因素的贡献有多大呢? 本文拟就该问

题浅作分析。

2　模型的选择
衡量科技进步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可供

使用的经济数学模型有很多。考虑到科学性 、 普遍性 、

简单性 、 可行性等基本原则 , 我们采用的是国家发改委 、

国家统计局推荐的增长速度方程:

y=a+αk+β l

其中:y 为产出的年增长速度;a 为科技进步的年增

长速度;k 为资金的年增长速度。 l为劳动的年增长速度。

α为资金产出弹性系数 (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资

金增加 1%时 , 产出增加α%)。β 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

(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劳动增加 1%时 , 产出增

加 β%)。

科技进步 、 资金 、 劳动对产出增长速度的贡献率

EA、 EK、 EL分别为:

EA=a/y

EK=αk/y

EL=β l/ y

3　指标的选择及其计算
为了能够正确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 在测算科

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 , 必须要慎重选择代表产出

量 、 资金量和劳动量的指标。

3.1　产出量的确定

国内生产总值 (GDP)是指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 、 一

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 、 在一定时期生产活动的最

终成果。它是衡量经济增长规模与增长速度的基础指标。

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 , 依然使用 GDP 指标。当然

GDP有其局限性 , 但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其合理性。况

且 , 对于绿色 GDP 目前核算上仍然存在两大技术难题:

一是资源环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步 , 二是资源环境

如何定价。尽管有许多学术机构在测算绿色 GDP , 但目

前尚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公布过绿色 GDP。 所以 , 我们

还是选用GDP来反映经济增长情况 , 即 y 为 GDP 增长速

度。山东省 1996～ 2003各年 GDP的环比增长速度 , 如表

1所示。

表 1　山东省 GDP增长速度计算表

年份 GDP实际数 (亿元)
GDP增长速度 (%)

y

1996 5960.4 12.24

1997 6650.0 11.24

1998 7162.2 10.84

1999 7662.1 10.14

2000 8542.4 10.50

2001 9438.3 10.05

2002 10552.1 11.55

2003 12435.9 13.70

平均 —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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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劳动量的确定

劳动力资源包括劳动力人数和非劳动力人数两部分。

劳动力人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 一定年龄 (通常 16 岁)

以上 、 有劳动能力 、 实际参加或尚未参加社会经济活动

的人口。劳动力人数中 , 实际参加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

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 , 称作就业人数。 劳动量不应当

是可能的劳动消耗 , 而应当是实际的劳动消耗。 因此 ,

在用宏观方法研究生产过程时 , 可以采用就业人数来说

明劳动的消耗 , 即 l为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山东省 1996～

2003各年平均就业人数环比增长速度 , 如表 2所示。

表 2　就业人数增长速度 l及劳动产出弹性 β 计算表

年份
年末就业人数

(万人)
年均就业人数

(万人)

就业人数增长

速度 (%)

l

人均 GDP

(元)
人均可支配

收入 (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占

人均GDP 比重 (%)

β

1996 5228 5218 0.47 6834 2813 41.16

1997 5256 5242 0.46 7590 3052 40.21

1998 5288 5272 0.57 8128 3283 40.39

1999 5315 5301 0.55 8673 3397 39.17

2000 5442 5378 1.45 9555 3686 38.58

2001 5475 5459 1.51 10465 4003 38.25

2002 5527 5501 0.77 11645 4307 36.99

2003 5621 5574 1.33 13661 4783 35.01

3.3　资金量的确定

根据有关测算方法介绍 , 我们认为把每年的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额 , 作为投入的资金总额 , 比较符合实际

情况。需要指出 , 所有的价值指标 , 都要从现行价格换

算成可比价格 , 即 k 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山东省 1996 ～ 2003 各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

如表 3所示。

表 3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k 及

资金产出弹性α计算表

年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 (亿元)

环比增长

速度 (%)
资金产出

弹性 (%)

k α

1996 1558 17.94 58.84

1997 1792 15.02 59.79

1998 2057 14.79 59.61

1999 2222 8.02 60.83

2000 2543 14.45 61.42

2001 2808 10.42 61.75

2002 3509 24.96 63.01

2003 5328 51.84 64.99

3.4　参数的选择
在应用增长速度方程研究科技进步的作用时 , 必须

确定资金产出弹性α和劳动产出弹性 β 。 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 , 劳动产出弹性是劳动者总收入与 GDP 之比。

考虑到统计资料取得方便 , 我们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与

人均 GDP 之比 , 来替代劳动产出弹性 β 。山东省 1996 ～

2003各年劳动产出弹性 β 计算结果 , 如表 2 所示。 再假

定规模收益不变 , 此时α+β=1成立。这样 , 就很容易推

算出资金产出弹性α, α=1-β。山东省 1996 ～ 2003 各年

资金产出弹性α计算结果 , 如表 3 所示。

4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4.1　测算结果

首先 , 依据表 2 资料 , 将各年的就业人数增长速度 l

及劳动产出弹性 β 相乘 , 计算出 β l。其次 , 依据表 3 资

料 , 将各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k 及资金产出弹性α

相乘 , 计算出αk。再次 , 代入增长速度方程求得年科技

进步速度 a , 即 a=y-αk-β l , 换句话说 , 年科技进步速

度就是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减去经过加权的年资金

增长速度与年劳动增长速度后 ,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
度的余额。至此 , 就可计算出劳动 、 资金 、 科技进步对

产出增长速度的贡献率。山东省 1996 ～ 2003 各年劳动 、

资金 、 科技进步在 GDP增长中的贡献大小 , 如表 4 所示。

表 4　1996～ 2003年各要素对 GDP增长的贡献计算表

年份

GDP增长速

度 (%)

劳动对GDP

增长的贡

献 (%)

资金对GDP

增长的贡

献 (%)

科技进步对

GDP增长的

贡献 (%)

y βl/y αk/y a/ y

1996 12.24 1.58 86.24 12.18

1997 11.24 1.64 79.90 18.46

1998 10.84 2.12 81.33 16.55

1999 10.14 2.12 48.11 49.77

2000 10.50 5.33 84.52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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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执行 , 提高资源的消耗和降低废物的排放量。总之 ,

石油企业应当在三重业绩评价的基础上找差距 , 积极响

应科学发展观 , 提倡环境化设计 , 实施清洁与安全生产 ,

关注社会责任 , 在经营业绩 、 生态业绩和社会业绩方面

快速多赢 , 实现石油企业的 “经济—生态—社会” 持续
协调快速发展。

4　总结与展望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石油行业企业生产的特点 ,

从经营 、 生态和社会 3 个方面构建了石油企业三重业绩

评价指标体系 , 并提出了石油企业三重业绩评价模型 ,

从经营 、 生态和社会 3 个方面对石油企业的综合业绩进

行评价 , 弥补单一业绩评价方法不能评价企业综合业绩

的不足。但需要指出的是 , 该模型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
首先是在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上 , 石油行业企业生产的

复杂性和独特性决定了对其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上存在

很大困难;其次是在三重业绩评价指标的权重划分上 ,

该模型的划分具有较大的主观性 , 也许可以适用于某一

类石油企业 , 但整个石油行业长长的生产链上有太多的
企业 , 需要在不同企业的划分上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而

确定不同的权重 , 但这样又造成了最终评价结果的不可

比 , 两者间的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最后是在定量

指标标准值的确定上 , 不同类型企业是否需要不同的标

准值 , 这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总之 , 该业绩评价

体系的构建可以看作是对石油行业企业现行的业绩评价

体系的总结和改进 , 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
需要在对石油行业企业生产经营结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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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份

GDP增长

速度 (%)

劳动对 GDP

增长的贡

献 (%)

资金对 GDP

增长的贡

献 (%)

科技进步对

GDP增长的

贡献 (%)

y β l/ y αk/ y a/y

2001 10.05 5.75 64.02 30.23

2002 11.55 2.47 136.17 -38.64

2003 13.70 3.40 245.92 -149.32

4.2　结果分析

从表 4数据 ,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资金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 “举足轻重” 。 1996

～ 2003年期间 , 山东省的经济增长 , 主要还是依靠资金

投入来带动 , 资金的贡献率一直是最大的。而且资金与

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当经济增长速度

较快时 , 资金贡献就大;当经济增长速度较慢时 , 资金
贡献就小。可以断言 ,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 资金因素依

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资金对于经济增长 , 不

仅具有决定性作用 , 而且有一种发展趋势在急剧攀升 ,

即经济增长对资金的依赖越来越强。这说明了 , 我省经

济增长是典型的粗放式扩大再生产 , 经济增长方式没有
实质性转变。同时 , 如果一旦出现资金 “断档” , 整个经

济就会丧失前进动力。

(2)劳动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 “微不足道” 。 在

1996～ 2001年期间 , 劳动对山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微乎其

微 、 乃至可有可无。从整个宏观来看 , 上个世纪 90 年代

初期起 , 我国经济活动的资金投入增速远远大于劳动投
入的增长 , 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 “资金增密化” 过程。

毫无疑问 , 山东省的经济活动也会具备这一特征。 但在

2000年之后 , 劳动的贡献率有所上升。 这表明 , 随着人
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研究的深入 , 人力资源作为

知识的载体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 对经济增长所起的

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 近年来 , 从世界范围内的经

济理论研究看 , 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系统的知识
水平和人才素质已经纳入到生产函数的内在部分 , 也就

是说 , 已经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之一。经济越是高度发展 , 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的素质在

其中的比值就越大。

(3)科技进步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来就不太大。
从表 4 所选8 个年份资料看出 , 只有 1999 、 2001 两个年

度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了 20%。从 2002 年开始 , 科技

进步贡献率急转直下 , 竟然连续两年都出现了负值 , 不

仅没有 “贡献” , 而且需要 “补贴” 。这与 “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 理论 “ 背道而驰” , 与 “科教兴国” 战略
“南辕北辙” 。在知识经济时代 , 科技革命日新月异 , 技

术创新已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 国

际间 、 区域间的激烈竞争归根到底是技术创新 、 知识创

新和高新技术发展上的竞争 , 谁能抢先一步 、 高人一筹 ,

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因此 , 必须抢抓机
遇 , 加快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 以便保证整个经济长期 、

平稳地高速发展 , 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

“大而强 、 富而美” 社会主义新山东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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