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信息服务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作用探析* 

杨海余,袁 丁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114) 

 【摘 要】许多学者对信息产业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在此基础上,借鉴有关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采用协整检验地方法,定量分析湖南省信息服务

业与湖南省GDP的关系。发现湖南省信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两者存在着长期的协同关系；尽管信息服

务业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但信息服务业的产值对GDP增长贡献较小；信息服务业对经济结构

具有优化作用。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信息服务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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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业是指利用计算机、通信和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从事信息的生成、收集、处理加工、存储、传递、检索和利用,向

社会提供各种信息产品或服务,从而实现信息价值增益的行业集合体。 

随着经济发展的重心向服务业转移,信息服务的发展不仅成为衡量经济状况和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

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作用突出。信息服务以其极强的渗透和带动作用,融入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得新兴技术得以推广应用,

知识、经验的传播积累更加快捷,从而促进内生技术进步, 拉动经济增长(倪庆萍, 2001； 徐升华、毛小兵,2004；丁卡尼, 2006)。

许多学者利用修正的C- D生产函数将GDP与信息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有力地证明了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刘荣

添、叶民强, 2006；王悦, 2007)。而为了剔除变量之间的自相关,考察信息产业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利用协整

的方法,可以得到大体与上一致的结论(吴先华、郭际, 2006； 张安, 2006)。 

本文仅借鉴有关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将信息服务业分离出来,并结合湖南省的具体情况进行探讨。 

一、信息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解释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保罗· 罗默首先将技术进步认定为内生变量,当作是厂

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将经济增长模型修改为: 

其中, Y 是总产出, K 为资金投入, L 为劳动投入, S 则代表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知识

和技术,技术又是包含在知识范畴内的。也即: 将知识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加到了模型中,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收益,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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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益又促进知识积累。这样,为了提高经济水平,就得投入知识要素,知识也就内生化了。 

而信息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是由信息凝炼出来的,信息服务通过与经济活动中各领域各行业的渗透融合,不仅催生新兴产业,

加速落后产业的衰亡,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极大地促进了产业融合及整体优化。而且对于新兴技术的推广运用及知识、经验的

传播积累,进而对于推动经济内生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随着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可以把信息也当作一个增长源,加

入到了社会总产值的考察当中,修改 C- D 函数为 

 

其中, I 为信息产业产值。将上述方程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可得 

 

上述结果表明,信息产业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显著,信息产业丰裕度指数的对数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引起同一时期GDP指

数的对数值提高0. 2527个单位,影响度较强。 

二、湖南省信息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为了验证信息服务业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面将采用协整检验的方法,考察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 

(一)数据说明 

由于缺乏信息服务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仅用湖南省1990— 2007年的IT和软件业务销售收入及电信业务收入之和代替信息服

务业的产值； 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湖南省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且为减少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将两组数据都取自然对数, 

即LN GDP、LN IN COME。 

(二)协整关系检验 

1. 利用ADF方法检验时间序列 

LN GDP和LN IN COME的平稳性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对两个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单整阶数相同,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经过单位根检验,两个序列初始不平稳,经过两阶差分,在1% , 5% , 10%的显著水平下,都达到了二阶单整,具体结果如表1、表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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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 

下面采用恩格尔— 格兰杰两步估计法,考察两个序列的协整关系。首先做协整回归,用O LS方法估计下列方程 

 

其中,为协整参数,并可以得到相应的残差序列为ut = LGDPt - (T+ ULINCOMEt )。 

由EV IEWS软件,得到的协整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上可知,信息服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 趋向于长期均衡。其中LIN COME 对LGDP的弹性为0. 59,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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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产值的对数每增长1% ,会促使省GDP的对数值增长0. 59% 。 

 

3.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为检验协整关系的确实存在,需要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原假设为残差序列存在单位根。如表4所示,检验证实在10%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即在此情况下,两个序列存在协整关系。 

 

三、启示 

从以上定量分析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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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湖南省信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信息服务业的对数值每增加1% , GDP的对数值将增加0. 59%。两者存在着

长期的协同关系。 

第二,尽管信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但数值偏小,也即信息服务业的产值对GDP增长贡献较小,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第三,从经济结构调整来看,信息服务业对第二、三产业有正的效用,也就是说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能促进产业结构向第二、三

产业转换,特别是第三产业。而对于第一产业的效用为负,信息服务业越发达,农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越小。也这很好地证实

了信息服务业对经济结构优化的作用。 

综上,湖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信息化的要求与呼声很高。而近年来,湖南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也极好地促进了湖

南经济的增长。要进一步发挥信息服务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就要抓住中部崛起及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的机遇,加大资金投入和

政策支持,积极承接泛珠三角信息产业的转移； 努力培养信息服务业的专门人才,促进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另外,在巩固软件业优势地位的同时,重点扶持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电信增值服务等新兴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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