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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联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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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运用灰色关联度测定理论，根据浙江 2000～2006 年的科技统计数据，分析了各个科技投入指标

与浙江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R&D 经费支出、科技人员投入和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均有正相关关系，

而科技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而高校是浙江科技的主力军，其研发经费的投入作用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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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当今世界,一国 (或一个地区 )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日益取决于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国

家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科技水平的竞争，可见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技投入促进科技进步，

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它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相关性。 地方科技投入应包括科技人员、经费、设备等三方面内容。 由于

数据收集的原因,本文暂时去除了设备这一块内容，而选取 R&D 经费支出，科技人员投入、技术进口三个方面，运用灰色关联

度方法，根据浙江 2000～2006 年的统计数据，分析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影响经济增长更为显著的因素作进一步

的分析。 

1 浙江科技投入现状分析 

1.1 研发经费(R&D)投入情况 

“投入是创新的一种度量”。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将“科技投入”列为极有价值的指标，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OECD 出版的《科学与技术指标报告》和《科技政策回顾与展望》系列出版物把“科技投入”作为主要背景材料和评估的重要依

据，OECD认为，科技投入是“反映技术变革的一种标志”。从科技投入指标考察，近年来，浙江科技投入大幅增加，自主创新能

力明显增强。由表 1 可以看出：（1）在 2000~2006 年间，浙江省 R&D 经费支出总体呈快速递增趋势，并且在 2004 年和 2005 年

增长幅度较大，年名义增长率分别为 53.6％和 41.3％；（2）2000 - 2006年间，浙江 R&D经费支出的年平均名义增长率 37.6％，

是同期 GDP年平均增长率（17.4%）的 2倍多，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因为 R&D活动是科技活动的核心，按照国际惯例，R&D

经费支出的增长率应当高于 GDP的增长率，只有这样，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的后劲和实力才能得到长期保持和不断加强；（3）

浙江 R&D 经费与 GDP 比值位居全国各省市的前列，但也仅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如 2006 年浙江 R&D 经费与 GDP 比值为 1.4，

该比值位居全国第 7，但也仅比全国平均高出 0.28 个百分点。该比值只有北京的四分之一,低于江苏的 1.6，上海的 2.5。这说

明浙江省科技投入的强度还不够大，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1.2 科技人员投入情况 



 

 2 

 

科技人员始终是科技活动过程中最直接最积极的因素，科技人员潜力的发挥，关系到一个地区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以

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 在科技投入的人力资源方面整体上呈稳步上升趋势，2000 年为 12.6 万人， 到 2006 年上升为 

31.05 万人，期间科技人员数量和质量均保持持续稳定增加。 说明浙江的总体经济规模大、活力强，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增加，

也与浙江省近年来持续不断增加科技投入有关。 

1.3 技术进口情况 

浙江省近年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高技术进出口贸易增长较快。 由表 2 可以看出，从 2000 年到 2006 年技术进口总量

保持持续增长，2006 年达到 68.25 亿美元， 年平均名义增长率达 32.23％， 但平均技术进口额占 GDP 的 3.3％，技术进口

是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 

 

2 模型的设定 

2.1 灰色关联分析建模机理 

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是用对比方法判断若干组有限的数据序列之间的相似程度。 关联度分析的原理是根据离散序列之间几何

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关联性大小。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从而可以判断引起该系统发展

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求关联度的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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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确定分析序列。 设母序列为 

 子序列为 。 

第二步，变量因素的初值化。 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和初值化处理。 常用的有均值法，初值法等。 根据本文数据情况，

采用初值法较好。 X(k)=x'(k)/x'(1) 

则初值化后相应的母序列与子序列分别为 X0(t)和 Xi(t)。 

第三步，计算关联系数。 

 

为序列 x0 (t)与 xi(t)在 t 时刻的关联系数 。 式中|x0(k)-xi(k)|=△i(k)称为在 K 点 x0(k)与 xi(k)的绝对差 ；

minimink|x0(k)-xi(k)|=△min 称为最小绝对差；maximaxk|x0(k)-xi(k)|=△max 称为最大绝对差；ρ∈[0,1]称为分辨系数，

一般 ρ=0.5。 容易看出，当 ρ 取定之后，有ρ1+ρεi(k)≤1。 

第四步，计算关联度。 母序列与子序列的关联度为序列在各时刻关联系数的均值，记作  

2.2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模型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以及浙江省现有科技投入及相关经济指标，以 2000 - 2006 年序列数据为基础，建立两个灰色关

联度模型，分析浙江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模型 1：科技投入总量与经济增长的灰色相关模型。 其中，X0 为名义国内生产总值，X1, X2, X3 分别为研发经费投入，

科技活动人员数和技术进口额，以浙江 2000~2006 年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表 3)，根据灰色关联建模的机理，计算得：γ

1=0.705,γ2=0.949,γ3=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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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2：R&D 经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相关模型。 其中，X0 为名义国内生产总值，X1，X2，X3 分别为按执行部门分类的独

立研究机构，大中型企业和高等院校投入，以浙江省 2000~2006 年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 (表 4)，根据灰色关联建模的机理，

计算得：γ1=0.798,γ2=0.698,γ3=0.8082. 

 

2.3 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 1 的计算结果 γ1=0.705,γ2=0.949,γ3=0.568, 总体来说，研发经费投入、科技人员投入、技术进口均与 GDP

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科技投入诸指标中，科技人员投入的影

响最大，研发经费投入次之，技术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 由于整体上浙江科技水平不是很高，科技人员是技术进步的能

动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研发经费的投入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改善科研设备，因此对浙江的经济的发

展贡献发挥巨大推动作用；而技术进口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显著降低，说明浙江今后的经济发展技术上主要靠国内力量，

加大科技的投入及高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特别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关键。 

根据模型 2 的计算结果，γ1=0.798,γ2=0.698,γ3=0.808，说明在研发经费投入中，高等院校的投入对浙江经济增长的

影响最大，独立研究机构投入次之，大中型企业投入的影响最小。高校是浙江科研的主力军，2006 年浙江有高校 72 所，浙江

大学规模和办学层次长期处于国内顶尖水平。 此外，浙江本地高校近年来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现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达到了 8 

家， 有硕士授予权的高校达到了 20家，办学层次和规模得到了提高和扩展。 浙江近年来大力引进中国科学院和众多国家级研

究机构或建立分所，2006年有 100 家县级以上研究开发机构。但是浙江高层次的研究所，特别是国家级的研究所不多，是制约

浙江科技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这个因素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改观。所有这些研究机构在浙江省 R&D 活动中占主体地位，

它们的 R&D 投入极大地提高了技术创新能力， 促进了科技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大中型企业研究机构投入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相对较少。 这与浙江的企业总体规模较小，个私经济多，它们对技术创新意识及重视不够；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如

何提高大中型企业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是值得考虑和思考的一件事。 

3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重要结论： 

（1）从关联度可以看出 。 浙江科技投入各指标与 GDP 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科技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

(γ3＝0.949)，技术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 (γ1＝0.568)， 平均关联值高达 0.741。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

有关部门应该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大科技投入，尤其是对高技术人才的引进，从而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2） 从关联度可以看出按执行部门分类的 R&D 经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高校投入对浙江经济增长影响最大(γ1＝

0.808)，大中型企业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小 (γ2=0.698)。 因此 ，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高校的科技投入 ，保持目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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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势头，而且高校的发展也有助于高技术人才的聚集，从而加快浙江科技的总体水平。 另外，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该考虑大

中型企业投入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使投入产出效率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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