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进步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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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索罗余值法和改进的C-D生产函数，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和检验技术进步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

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四川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的大量投入，为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应从鼓

励企业自主创新，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以及加快教育发展等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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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发展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近20年来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由于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

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对生产力三要素的渗透和影响，提高生产率，因此，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因素。那么技术进步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如何？四川经济增长中由技术进步引致的内涵增长部分占据多大份额？本

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和检验技术进步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预测其对四川实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并对如何促

进四川技术进步提出可行性建议。 

1 构建计量模型的基本理论 

1.1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1928 年美国数学家 Charles Cobb 和经济学家 Paul Dauglas 提出了以资本、劳动和技术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生产

函数模型，后经不断改进，使得模型对技术要素的描述更贴近于现实。改进的 C- D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式中，Y为综合产出量，A0为初始技术水平，emt为综合技术因素，是与时间 t有关的函数，集合了技术对产出的作用，包

括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等综合因素。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

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在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有 

 

为估算α和β，对（1）式进行对数变换得线性方程 

 

根据Y、K、L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OLS的方法可估计出上式中参数的值。 

1.2 索洛增长速度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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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Solow 提出了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增长方程，并指出产出量的增长是由资本数量的增长、劳动数量的增

长和技术的进步共同贡献的结果，其数学表达式为[1] 

 

其中 为产出增长率， 为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α 表示资本投入的增

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 为劳动量投入的增长率。β 表示劳动投入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根据索洛增长速度

方程模型可以进一步测定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令 y= ΔYY , a= ΔAA，k= ΔKK , l= ΔLL ,

代入（5）式得 

 

进一步处理得 

 

令  

则EA，EK，EL分别表示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数量投入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在此基础上，运用索洛余值法首先确定α和β的值，再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计算出EK 和EL，则剩余部分即是技术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 

2 实证分析 

2.1 指标和数据处理 

（1）综合产出量。一般而言，衡量经济整体产出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本文采用以1978 年为不变价的

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四川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 

（2）资本投入。将各年以当年价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标用价格指数缩减后作为投入的资本量K。 

（3）劳动量投入。本文采用各年的年末就业人员总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L。 

（4）要素平均增长率。本文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要素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 xi为第 i期水平根据四川省 1990- 2007年的数据资料作为样本[2]，整理如下表 1所示。表中数据通过价格指数折算，

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好地反映数据的内在规律性。 

 

2.2 模型计算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表1的资料进行回归分析[3]，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在显著性水平取α=0.05的条件下，方程整体通过了 F检验，常数项和自变量的参数也通过 t检验，且

显著性程度较高。判定系数 R2=0.993573，表明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点的拟合程度较好。由（9）式可得四川的地区生产总值的

生产函数模型为 

 

则索洛增长速度模型为 

 

根据表1的资料可以计算有关指标的增长率，并运用（11）式能够分离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4]，计算结果如表2。 



 

 

从各统计时段来看，技术进步率在1991~1995年期间为- 0.0077%，贡献率为- 0.098%；1996~2000年期间为1.465%，对经济

的贡献率为18.57%；2000年以后增长较快，2001~2007年期间达到4.14%，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也增至30.11%。这说明在90年代中

期后，四川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对于依靠技术进步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重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四川从总体上看还属于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模式，自主创新的能力较弱，经济结构尚待进一步优化。因此，

在今后的发展中，四川应更加坚定科技兴省的战略，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加快实现四川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 

第一,鼓励自主创新，建立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机制。目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主要是因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技术

进步机制尚未形成，企业缺乏不断创新的动力和压力[5]。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考核、评价企业业绩时缺乏远见；二是

政府在宏观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引导力度不够。因此，要促进企业自主创新，首先，在业绩考核方面应从单纯考核企业经

济指标转变到考核企业可持续发展及自主创新对经济效益的贡献上来；其次，对那些技术设备落后、产业落后的企业应课以重

税，同时在税收、资金等方面对自主创新企业予以必要的优惠和扶持，这将大大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自主创新是企业

发展的根本动力，应针对现在企业面临的实际情况，抓紧建立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 

第二,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促进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四川具有良好的军工技术发展基础，聚集了大量代表我国国

家水平的国防科研院所和高级人才，并重点打造了绵阳国家军转民科技园、成都核技术产业园区、成飞工业园区、成都空天高

技术园区等产业集中区，培育出了一批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企业和产品。而依托国防科研院所，建立高新技术研发基地，也是西

部大开发的重要内涵。因此，四川应积极发挥军工优势，并以此为依托，培育核心关键技术，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

产品科技含量，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第三,加快教育发展，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把四川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这是四川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战

略选择。因此，应大力实施教科兴川和人才强省战略，着眼于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创新人才，进一步扩大教育

投入。同时，紧密围绕四川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遴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省级重点学科进行重点建设，大力推动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使高校成为解决四川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基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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