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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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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不容忽视。利用1991 ～ 2009年湖北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运用产

出增长型生产函数模型, 研究各因素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发现近20年来, 技术进步与投资对于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贡

献存在彼此消长的趋势, 且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劳动力贡献逐渐降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 呈不稳定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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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要依靠科技进步, 实现内涵式增长。近十几年来, 湖北省经济高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后

劲明显增强。定量测算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对把握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分析其经济增长方

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91 ～ 2008年, 湖北省GDP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18%, 比同期全国的10.32%的增长速度高出0.14个百

分点, 其中科技进步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为此, 本文选用相关数学模型法对湖北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和分析,以

有利于对湖北经济发展进行宏观决策。 

1 模型选择 

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有许多种方法
[ 1 -7]

 。考虑到科学性、普遍性、可行性、简单性等基本原则, 我们采用产出增长

型生产函数构建增长速度方程以分析科技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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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L 

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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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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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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α+β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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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K/Y,EL=βL/Y。 

从上述公式, 可以看到增长速度方程分析的是产出增长速度、投入增长速度与科技进步速度间的关系。由于Y、K、L的值都

可以在统计年鉴里得到。只要正确估算出参数β和α, 便可以把科技进步率α分离出来。因此, 增长速度方程除了具有指标少、

可比性强和计算结果较符合实际等特点外,还能体现速度与效益相结合的特点, 并且能直接计算出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 

2 指标选择及计算 

为了能够正确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准确分析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必须慎重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产出量、

资金量和劳动量的指标。 

2.1 产出量的确定 

无论从经济学还是统计学意义上, 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时, GDP都是反映经济产出的最佳变量。当然GDP有其局限性, 目前

有少许国家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但是关于绿色GDP的核算存在技术难题
[ 6]

 。所以, 我们仍使用GDP来反映经济增长情况, 并

以符号Y来表示GDP增长速度。因为包含有各年价格变动的因素, 所以在不同年份之间进行比较、计算增长速度时都要采用可比

价格计算(表1)。 

2.2 劳动量的确定 

劳动力资源指一个国家或地区, 在一定时点或时期内, 拥有的具有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 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文化科学水

平和健康状况的总和的劳动适龄人口。便于研究, 我们采用就业人数来确定劳动量,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

源的实际利用情况, 是研究中国基本国情、国力的重要指标
[ 4]

 。并以符号L来表示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湖北省1991 ～ 2008

年平均就业人数环比增长速度, 如表1所示。 

2.3 资金量的确定 

由于社会资金的复杂性, 要准确计算全社会资金投入总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那些对经济

增长影响大的源头资金上。一般可以取投资统计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各部门的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平均余额、以及资本

服务量、资本积累额等
[ 4]

 。 

而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点方向, 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 投资

可直接转化形成建筑业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 成为当期GDP的一部分,直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 投资增加使生产能

力及社会有效需求相应增加, 促进了国民经济相关行业的发展, 在奠定了国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基础的同时, 它具有多级传导

和扩散的功能, 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影响, 拉动经济的增长, 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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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符号K来表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速度(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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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1991 -2009)》, 表中相关数据通过计算可得.下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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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取得统计资料的方便, 在这里采用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比, 来替代劳动产出弹性

β。湖北省1991 ～ 2008 年各年劳动产出弹性β 计算结果(表1)。再假定规模效益不变。此时, α+β =1 成立。这样就能得

出α=1 -β。湖北省1991 ～ 2008年资金产出弹性α计算结果(表1)。 

3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 

依据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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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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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Y值代入方程Y=A+αK+βL, 即A=Y-αK-βL。换句话说,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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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就可算出湖北

省18年来劳动、资 金、科技进步对产出增长速度的贡献率(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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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与分析 

4.1 资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举足轻重” 

1991 ～ 2008年, 湖北省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资金的投入。资金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3.69%。分时段看, 

1991 ～ 1993 年来资金的贡献率甚至高达一百多, 最高时达到1993 年的205.83%。1993 ～ 2003年10 年间, 资金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呈波动性下降, 最低时达30.46%。最近几年, 资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回升幅度较大。这说明湖北省资金与经济增长之

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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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明了湖北省近十几年

来的经济增长依然是靠资金的追加投入来实现的, 而且这种依靠大量的投资和资源消耗来维持经济增长方式给湖北带来了许多

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并且对资金的依赖性强的增长, 如果一旦出现资金短缺, 整个经济就会丧失前进动力。 

4.2 劳动力增长贡献率低 

1991 ～ 2008年, 湖北省经济增长中劳动力的贡献作用较小, 劳动增长贡献率均值为4.97%, 且一直呈下降趋势。从宏观上

来看, 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 中国经济活动的资金投入增速远远大于劳动力投入的增长, 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资金密集化的

趋势。湖北的经济发展也具备这一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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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湖北省自1991 ～ 

2008年18年中, 劳动对GDP增长的贡献是逐年降低的, 目前已降至2%以下, 表明湖北省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相

反, 经济增长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就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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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 湖北省在保证充分就业的前提下, 应该特别注重稳定其科技人才以及培养和引进工作, 

以保证其经济快速、稳定、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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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科技进步贡献率偏低 

从表2可以看出, 1991 ～ 2008年, 湖北省科技进步贡献率偏低, 最低时达到-110.88%, 波动性很大。并且科技进步与湖北

省经济增长之间关联性不强, 科技进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效应不突出。分时段看, 1991 ～ 1995年, 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而

科技贡献率却低些, 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减弱了企业的激励作用;二是外资挤占内资企业市场
[ 5] 

。

1998 ～ 2003年, 湖北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时, 而科技贡献率却又高些, 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此期间, 受亚洲金融

危机的影响, 湖北省经济增长较慢, 而国有企业体制搞改革促进了技术创新, 科技贡献率显露出来。然而2006年以后湖北省的

科技贡献率却出现了负数。不仅没有“贡献”, 反而需要“补贴” 。这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中行政指令还有相当的刚性, 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的扭曲, 使得技术水平的提高难以转化为产出的增加。由此可见, 湖北省的科技贡献率低这一事实已经成为

制约湖北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瓶颈”, 与湖北省是个教育大省不符, 因而,必须加强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制定保住人才的政策。 

5 结论与建议 

利用1991 ～ 2009 年湖北统计年鉴相关数据,采用产出增长型生产函数模型, 定量测算科技进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 发现近年来湖北省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降低, 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呈不稳定态势, 且技术进步与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彼此消长的趋势, 资金因素依然是拉动湖北经济增长的主

要力量。 

基于以上分析, 未来湖北省经济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调整:(1)从经济增长的方式看, 变传统的依赖投资和资源消耗为

主要靠技术进步的增长方式, 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从体制、制度创新的角度, 消除制约技术进步的

机制障碍, 制定促进技术进步的激励政策。(3)从产业的角度看, 逐步减少高能耗、高投入、低收益的产业, 调整为环保型、高

效益的高新技术产业。(4)从创新的主体看, 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和高新技术企业, 逐步转移污染大、效益低的企业;以武汉科

研院所集中的优势, 着力制定培养和留住人才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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