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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研究 

李业荣，李永前
1
 

(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 650201) 

【摘 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林业的实质是发达的科技型林业，科技已成为林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制

衡因子，测算科技对林业经济的贡献成为政府部门关注的问题和决策需要。云南是林业大省，而非林业强省，突出

地表现为科技对林业的支撑能力较弱，林业科技创新不足，成果转化率不高，特别是科技对林业经济的贡献率，长

期以来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严重影响了政府部门对林业发展的决策。文章采用索洛余值法，对云南省林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进行测算，研究结论表明：（1）云南省“十二五”末林业科技贡献率为 47.02%，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2）

物质消耗的增长方式是云南林业增长的主要形式；（3）云南林业组织与管理方法不断改进，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4）云南林业的生产资源配置有待改进、产业结构有待调整。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云南省林业科技贡献率的提高提

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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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长期以来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作用和贡献问题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宄中的核心

问题之一，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己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动力[1]。如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向

结构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科技成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2]。定量的评价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测算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指标。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关注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问题，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更把定量评价科技的贡献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2006 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纲要提出，在未来的 15年到 20年中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创

新型的国家。在评价创新型国家的各项指标中，科技贡献率是一项重要指标。 

云南作为一个林业大省，却不是一个林业强省。作为一个林业大省，表现在云南林业是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全国生态安全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均占有重要地位；全省林业用地

面积 3.75亿亩（1亩=1/15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65.36%，居全国第 2 位；森林面积 2.87亿亩，居全国第 3位；森林生态系统

                      

基金项目：云南省林业厅课题“云南省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 

第一作者简介：李业荣 (1965—)，云南昆明人，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为农林经济问题和计量经济问题。

E-mail:leeyrl965@163.com 

通讯作者简介：李永前 (1973—），云南玉溪人，副教授，硕导，研宄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经济问题。

E-mail:13987162465@163.com 



 

2 

服务功能价值达 1.48 万亿元/年，位居全国前列。说云南不是一个林业强省，主要是林业科技对林业的支撑能力较弱，突出表

现在林业科技创新不足；成果转化率不高；科研与生产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十分严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差；科技支撑或带动

林业产业发展的新产品新技术严重匮乏。 

多年来，云南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没有全面、系统地测算过，也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究竟科技在云南林业经济中处于一

个什么地位，贡献率多大，是云南省委、省政府关注的问题，也是云南林业部门和广大林业工作者关心的问题。为了搞清全省

林业科技贡献率情况，满足林业发展决策的需要，与创新型国家提出的发展目标相适应，开展云南省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

算，旨在全面、系统地搞清云南省的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情况，搞清林业科技进步的水平和科技进步的潜力，从整体上把握林

业科技支撑的能力和林业科技进步水平，促进林业科技水平不断递进，促进林业产业向科技集约型方面转变，提高林业的经济、

生态、社会效益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建立效能更优、效率更高、生产费用更低的林业生产科技新体系。 

1 基本概念 

1.1科技进步的含义 

科技进步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该理论的最大特色，

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之后，人们继续对"创新”做出种种不同解释，

并最终把它归结为“科技进步”这一概念。 

科技进步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知识、发明新技术并推广应用于生产实践，进而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动态发展过程。

谈到林业科技进步，应包括以下内容：林业科学研宄的进展、新科技成果的应用；林业原有技术的改造与革新；林业组织与管

理方法的改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新的方针政策的采用、新的经济机制的推行；林业生产资源配置的改进、生产结构的调整

和节约；新的决策方法、能长期激发生产积极性的分配体制与政策的采用等。 

1.2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内涵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在经济增长中，除去资本和劳动因素外，由科技进步等其他因素带来的经济增长所占份额。“科技

进步贡献率”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国际上也称之为“多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一指标反映了广义的科技进步，

不单指“技术变革”，还包括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1]。这一指标是在增量而非总量中考察技术进步所发挥的作用。 

2 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 

迄今为止，学术界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模型已达数十种，比如常见的 C-D生产函数、索洛余值法、连续替代弹性函数(CES

函数）、丹尼森的增长因素分析法以及数据包络法(DEA法)等，这些测算方法各有利弊[2]。其中，索洛余值法计算简单，且易于

操作，常被学界普遍采用，尤其是在国内学者或政府部门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研究中，大多采用这种方法[3]。 

谈到索洛余值法，首先要介绍下 C-D生产函数法，因为索洛余值法是在 C-D生产函数法基础上衍生而来的[4]。 

2.1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法 

此方法由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在 1927年共同提出的，该函数反映了劳动与资本投入量与产出量之间的关系
[5],具有如下函数形式：Y=AKαLβ其中，Y为产出量，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力投入量，A 为一定的科技水平。α、β分别为资

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一般假设：α+β=1,即规模报酬不变。运用一定方法确定α和β后，在时间序列的数据基础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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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计算出科技水平和科技进步率[6]。 

但是上述模型只能描述在某一不变的科技进步率下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具有局限性。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

(J.Tinbergen)认为科技水平 A 应该是时间 t的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 A0为常数，表示基期的科技水平，e 表

示经济水平，r为科技进步系数。则原式可化为： 

 

为方便计算，将公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公式(2)，即： 

 

由于假定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则将α+β=1代入上式，可得回归模型： 

 

本研宄即根据公式(3)对资本产出弹性α和劳动产出弹性β进行估计，以进一步测算出云南省的科技进步贡献率。 

2.2索洛（Solow)余值法 

对上述公式(3)两边取微分： 

 

假设时间增量 为 y，k，l，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

长率。则公式(4)可化为： 

 

公式(5)即为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方程两边同除以 y： 



 

4 

 

记 ，则可得到科技进步贡献率公式为： 

 

EA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EK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EL为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索洛余值法的思想是：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视为 100%)，扣除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的贡献率，剩余的就是科技的贡献率。 

索洛余值法的优点在于把复杂的经济问题高度概括并简化处理，使经济关系更加简单明了，所需数据易于收集，计算结果

易于推广和比较。另外，索洛余值法计算出来的科技进步与广义的科技进步在内涵上非常吻合，包括提高装备技术水平、改革

工艺、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决策水平等，从而能为提高管理水平提供有用的依据[7]。 

索洛余值法测度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局限体现在首先需要有一定的假设：（1)各生产要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2)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条件下，并且可以完全度量出来，而这个在现实中还不能满足。索洛余值法的结果受所选择参数的

影响很大，而参数如何选择和确定，到现在还没有不同领域专家统一认可的方法，导致对测算结果有一定争议[8]。在实用性上，

此方法自问世以来，各国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纷纷采用，使得此方法成为应用最广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地区、

行业等宏观层面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时，非常适用[9]。 

此次测算采用索洛余值法，原因如下： 

首先，1997 年国家农业部科学技术与质量标准司颁布了《关于规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的通知》，将 C-D 生产函

数法和增长速度方程测算法(索洛余值法)确定为全国统一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方法。 

其次，从我国目前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在各种方法使用当中，C-D生产函数法和索洛余值法应用较为广泛。 

最后，采用索洛余值法计算出来的科技进步与广义科技进步在内涵上非常一致[10]。 

3 云南省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 

3.1数据的选取 

本次测算着重研宄“十二五”期间云南省林业科技进步对林业产出的贡献份额，所以选取 2008—2015年的数据，数据主要

来源于云南省林业厅财务处提供的行业统计数据，见表 1。 

表 1云南省“十二五”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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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林业总产值 

/万元 

林业增加值 

/万元 

林业物质消耗 

/万元 

林业从业人员 

/人 

2008 4012051 2332199 1679852 42777 

2009 4598691 2686341 1912350 44113 

2010 5747968 3175987 2571981 43501 

2011 6893883 3805249 3088634 40982 

2012 8855547 4831578 4023969 43325 

2013 11704317 6085359 5618958 42593 

2014 13296395 6966867 6329528 40666 

2015 15044874 7338913 7705961 39211 

 

3.2指标说明 

3.2.1林业总产值 

林业产出采用林业总产值指标，本次测算的林业总产值采用的是全部林业产业总产值，即林业三次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

值包括了林木育种和育苗、营造林、木材和竹材采运、经济林产品的种植与采集、花卉及其他观赏植物种植、陆生野生动物繁

育与利用；第二产业产值包括了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苇制品制造，木、竹、藤家具制造，木、竹、苇浆造纸，林产化

学产品制造，木质工艺品和木质文教体育用品，非木质林产品加工制造；第三产业产值包括了林业生产服务、林业旅游与休闲

服务、林业生态服务、林业专业技术服务、林业公共管理及其他组织服务。 

3.2.2林业物质消耗 

林业资本投入采用林业物质消耗统计数据，指的是林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现金成本。 

3.2.3劳动力投入 

劳动力投入采用的是林业系统从业人员数据，包括了企业、事业、机关在岗职工人数。 

3.3测算模型 

参数是构成模型的基本元素。要使得测算结果符合实际情况，合理地选择模型参数具有重要意义。对参数选择主要有经验

法、比值法和回归法。其中比值法和经验法相对而言具有主观性强、随意性大的缺陷，而回归法能够从数量的角度更为准确地

描述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和相关系数等方法来进行检验，从而可以利用各种检验方法进行定量分析，

可以保证参数的可靠性。本次测算在回归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比值法确定参数。 

测算模型为 ，式中：A 是常数项，Y、K、L 分别表示产出、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α、β分别表示

资本、劳动的弹性，μ表示随机误差项。对其求对数，记为：  

3.4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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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数据，利用 SPSS19.0统计学软件，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十二五”林业科技贡献率进行参数估计，模型拟合结果具

体如下： 

 

括号内为解释变量显著性检验的 T 检验值，F 统计量值为 723.58,在 99%的置信水平下，通过 T 检验和 F 检验，修正的可决

系数(R2)为 0.997。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比值法，确定参数α为 0.5,β为 0.5。 

基于索洛余值法，根据表 1 数据计算出云南省“十二五”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及各要素投入对林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

见表 2、表 3。 

表 2云南省“十二五”期间林业投入要素年均增长率 

年份 
林业总产值年均

增长率/% 

林业物质消耗年

均增长率/% 

林业劳动力年均

增长率/% 

林业科技年均增

长率/% 

2011 19.94 20.09 -5.79 7.56 

2012 24.12 25.08 -0.20 9.21 

2013 26.75 29.76 -0.70 11.02 

2014 23.33 25.25 -1.67 10.66 

2015 21.22 24.54 -2.06 9.98 

表 3云南省“十二五”期间林业投入要素贡献率 

年份 
林业物质投入 

贡献率/% 

林业劳动力投入 

贡献率/% 

林业科技进步 

贡献率/% 

2011 50.06 12.02 37.92 

2012 50.39 11.43 38.18 

2013 51.19 7.62 41.19 

2014 50.78 3.53 45.69 

2015 51.37 1.61 47.02 

3.5测算结果分析 

3.5.1云南省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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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次测算结果来看，云南省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呈不断增长趋势，“十二五”期间，云南省林业科技进步速度年均增长

率为 9.98%，林业科技进步在林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 47.02%，比上次测算 2013年的 41.19%增长了近 6个百分点。从长期来

看，云南省林业从“九五”到“十二五”期间，科技进步速度总体上是在不断增加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九五”期间的 19.52%

增长到“十二五”期间的 47.02%，增长近 28 个百分点（图 1)，说明云南省林业发展逐渐转移到以科技为内涵的增长方向。但

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相对于资本对产值的贡献，云南省林业科技还任重道远。因此，需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使得科技进步速度

稳步提高，加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3.5.2物质消耗的增长方式是云南林业增长的主要形式 

纵观云南省林业从“九五”到“十二五”期间，除“九五”期间林业物质消耗的增长速度稍低于林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其余几个时期均高于林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图 2)，这说明云南省林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物质消耗的增长方式，资本投入的贡献

率占较大比重。“十二五”期间，随着科技贡献率所占比重的加大，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到“十二五”期

间末，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仍占 51.37%，超过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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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云南林业组织与管理方式不断改进，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云南省林业从“九五”到“十二五”期间，林业从业人员呈不断下降趋势，而林业从业人员人均 GDP 呈不断增长趋势（图

3)，特别是“十二五”期间，人均 GDP 增长势头较大，说明云南省林业组织与管理方式不断改进，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劳动

力投入成本不断降低，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向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转变，形成了减工、提值、增效的好势头，进入了向管理

要效益的时代。 



 

9 

 

3.5.4云南省林业的生产资源配置有待改进、产业结构有待调整 

云南省林业从“九五”到“十二五”期间，资本的产出弹性都大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说明在过去的二十年期间，云南省

林业资本对林业的带动作用大于劳动力，生产资源配置有待改进。另外，从“九五”到“十二五”期间，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

力产出弹性之和都小于 1，规模效应不明显。这说明云南省林业的规模效益难以完全通过市场实现。加之，由于云南省市场经济

还不完善，广大林农还是处于小农生产阶段,规模效益亦难以发挥，因此，要通过积极的宏观手段调整产业结构，发挥其规模效

益。 

4 提高云南省林业科技贡献率的对策措施 

4.1构建林业科技联盟 

构建林业科技联盟，是解决当前林业科技问题，加快林业科技进步的迫切要求。林业科技联盟是指由企业、大学、科研机

构和其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法律契约为保障，形成

的联合开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构建林业科技联盟有助于从产业层面提升林业产学研究结合的组织化

和制度化水平，在战略层面建立持续稳定、有法律保障的合作关系，解决林业产业集中度分散、技术领域原始创新匮乏、共性

技术供给不足、核心竞争力受制于人等突出问题，引导创新要素向优势林业企业集聚，促进创新成果快速产业化，加快林业产

业升级和发展。 

4.2完善林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以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和科技推广服务能力建设为核心，组织和调动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支持和服务林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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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林农对林业科技的需求。选择一批针对性强、辐射面广、带动力大，并能产生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林业先进技术进行推广示范。加强林业推广、科研、教学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发挥协作优势，提高林业科技推广的质

量和水平，使林业科技推广从单纯的技术推广向技术普及和提高林农科学素质转变。 

4.3大力培育林业科技创新主体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企业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载体，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不仅直

接决定企业竞争能力，也关系到整个产业的竞争能力，培育以企业为主的林业科技创新主体，不仅是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

内在要求，也是科技对经济发展支撑力的要求。 

继续做大做强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创新型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参与重点工程建设，鼓励企业加

大先进技术收购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在研发实力较强的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等技术研发机构，大力

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基础前沿研究，提高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完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等政

策，加大林业产业园区和林业科技园区建设。 

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具有独特的创新优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对技术路线多样、商业模式多变的

重要力量。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动，激发创新活力。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构

建一批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积极引导和支持地方结合各自特色优势产业，建

设产业技术研宄院等区域公共科技服务平台。 

4.4加强林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建设 

加强林业科技研发机构建设，以省级林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为主体，以优势学科和重点领域为龙头，以项目为纽带，通

过整合资源、集聚人才、创新机制，逐步形成集聚优势科研群体和优势学科的研发机构和高层次的创新团队，着重解决全局性、

基础性、关键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问题。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民营研究机构，并充分发挥其参与区域林业研宄与开发、

人才培养的作用。从管理制度上保证各类科研机构平等地参与林业科技项目的申报和竞标工作。 

加强林业科技平台建设。进一步加大行业重点实验室、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与研究网站、工程中心、科技示范基地、先

导型科技企业等创新基地、林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生物产业基地、标准化示范区(基地）以及科技示范园建设，全面提升林

业科技基础设施水平和利用效率。 

加强林业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林业龙头企业要建立健全技术中心，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迅速转化的有效运行机

制。鼓励企业，以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协作共建技术中心，以项目为依托，以产品为龙头，大力开展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品和新设备的研宄与开发，带动林产业技术创新。 

4.5加快林业技术标准与质量监督体系建设 

加快林业标准制修订步伐，逐步建立与现代林业相适应的较为完善的林业标准化体系。强化林业标准的实施工作，充分发

挥林业标准化示范县（区、项目）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真正做到林业工程建设按标准设计、按标准施工、按标准验收，林产品

按标准生产、检测、销售，确保工程建设和林产品质量。 

加强林业质量监督与检验检测机构建设。建立健全林业质量监督与检验检测机构，加强林业质量检验检测人员队伍建设，

提高质量监督与检验检测能力。强化林业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和外来有害生物的检验检疫，推行质量标志管理，确保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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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产品质量安全。争创国家名牌产品、国家免检产品、省名牌产品。推进森林认证试点示范工作，推动森林可持续经营。 

4.6创新林业科技体制 

4.6.1创新科技管理机制 

完善项目合同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逐步推行林业科技项目招投标制。支持林科教(产学研)等多元主体共同承担林业科技

项目，加快成果转化，提高科技贡献率。加强科技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和跟踪管理，提高林业科技工作质量和效益。 

逐步推进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措施等创新，加强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构建创新型、服务型单位，

促进林业科技管理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有序，进一步激发内部创新活力，提高工作效率。 

4.6.2创新成果市场化机制 

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地方性政策法规体系，完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鼓励科技人员面向市场搞科研、面向科技要效益。

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通过市场配置

创新资源、利益驱动成果转化，实现科技成果和技术产品化、商业化和资本化。 

4.6.3创新激励评价机制 

建立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激励和评价机制。一是实行科技人员挂钩包点制度，把挂钩包点工作的经历和成效与职称评聘、

职务晋升、年度考核结合起来；二是积极探索科技成果入股和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办法，鼓励林业科技人员带头

创办、联办科技企业和开展技术有偿服务，允许科技人员在带动、帮助农民致富的同时，从中得到合法的经济报酬；三是建立

奖励制度，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予以重奖。 

4.6.4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重点加强林业科研、技术推广和科技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林业科技人才队伍。遴选一批优秀拔尖的科技

人才予以重点支持，着力培养和造就一批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或有较高声望的学术带头人和科技骨干，建立健全有利于优秀人

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和激励机制；加大技术推广人员继续教育力度，会同有关部门分层级制订林业技术推广人员培训规划，

建立和完善基层林业技术推广人员教育培训机制，加强技术推广人员的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提高工作能力。进一步落实基层

林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技术职称评定等有关政策和待遇，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基层林业技术推广工作，不断提高基层林业技术推广

队伍整体素质；同时，要加强林业科技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加大林业科技管理人员业务培训，加快知识更新，提高科技管理水

平和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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