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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科技金融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 

周鑫磊
1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金融是经济流通的血脉，而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最终还是落实到实体产业

上来，尤其对于高技术产业而言，金融和科技的支持都不可缺少。基于 2000-2019年贵州省科技金融和高技术产业

的相关数据，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该省科技金融与高技术产业发展之间有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

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企业科技创新投入与高技术产业发展之间有双向促进作用，科技融资贷款与高技术产业发展之

间只有单向促进作用。以此提出加大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拓展高技术产业科技融资渠道、加强企业科技创新投入的

建议，以促进贵州省高技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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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在自我创新和引进两方面的作用下，科学技术水平也取得显著进步。在经济发展转

型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无疑十分重要。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生产力的发展，依靠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

展已经不再适应现实情况，向创新驱动发展进行转变则是符合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背景。科技自立自强能够进一步避免他

国的科技封锁对我国发展的限制，依靠自身就能实现科技上的独立。高技术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部

分，与此同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推动，而科技金融作为科技和金融的有机统一体，与高技术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便成为

十分重要的问题。贵州省近年来通过强化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经济增速排名一直处于全国前列。通过研

究贵州省科技金融与高技术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促进该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1 文献综述 

对科技金融的概念，完全统一的解释目前还没有形成。赵昌文[1]对科技金融的定义概括为科技金融是指通过政府、企业、中

介机构等组成的体系以及一系列金融安排，目的在于促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陈晓芳等[2]认为科技金融是指为解决高

新技术企业融资需求，政府、金融机构、其他机构等为其所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活动，以促进其发展。王宏起等[3]指出科技金融是

为了促进科技和金融资本两者相互结合，包括金融机构、政府、投资者等向高校、科研院所等提供带有金融性质的制度安排。房

汉廷[4]认为完整的科技金融的定义应从四个方面解读，即科技金融可以视为科技融资行为，是科技与金融有机统一形成的技术经

济模式，是将科技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金融资本通过技术产生附加值的过程。虽然科技金融的定义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学

者们对科技金融的内涵总体保持一致。即科技金融是指包括政府、金融机构等通过一系列金融资源、措施，服务于科技创新主

体，促进科技创新主体发展的过程。 

学者对科技金融的研究十分广泛，成果也十分丰富。靳雨[5]利用 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实证检验得出科技

金融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不同省份地区科技金融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作用也有差异的结论。宋华等[6]通过 VAR 自回归模

型，发现在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成长发展的一系列过程中，科技金融总体上起着推动作用。胡欢欢等[7]选取 2005-2017年城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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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数据，发现对于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实施科技金融政策，会对其具有推动作用，且政策效果具有稳健性和时间趋势

性，并且如果地区不同、城市的等级不同，政策也会有不同的效果。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在发挥其推动作用时，起中介作用的一方

面为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为金融发展。郭会芳
[8]
提出科技金融能够发挥作用，提高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而通过提高高技术

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科技金融活动也能够获得一定的效益，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贾臻等[9]基于省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

利用 EDA和面板模型得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具有区域性差异，而金融资本在技术研究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异质性影响。 

就研究的内容而言，科技金融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受关注。虽然贵州省属于近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省份，但对该

省科技金融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却鲜见，因此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关建议。 

2 实证分析 

2.1变量选取 

对于科技金融的衡量指标，目前没有统一的结论，大多数学者从政府、企业自身、金融机构等方面来衡量科技金融，主要从

这些主体对科技的支持来体现。许佳琦等
[10]
使用三个指标衡量科技金融，分别为政府科技支持、企业自有创新资金、创业风险投

资额。陈晓芳等[2]选择了从政府财政、科技贷款、资本市场三方面对科技的支持衡量科技金融。参考学者们的研究并考虑数据的

可得性，选取贵州省政府财政科技支出(GOV)、科技融资贷款(LOAN)、企业科技创新投入(ETI)作为科技金融的指标。政府财政科

技支出以历年该省对科学技术财政支出表示，科技融资贷款以历年该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表示，企业科技创新投入以历年该

省研究与发展内部经费支出表示。 

对于产业发展状况，可以用很多指标衡量，作为企业而言，利润是其生存发展的关键，也是其在市场上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体

现，因此对于贵州省近年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情况，选择从该省高技术产业历年利润总额(PRO)这个角度来展示。 

关于贵州省 2000-2019年科技金融与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获取的来源为《贵州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并

对数据取对数处理。 

2.2单位根检验 

为了更好验证文中变量的平稳性，选择广泛使用的方法，即 ADF单位根检验法。由表 1可知，变量 lnPRO、lnGOV、lnLOAN、

lnETI 均不平稳，因此采取差分的方法对变量进行处理。一阶差分后的序列为△lnPRO、△lnGOV、△lnLOAN、△lnETI。结果显

示采取差分方法处理后，△lnPRO、△lnGOV、△lnLOAN、△lnETI 均平稳，说明 lnPRO、lnGOV、lnLOAN、lnETI是一阶单整，从

而可以进行下一步程序即协整检验。 

2.3协整检验 

为了判断变量间是否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采用 Johansen法对变量 lnPRO、lnGOV、lnLOAN、lnETI进行协整检验来验

证。由表 2可知，只有协整方程个数最多为 2的原假设会被接受，所以最多存在两个协整方程，因此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可知长期

的均衡关系在变量 lnPRO、lnGOV、lnLOAN、lnETI之间是存在的。 

表 1 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ADF 5%的临界值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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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PRO -1.988 -3.6 非平稳 

lnGOV -2.762 -3.6 非平稳 

lnLOAN -2.177 -3.6 非平稳 

lnETI -3.366 -3.6 非平稳 

△lnPRO -4.357 -3.0 平稳 

△lnGOV -3.079 -3.0 平稳 

△lnLOAN -3.296 -3.0 平稳 

△lnETI -5.995 -3.0 平稳 

 

表 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协整方程个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检验值 5%临界值 P 结论 

0 0.9987 158.1758 47.8561 0.0000 拒绝原假设 

最多 1个 0.8417 45.0029 29.7971 0.0004 拒绝原假设 

最多 2个 0.5473 13.67 15.4947 0.0926 接受原假设 

 

2.4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变量 lnPRO、lnGOV、lnLOAN、lnETI 之间因果关系的验证是很重要的，选择 Granger 因果检验法进行验证。根据信息准

则，确定的滞后期为 3。由表 3可知，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lnPRO)与政府财政科技支出(lnGOV)具有双向的 Granger原因，说明

贵州省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使得该省政府加大对科技的财政支持。

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lnPRO)是科技融资贷款(lnLOAN)的 Granger 原因，但科技融资贷款(lnLOAN)不是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

(lnPRO)的 Granger 原因，说明科技融资贷款并不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企业科技创新投入(lnETI)与高技术产业利润

总额(lnPRO)同样具有双向 Granger原因，一方面企业通过对科技创新投入能有效的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高技术

产业的不断发展也正向推动着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表 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原假设 Chi2 P 结果 

lnGOV不是 lnPRO的格兰杰原因 9.0461 0.029 拒绝原假设 

lnPRO不是 lnGOV的格兰杰原因 44.237 0.000 拒绝原假设 

lnLOAN不是 lnPRO的格兰杰原因 6.1224 0.106 接受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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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PRO不是 lnLOAN的格兰杰原因 22.197 0.000 拒绝原假设 

lnETI不是 lnPRO的格兰杰原因 22.992 0.000 拒绝原假设 

lnPRO不是 lnETI的格兰杰原因 14.743 0.002 拒绝原假设 

 

3 结论与对策 

3.1结论 

经过实证检验可知，贵州省科技金融与高技术产业发展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促

进作用，贵州省产业发展相对于东部沿海城市较晚，其高技术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政府通过科技财政支出，为高技术产业提供相

关的资源，促进其发展壮大。而高技术产业发展进步也使得政府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目前科技融资贷款对贵州省高技术产业

的发展没有起到推动作用，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却使得科技融资贷款不断上升。企业对科技创新投入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而高技术产业不断发展也能够反哺企业，使得企业获取更多收益，从而在投入到科技创新时更加有信心。 

3.2对策 

3.2.1加大政府对高技术产业的财政支持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西南地区仍然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且地形以山地为主，地理因素一直制约经济和产业的发

展。近年来在中央财政支持以及产业转移的背景下，贵州省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同时利用原本被认为是发展障碍的多山地

形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如大数据、人工智能。贵州省高技术产业起步相对较晚，上下游供应链还不完善，仍然需要政府大力支

持，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服务，如优化高技术产业财政资金审批程序，建立财政支持专职机构，向高技术产

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3.2.2开拓更多的高技术产业科技融资渠道，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为高技术产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 

对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言，技术是基础，但资金也是其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一项技术的突破，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

撑。为了更好地获得高技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需要拓展融资渠道，在金融机构与高技术产业之间搭建交流平台，通过畅通

高技术产业与金融机构沟通道路，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减少沟通的中间环节，有效减少高技术产业的金融融资成本，获得产业

发展所需的融资资金，更好的促进其发展。 

3.2.3加强企业科技创新投入，促进投入和产出相循环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除了依靠外部因素外，企业自身的因素也至关重要。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其自身的努力和投入，外

部的投入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过于依靠外部投入，会使得企业产生一定的依赖性，一旦外部投入减少或者出现不确定因素，企

业可能就会无所适从，因此企业更多的需要依靠自身的投入。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投入，能够有效的建立竞争优势，有利于增加高

技术产业的产出。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的产出增加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源投入科技创新，再进一步扩大高技术产业的产出，从

而使投入和产出形成良好的循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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