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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

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报告指出，要瞄准世界科

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

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

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

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

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

科技力量。科技进步已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

一。 

为进一步探讨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科技进步在经济

增长中的贡献的定量测算已成为经济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书从科

技进步对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实际和现实意义出发，在前人

关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以及定量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研

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利用势分析理

论和方法，给出一种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新方法。 

本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和系统运行理论对势分析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研

究；二是利用势分析的理论方法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量和评估方

法，进行了创新研究和实证研究。全书共分8章。第1章简单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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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中与科技进步有关的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经

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同时概述了科技进步在社会进步和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的定量测量等问题，然后导入本书

的研究主题、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第2、3章系统概述了现代经济

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模型和定量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的

理论与方法；第4章对势分析理论和势效系数计算进行了 系统研

究；第5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利用河北省及各个地市的实际统计

数据，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势分析研究；第6章利用势分析理论对

科技进步理论进行了创新研究，给出了综合科技水平的理论计算公

式，研究了资金和劳动产出弹性系数的调整方法，对科技进步贡献

率进行了再分解，给出了科技进步指标测算的三种势分析方法；第7

章运用前述理论研究成果，以河北省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

业、十大支柱行业和大中型企业的科技进步状况为研究对象，进行

了实证研究；第8章在对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总结的基础上，给出了后

续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书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和贡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总结国内外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

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上，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算法进行了

创新研究，对进一步分析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具有重大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书基于势分析理论和方法所进行的科技进

步贡献定量测算的创新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希望有更多的研究人

员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共同进行深入的探索。 

由于研究时间与著者水平等方面的局限，研究内容相对于复杂

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论以及定量测算和评价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这样复杂的命题，将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今后进

一步完善，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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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导论 

毋庸置疑，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

经济的增长。本章第一节首先对经济增产方式作了简

单总结，第二节简单论述了科技进步在社会进步及经

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三节提出了本研究课题——基于

势分析的科技进步贡献测算模型与实证研究，最后第

四节概括了全书的研究思路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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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总量的增加。

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如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社会制度、产

业结构等，总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由于影响到劳动过程从而使

产出发生变化的所有因素。其中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

素，其作用表现为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不是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

量，而是靠提高投入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效能的程度来实现扩大

再生产。 

1.1.1 经济增长的基本方式 

经济增长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粗放型或外延的经济增长方

式；二是集约型或内涵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概念来自于农业经济

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农民“不用花费什么”或“只花

费极少的费用”，通过扩大土地的耕种面积来增加产量的农业生产

经营称为“粗放耕作”，而把同一土地上因增加投资而增加产量称

为“集约化”。“在经济学上，所谓耕种集约化，无非是资本集中

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在现代经济研

究中，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靠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的投

入，而获得经济增长或扩大再生产的方式。集约型增长方式是指在

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组织和管理等途径来达

到经济增长或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均为一定客观

条件和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历史经济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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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有两大历史时期，一是农业社会的早

期阶段；二是国家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农业社会的早期阶段，地广人稀，可开垦的沃土很多，靠刀耕

火种，不施肥料，撒上种子就有收获。虽然单位面积的产量有限，

但扩大耕种面积即可增加产量。我国古代封建政府的富国政策主要

是鼓励生育以增加劳动力，减少赋税以鼓励垦荒，这种粗放耕作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欧洲早期的农业发展亦是走粗放耕作之

路。“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便是这种粗放式经济增

长方式的写照。 

国家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

家均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

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自然资源还相当

丰富，即使本国资源有限，也可以很便宜地从别的国家进口得到。

由于农业的发展，大批农业过剩的劳动力开始出现，且工资水平很

低。资本积累相对不足，资本虽有一定的积累，但发展现代资本密

集型产业上有困难。以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为先导，机器大工业出

现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已有相当水平，但尚未达到大规模实行自动

化生产经营水平。市场和社会的需求水平和结构较低，主要体现在

生活必需品的数量上，对提高生活质量的商品需求虽逐步增加，但

依然有限。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增长中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发

展阶段，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经济增长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

用。没有粗放型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没有在生产力发展基

础上的资本积累、科技进步以及广大劳动者文化科技素质的提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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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而使经济发展转向集约

型的经济增长和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 

1.1.3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当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

时，就会遇到一系列矛盾和困难，致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继续

下去，这时经济增长就会转向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方式。 

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会造成如下主要矛盾：（1）粗放型

经济继续增长和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2）粗放型经济增长与

劳动力质量之间的矛盾，劳动者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工

作条件和劳动报酬的要求相应提高，就会逐步丧失粗放型经济增长

所要求的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条件；（3）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与生

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4）粗放型经济增长与提高生活质量之间

的矛盾。 

从经济学角度看，上述矛盾会带来自然资源的稀缺和价格的上

升、劳动力价格的上涨等，企业的竞争优势会逐渐丧失。经济上的

竞争压力迫使企业采取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提高劳动效率来降低生

产成本，使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

关键在于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进步包括自然科技进步和社会科

学进步，它渗透到生产力的诸要素和上层建筑中直接或间接与经济

增长有关的一切方面。 

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对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

式转化的积极作用包括：（1）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2）提高劳动资料的技术性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

（3）节约劳动时间；（4）克服或减轻生态环境污染，从而增进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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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健康和发展；（5）把先进科技转化为科技管理手段，提高微观

和宏观经济的管理水平和效率。 

总之，科技进步到一定水平经济才会由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

转向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方式，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最

活跃的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2 科技进步在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发展史。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

盾是人类社会发展中贯彻始终的基本矛盾。科学技术就是在解决这

一基本矛盾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是科学技术的历史起点

又是科学技术的逻辑起点。科学技术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使人类在

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越来越处于主导地位，增强了人类认识自

然、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能力。从科学技术的社会职能上看，科学

技术的直接使命就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 

1.2.1 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革命都会带来

产业的升级与革命。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既是一场资产阶级

思想革命，又是一场科学革命，它把科学从宗教束缚中解放了出

来。哥白尼改变了人们对宇宙和社会的看法，随之牛顿在伽利略研

究的基础上建立经典力学，归纳法和演绎法的提出则给出了科学的

思维方法。科学的发展终于引发了18世纪英国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

命。蒸汽机的发明产生了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促使手工劳动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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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劳动转变，使大型工厂普遍建立，运输业也长足发展。到19世

纪，内燃机的发明和电磁学的应用引发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出现了

汽车工业，并使动力技术和通讯技术有了新的突破，使得几个资本

主义国家在20世纪初完成了传统工业化，工业超过农业成为主要的

生产部门，开始形成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在20世纪中叶科技进

步的速度明显加快，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产生突破了经典力学的思

想体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法，形成了全新的宇宙观，并引起了

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主要表现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原子能技

术、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的应用。由于这些技

术的发明和应用，出现了许多全新的产业，电脑已部分代替人的部

分脑力劳动，生产实现自动化，人类开始走向太空。总之，20世纪

末的产业革命显示了知识经济的到来，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在人类

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历史上可以看出，科技进步是产业升

级、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同时社会进步和产业进步又进一步为科学

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2.2 科学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 科技进步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作用 

经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决定了装备水

平、职工素质、管理水平和经营水平。在我国，许多传统产业都存

在着装备落后、职工素质较低、管理水平低的状况。改革开放40年

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际贸易额增长迅速，但

我们出口的多是一些科技含量较低的原材料或粗加工产品以及劳动

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以科技含量较高的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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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能依靠科技进步，对传统产业利用高新技术进行改造升级，

提高传统产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培养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 

2. 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产业的整合和牵引作用 

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采取扩大投资规模的外延

式的发展道路。投资过程中，由于计划经济的弊端，又存在着产业

结构不合理、项目重复建设等缺点，造成资源、能源和人力资源的

浪费，同时导致企业的效益和效率降低。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

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现存的生产能力进行整合，使经济发展走内

涵式的发展道路，使社会现存的生产能力得到有效的优化组合，从

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另外，科技进步可以改变现有的生产

方式，引导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 

3. 科技进步的直接成果是创立高新技术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是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新型企业，它以高科技为支

撑，以知识为中心，是由一批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为把科研成果转化

为高技术产品而组建的现代企业。它最主要的资产不是自然资源和

货币资本，而是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科学家和科学家的知识资

本。就世界范围来讲，高科技企业的兴起始于美国斯坦福工业园的

建立（1951年），接踵而来的是前苏联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1957

年），日本的筑波科学城（1963年），法国的索菲亚—安蒂波利斯

科学城（1969年），台湾的新竹科技工业园区（1980年）。在我

国，19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陈春光研究员率先创办

“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1985年国家科委提出试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的报告，随后高科技企业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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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出现了联想集团、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一批高技术企业，推

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 

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出现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建立，有着极其

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以集团军的方式进入经

济建设主战场。从此，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开始了更紧

密的结合，为我国科学研究体制创新开辟了道路。 

总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通过科技创新、组织创

新、管理创新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企业没有创新就会被市

场竞争所淘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新也不会有长足的进步。 

“创新”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1934年在其《经济

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

合”。我国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早已意识到科技进步和创新

的重要性，“863计划”“火炬计划”的出台，“科教兴国”战略的

实施，无不体现了发展科学技术，推动技术进步，完善国家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的思想。 

1.2.3 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历程回顾 

中华民族是有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对全人类的进步有过杰出

的贡献。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水

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完成了从

创业到调整的初级阶段，其间受十年浩劫的影响，出现了较长一段

时间的停滞。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运行的低

效率，很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我国的

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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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开放前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 

（1）重新创业（1949-1966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开始了新的创业。1949年11月在原中央研

究院、北平研究院和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科

学院，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相继成立了研究机构。1956年在党

的“八大”上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同年成立国务院科学规

划委员会，制订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

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规划的主要内容于1962

年提前完成。规划的实现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使科学技术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

具备了独立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1950年代大规模经济建设的

需要，我国试制成功新的机械产品就有3500种。1959年第一枚大型

运载火箭研制成功；1960年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6年第一枚导弹

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

卫星发射成功。在新中国科学技术创业时期，科研成果取得了重大

成就，许多成果不仅填补了我国空白，还有一些成果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值得我们特别赞颂和自豪的就是中国独立研制的“两弹一

星”的成功。在这个时期，尽管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也存在着挫

折与失误，主要表现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与1958年“大跃

进”，违反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阶段。 

（2）十年浩劫（1966-1976年）。“文革”时期使中国科学技术

事业，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广大知识分子变成了“臭老九”，科学

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多年来建设起来的科技队伍处于瘫痪状

态，科研机构被大量撤销或解散，大学基本停办，高等教育严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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