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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振兴规划产业发展对策的实证研究

罗来军 � 陈衍泰 � 刘 � 畅 � 罗雨泽
*

� � 摘要: 为了更好地探讨我国十大规划产业的发展,本研究从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

率等方面构建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 利用产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得出结论: 出口绝对数

量对产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而出口比重起负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示正作用大于负作

用;就业与投资均出现转向信号,某些产业和领域的就业边际增加和投资边际增加会伤害

增长与效率;装备制造业、纺织产业和船舶产业的人力资本对产业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

作用,但其余产业的情况均不好;在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方面, 汽车产业、钢铁产业、装备

制造业、船舶产业和有色金属产业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和能力, 而另外四个产业能力不足;

钢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石化产业对国外研发溢出的吸收较好, 另外六个产业则较差。

本文的结论为扩内需、调结构、稳定出口等政策提供了产业层面的实证证据。

关键词: 产业 � 就业 � 投资 � 转向信号

一、引言

为了防止中国经济因金融危机而加速下滑,并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国务院相继召开常务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产业和物流业等十大产业

调整振兴规划。这些规划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决策效率之高,前所未有。十大产业的运行状况,直

接关系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十大产业中,既有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又有重要的战略性产业,还有关乎民生的产业, 在保障国家产

业、金融、社会就业和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纺织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和重

要的民生产业,也是国际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在繁荣市场、扩大出口、吸纳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镇化

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子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轻工业是丰富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产业,承担着繁荣市场、扩大就业、服务 �三农  的重要任务。石化产业资源、资金

和技术密集,产业关联度高,对促进相关产业升级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色金属产品种类

多,应用领域广, 关联度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物流产业是融合运输、仓储、货运代理和信

息等行业的复合型服务产业,涉及领域广,吸纳就业人数多, 促进生产、拉动消费的作用大。

我国提出十大振兴规划产业,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产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其问题突出。这些行业

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处于产业链低端,附加值低;且近几年开始出现产能扩张过快、供给过剩,低水平重复建

设、产品结构不合理, 低端耗能和污染严重;产品贸易依存度较高, 对国际市场依赖严重;产业集群度低,产业

链不完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不仅仅是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权宜之策,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

提升经济质量的重要发展规划。为了更好地探讨我国十大振兴规划产业的发展,本研究构建数理模型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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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模型,对这十大产业中的九大产业进行实证研究 ! ,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相互验证性分析, 得出我国重要

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重要策略。

二、我国产业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从不同角度研究产业的文献很多,如研究产业竞争力、产业生产率、产业结构、产业集群、产业链、产业组

织、产业技术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文献着重从产业本身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 下面对 2000年以来研究我国

产业本身发展的主要文献作概括性介绍。

赵增耀和王喜 ( 2007)从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和研发强度等方面研究了我国汽车产业, 实证分析表明, 汽

车行业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带来了我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对自主开发企业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 它

们通过对吸收能力起关键作用的研发活动大力投资,通过注重自身的学习和创新,能够有效利用外资的溢出

效应, 最终实现自主创新。但是,就轿车行业而言, 很多文献认为, 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以民营企业为主

体的自主开发企业,而与跨国公司合资的国有企业技术能力提升很慢,产生严重的技术依赖 (宋泓等, 2004;

梅永红、封凯栋, 2005)。沈里和梅强 ( 2006)研究了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策略,探讨国内零部件配套

企业面对大批整车制造跨国公司投资力度加大的发展趋势, 应采取建立跨集团的国内零部件配套体系、积极

参与整车的开发项目、掌握零部件开发技术等策略和战略。

罗雨泽等 ( 2008)研究了电信业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贡献值变化的趋势, 利用我国 2000 -

2005年 31个省市的数据, 建立和估计了两者之间的系统结构方程,实证结果我国电信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

的边际贡献比其他社会基础投资要高,但电信投资的边际贡献呈现下降趋势。徐升华和毛小兵 ( 2004)通过

对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论证了信息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并测算了信息技

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对我国信息产业增长的贡献度。李元生和刘宇 ( 2002)应用随机试验熵的概念, 计

算我国电信业 �七五 至 �九五 时期历年的熵值,运用计算结果分析中国电信业区域不均衡发展状况。北京

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课题组 ( 2001)分析了信息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有助于改造传统产

业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大大推进服务业的发展,还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降低成本、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和产品的生命周期。袁正 ( 2003)以 199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为基础, 计算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列昂惕夫

逆矩阵,并在列昂惕夫逆矩阵的基础上分析邮电业的各种产业波及特性,来分析邮电业的产业发展情况。

我国学者对高技术产业的研究也比较多, 十大振兴规划产业中的电子信息产业就属于高技术产业。赵

玉林和魏芳 ( 2006)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 选取 GDP、工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产业及各部门增

加值 1995- 2003年的数据,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我国高技术

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史丹和李晓斌 ( 2004)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科技

投入包括资金投入与人力资源投入, 企业制度与企业规模等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得出高技术产业发展

依赖研发资金投入、创新活动和人力资本投入,高技术产业的科技投入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 加快高技

术产业发展,必须不断地增加科技投入; 高技术产业发展要走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道路。金碚

( 2003)研究了高技术在我国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发展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是当代工业化过程或

者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和必然; 提出形成高技术产业发展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 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长

期持续发展。

卓越和张珉 ( 2008)对我国的纺织服装业进行了研究, 指出跨国采购商所决定的分工格局以及对产业升

级的控制,将作为代工者的国内纺织服装企业牢牢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 这是国内代工企业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分配地位日趋恶化的根源。薛伟 ( 2004)分析了发展我国物流业的若干问题, 指出我国物流业

存在物流人才严重不足、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提出加强政府部门间协调,制定规范的物流产业发展政

策,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物流技术创新等主要对策。杜涛 ( 2003)分析了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并对相关对策进行了研究, 认为现代物流业目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产业之一。朱钟棣和李小平

( 2005)运用中国制造业各行业 1986- 2002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发现

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但对大部分行业来说生产率增长并不是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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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学者与专家还研究了别的一些产业,这些产业包括民航产业 (于良春、姚丽, 2006;秦占欣、石

磊, 2004)、大豆产业 (东北大豆产业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 2003)、烟草产业 (左相国、黎志成,

2003)、房地产业 (马从辉, 2007;等等 )、海洋渔业 (周达军, 2007;董永虹, 2002)、乳业 (程国强等, 2001)。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的产业发展, 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我国的产业状

况,并为我国的产业发展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政策建议。国务院出台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期望更好

地发展我国经济。本研究构建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对十大振兴规划产业中的九大产业进行实证研究,探讨

我国重要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重要策略。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 )基本模型

我们在本文中首先提出 A、L和 K影响 Y的一般表达式, 而后在一般表达式的基础之上, 再设定本研究

的数理模型与计量模型。A为全要素生产率 ( Tota lFactor Productivity, TFP) ,影响 A的因素可能有很多,假设

这些因素为 x∀j j= 1, 2, #, m ,则 A t = f x∀j t 。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下, 生产函数的表达式可以写

为:

Y= f x∀jt F L, K ( 1)

我们再进一步假设 x∀j中的一些因素又进一步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令 x∀r = g r x∃w t ,其中 r= 1, 2, #, h; w =

1, 2, #, s。也就是说,在 x∀j因素中有 h个因素又分别受到 s个 x∃w因素的影响。此时, ( 1)式需要进一步改写

为:

Y= f x∀j t, g r x∃w t F L, K ( 2)

对于 L和 K, 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设定,比如, 可以把 L表示为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的

乘积形式,也可以表示为劳动者工作时间比例、劳动力质量与劳动力数量的乘积形式,等等,通过进一步的设

定,旨在研究劳动力的不同状况所带来的影响。这样一来, L可以看作以劳动力数量 l为基础,包括相关因

素的一个函数,表示为 L = L lz t 。同样的道理, K 也可以进一步设定, 比如区分为外资投资和本国自主投资,

这样 K可以表示为函数 K = K kv t , z与 v分别表示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与资本。因此, ( 2)式可以再表示为:

Y= f x∀j t, gr (x∃w t ) F L ( lzt ), K ( kvt ) ( 3)

其中, A t = f x∀jt, g r ( x∃w t ) , L = L lzt , K = K kvt 。

至此,得出研究 A、L和 K 影响 Y的一般表达式。以往学者在研究 A、L或者 K对 Y作用的过程中,探讨

影响 A、L和 K的不同因素,再进一步探讨 A、L和 K 对 Y的作用, 也可以看作是以上多种因素对 Y的作用。

不同的学者,对影响 A、L和 K因素的界定或者选取是不同的,于是形成了不同的研究, 即各个国家的学者对

表达式 ( 3)采用不同的设定,来研究侧重点不同的问题,或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问题。

本文为了研究我国的十大振兴规划产业, 下面在 (3)式这个一般表达式的基础之上,讨论所采用的具体

表达式。为了分析各个产业中的出口因素对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我们借鉴 Lev in和 R aut( 1997)的研究思

想,将 A 的表达式设定为:

A it = g it 1+ �R it X
�
it = f R it, X it, g i x∃it ( 4)

A it表示 i产业在 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R it表示 i产业在 t时期的出口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X it表示 i产

业在 t时期的实际出口。�为出口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弹性系数, �是用来度量出口对非出口部分 TFP的外

部效应, g it表示影响 A it的各种外部因素。从 ( 4)式后面的表达式可以看出, A it是 R it和 X it的函数,即在该设定

下,全要素生产率由出口额和出口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决定。

对于函数 F L, K 采用 Cobb- Doug las函数形式,再把 ( 4)式代入 ( 3)式,则有:

Yit = git 1+ �R it X
�
itL

 l
i

itK
 k

i
it ( 5)

其中, Yit、L it与 K it分别表示 i产业在 t时期的工业总产值、劳动与资本存量。

为了分析各个产业的 R&D、人力资本、进口等因素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我们需要在 A t的函数式中设置

反映 R&D、人力资本、进口等因素的变量。在借鉴 Benhabib和 Spiege l( 1994)、Coe和 He lpman ( 1995 )、

Engelbrecht( 1997)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产业的具体情况, 把 A t设定为:

A it= g ∀it RD
d

it

 d
i p i, t- 1 RD

f

it

 f
i H t- 1

 h
i = f RD

d

it, pi, t- 1 %RD
f

it, H t- 1, g ∀it x∃it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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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D
d

it表示 i产业 t时期 (以年为单位 )在国内的年初 R&D支出存量, RD
f

it表示国内 i产业在 t时期

(以年为单位 )通过进口从国外获得的外国 R&D支出年初存量,这两个变量都是通过年初存量来衡量,是为

了消除它们与 TFP之间的联立性偏差 ( simultaneity b ias)。p i, t- 1表示 i产业在 t时期滞后一期 (即一年 )的进

口占该产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H t- 1表示在 t时期滞后一期 (即一年 )的全国人力资本;这两个变量之所以都

滞后一期,也是为了消除它们与 TFP之间的联立性偏差。g it表示影响A it的以上各个因素以外的各种外部因素。

对于函数 F L, K 仍采用 Cobb- Doug las函数形式,再把 ( 6)式代入 ( 3)式, 则有:

Yit = g∀it RD
d

it

 d
i pi, t- 1 RD

f

it

 f
i H t- 1

 h
i L

 l
i

it K
 k

i
it ( 7)

我们继续探讨 ( 6)式中的 g it, 在这些外部因素中的一部分,可以由 ( 4)式中的 R it和 X it及其函数关系式

来解释,于是得到:

A it= g ∃it 1+ �R it X
�
it RD

d

it

 d
i pit- 1 RD

f

it

 f
i H t- 1

 h
i

= f R it, X it, RD
d

it, pi, t- 1 %RD
f

it, H it- 1, g∃it x∃it �
( 8)

把 ( 8)式以及 Cobb- Doug las函数表达式代入 ( 3)式,则得:

Yit = g ∃it 1+ �R it X
�
it RD

d

it

 d
i p i, t- 1 RD

f

it

 f
i H t- 1

 h
i L

 l
i

it K
 k

i
it ( 9)

(二 )基本计量模型

我们通过基本模型导出计量模型,即通过 ( 5)、( 7)和 ( 9)三个式子进行推导, 得出对应的计量模型。先

对 ( 5)式进行推导,对其两边取对数可得:

lnYit= lngit + ln 1+ �R it + �lnX it +  
l

i lnL it+  
k

i lnK it

当 x很小时,有 ln 1+ x & x,因此,可令 ln 1+ �R it = �R it; 再令 lng it =  
0
i ,加上随机干扰项 !,则得到计

量模型:

lnYit =  
0
i + �R it + �lnX it +  

l

i lnL it +  
k

i lnK it+ ! ( a)

对 ( 7)式和 ( 9)式也分别取对数,为了方便, 把 lng∀it与 lng ∃it都表示为  
0
i ,把随机干扰项都表示为 !。对于

p i, t- 1 RD
f

it

 f
i, 取对数后, 采取表达式  

f

i pi, t- 1 ln RD
f

it ,则对应的计量模型为 ( b)和 ( c):

lnYit =  
0
i +  

d

i lnRD
d

it +  
f

i pi, t- 1 ln RD
f

it +  
h

i lnH t- 1 +  
l

i lnL it +  
k

iK it + ! ( b)

lnYit =  
0
i + �R it + �lnX it +  

d

i lnRD
d

it +  
f

i pi, t- 1 ln RD
f

it +  
h

i lnH t- 1 +  
l

i lnL it +  
k

iK it + ! ( c)

(三 )变量处理

1. 变量 CD
d

it与 RD
f

it

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来估算 CD
d

it, 其计算公式为: CD it = 1- ∀CD it- 1 + FL it, 其中 CD t 为年初 R&D存

量, FL t为每年的 R&D支出额, ∀为折旧率, 我们按照惯例把其取值为 5%。而对于估算期起点时期的 R&D

存量, 我们根据估算期内 R&D支出的平均年增长率 (设为 g ),通过逆向运算推导出来,即: CD 0 = FL0 / (g + ∀),

FL0为初始年的 R&D支出额。这时, 我们就可以计算得到中国各个产业每年年初 R&D存量数据。

在很多研究中,把研发支出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王小鲁等 ( 2009)直接使用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支出计算科技资本存量,陈劲等 ( 2007)选取了四个方面包括八个指标, 构建反映技术进步的综合指标,

陈彦斌和姚一旻 ( 2009)选取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三种专利申请授权量等四个指标来反映技术进步。

对于 RD
f

it,仍然使用上面计算 R&D存量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每年年初的 RD
f
存量。本研究选取了我国

主要进口来源国家或地区中的 15个国家或地区作为进口国家的替代, 这些国家或地区是: 美国、日本、德国、

法国、英国、芬兰、加拿大、丹麦、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韩国、澳大利亚、台湾地区。之所以选取这些

国家和地区,是因为它们与我国的贸易量较大,是我国主要的进口来源地,同时, 它们都是发达经济体,是主

要的技术输出地,是影响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国家或地区。

下面先计算我国振兴规划产业每年通过进口获得的外国 R&D溢出流量,计算方法为:

i产业第 t年进口获得
的外国 R&D溢出流量

= i产业 t年进口额
我国 t年总进口额

% ∋
15

j= 1

j国 t年 R&D支出 %我国 t年从 j国的进口额
j国 t年 GDP

尹翔硕等 (2005)曾使用过类似的估算方法, 他们选取了 11个国家和地区。

上述有关数据来自于 OECD统计数据库。对其中缺少的数据,我们进行了估计。估计的方法有两种,一

是两年统计一次的数据,其缺少部分取前后两年的平均值; 二是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 采用之前或之后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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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平均增长率进行估计,而对之前连续的数据优先采用。计算出我国振兴规划产业每年通过进口获得

的外国 R&D溢出流量之后,再按照计算 R&D存量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出每年年初的 RD
f
存量。

2. 变量 K

Cobb- Doug las生产函数中的K 是资本存量的概念,我们仍用永续盘存法来估计各年的资本存量。计算

公式为: K it = 1- ∀K it- 1 + Iit, 其中 I it为 i产业 t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 ∀为折旧率, 我们按照惯例把其取值

为 5%。对于估算期起点时期的资本存量,我们根据估算期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年增长率 (设为 g ∀), 通过
逆向运算推导出来,即: K 0 = I0 / (g ∀+ ∀)。有些产业的统计数据中有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就不用计算

固定资产存量了。

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算资本存量的研究比较多,国内的研究包括王小鲁等 ( 2000)、黄勇峰等 ( 2002)、张

军和章元 (2003)、何枫等 (2003)、张军等 ( 2004)、孙琳琳等 ( 2005)和李宾等 ( 2009)。此外, 国内也有一些学

者用每年的流量指标来代替资本存量,用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 K的取值,比如尹翔硕等 ( 2005)、徐升

华和毛小兵 ( 2004)。而我们认为用资本存量这个指标更具有实际意义, 因为对经济的作用, 不仅仅来自于

每期增加的投资,而以往各个时期积累下来的投资仍对经济起作用。

3. 变量H

对于如何衡量人力资本,国内外学者的分歧很大,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了一些度量指标,比如

Romer用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人员数量代替人力资本; Lucas用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反映人力资本; 王小鲁等

( 2000)以 1964、1982、1990年的三次人口普查的全国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数据为基准数据,再运用历年各类

学校毕业、肄业、入学和升学人数、人口的年龄构成等数据估算了自 1952年以来各年的人力资本存量;沈坤

荣和田源 ( 2002)以各省在校大学生人数衡量初始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也有很多学者根据劳动者受教育年

限的长短,分别对不同劳动者赋予受教育年限的权数进行加权求和, 刘丹鹤等 ( 2009)处理 1999年之后的劳

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时使用了 �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的数据。Barro和 Lee( 2000)使用完成各种

水平教育的人口比重,运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W ang和 Y ao( 2003)使用了类似的方

法,但在流量指标上作了调整。学者们对不同的衡量方法褒贬不一,也在不断地探讨如何更科学地衡量人力

资本水平。

本研究借鉴W ang和 Yao( 2003)等学者的做法,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算人力资本存量。从我国的统计

数据中可以获得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数 (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 , 用 GS ( graduated students)来表示,把 GS

看作人力资本的流量概念,而后用下式计算人力资本存量: HR t = 1- rt- 1 HR t- 1 + GS t, 其中HR表示每一时

期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r为人口死亡率。对于起始时期的人力资本存量用HR 0 = GS0 / g∃+ r0 来测算, g∃为

GS的增长率。该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估算人力资本存量。这里用 GS来估算,会低估总体的人力资本。

因为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获得除了大学等高等院校之外, 各种培训、进修、引进人才等方式也是人力资本积

累的重要方面。如果能够把这些也算入每时期的流量, 再进一步估算人力资本存量, 会更准确。我国多年来

高校教育规模发展很快,教育质量出现了下滑, 这会伤害人力资本的实质性积累 (罗来军等, 2009);由于这

种原因,用 GS估算人力资本存量的低估程度会减小。

(四 )数据收集

为了获得研究所用的数据,我们查找了 20多本统计年鉴和多个统计数据库,年鉴包括 (中国汽车工业
年鉴)、(中国汽车市场年鉴 )、(中国钢铁工业年鉴)、(中国纺织工业年鉴 ) ( 2000年以前为 (中国纺织工业

发展报告) )、(中国船舶工业年鉴 )、(中国船舶工业统计年鉴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 (综合卷、软

件卷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年鉴 )、(中国轻工业年鉴 )、(中国石油化工数据统计年鉴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年鉴)、(中国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年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年鉴)、(中国机械工业年鉴 )、(中国工业年
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对外

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网上统计数据库包括国研网 (教育版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和 OECD统计数据库。

有些产业缺乏统计整个产业的数据, 本研究选取相关程度高的细分产业进行替代。对于电子信息产业,

反映全产业统计口径的数据只有最近几年的, 为了数据的连续性, 选取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子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来近似代替电子信息产业。徐升华和毛小兵 ( 2004)等学者的研究, 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邮电通信业的数据来近似代替电子信息产业。而本研究没有采用邮电通信业, 而选用了电子计算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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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设备制造业,是考虑到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能够从产业供给的角度

更好地体现产业的主体发展,也可以排除掉邮电业务的影响。对于装备制造业, 我国还没有直接针对该产业

的统计数据,本研究采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进行加总来近似替代装备

制造业。

四、经验分析

(一 )回归处理技术

在回归估计时,首先运用 D. W.检验来检验有无一阶自相关问题, 而后再运用 BG检验来检验多阶自相

关问题。! 对各个产业确定不存在自相关之后, 再运用 BP检验来查验异方差问题。∗ 检验的有关数据见表

1及续表 1的最后几行。通过 D. W.和 BG检验, 我们识别出存在自相关的回归,而后对存在自相关回归中

的各个变量进行差分,对差分后的各个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再对回归进行 D. W.、BG和 BP检验。经过一阶

和多阶差分之后,就不存在自相关问题了。在回归结果表中,对差分前与差分后的结果都进行了报告,而对

各个变量所报告的是差分后的回归结果。在模型的表达形式上,我们采取形象直观的表达方式,比如,对于

计量方程 ( a), 进行一阶差分后的方程表达为 ( d1 a), 此外, 对于 D. W. 和 BG检验显示不存在明显自相关问

题的回归,而误差之间还是有可能存在来源的轻微程度的相关,这也会在较小的程度上导致偏离实际的标准

误估计;为了消除这种轻微的影响,我们在回归时按照时期 (即年份 )对数据划分类群, 依据划分的类群进行

了稳健标准误估计。

在异方差的处理上,对于 BP检验的 p值,在 0. 1左右时,我们采取 stata的 robust进行处理;而等于或小

于 0. 5时,我们用基于权函数的加权最小二乘法 ( FWLS)来消除异方差。BP检验的 p值在 0. 1左右, 意味着

存在轻微的异方差,运用 robust操作,通过 huber/wh ite方法来放松同方差 /误差同分布的假定。如果误差分

布在不同的变量值上有变化,即会出现异方差,回归计算的标准误可能会低估真正的样本与样本之间的变

异,得到不符合实际的变为狭窄的置信区间;采用 huber /wh ite方法来估计系数在样本与样本之间的变异性,

放弃对真实总体参数的估计,这样可消除异方差 /误差不同分布带来的影响。而对于 BP检验的 p值等于或

小于 0. 05时,存在比较明显的异方差。为了更好地化解异方差对回归的影响, 我们没有直接使用 robust操

作,而是采用 FWLS方法。在不同的产业中,异方差的形式不一致也不明确,我们构建函数 h的模型, 并用数

据估计该模型的未知参数, 获得每个 t的估计值 ĥ t
+ ; 而后执行 �科克伦 - 奥克特  转换,把方程的原来形式

y t =  0 + ∋
n

i= 1
 ix it + !转换为 yt ĥ t

=  0 ĥt
+ ∋

n

i= 1
 i (x it ĥ t

) + !, 而后对该方程进行估计。由于我们对

异方差的具体形式不清楚,因此对转换后的方程进行估计时又使用了方差稳健估计。基于这种原因,在回归

结果表中,进行 FWLS处理的方程报告了处理前后的 D. W.、BG检验的有关数值,而对于 BP检验 p值,只报

告了处理前的,没有处理后的。无论处理后的 D. W.、BG有关数值如何, FWLS的估计都是渐进有效的。在

表达方式上仍采用形象直观的表达方式, 比如钢铁产业方程 ( b)的 BP检验 p值为 0. 009,我们把 FWLS处理

的方程表示为 b
ĥ
。

本研究首先对计量方程 ( a)、( b)和 ( c)进行估计,作为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 (见表 1及续表 1)。由于一

些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影响了方程 ( a)、( b)和 ( c)回归结果中部分变量的有效显著性。剔除多重共线

性比较严重的一些变量,以及增加原有方程中可能忽略掉的而对问题具有解释力的因素, 我们又做了多次回

归,作为扩展模型的结果。, 不同变量所使用的数据形式是不同的, 资本、就业、出口额等变量是对绝对数量

进行指数化,而出口占总产值的比重、人力资本等变量采用的是比例 (小数 )形式;为了对不同解释变量对被

解释变量的作用程度进行比较,在回归时估计了标准化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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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存在一阶自相关,一般情况下也不存在多阶自相关; 我们进行多阶自相关检验, 是确保数据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误差不能是序列相关的,任何序列相关都会使异方差检验无效, 因此,需要先检验序列相关 (W ooldridge, 2003)。

在对各个解释变量进行的回归中,残差函数采用的是 ln!, 而不是 ln!2。

由于扩展模型的回归结果比较多,以及扩展模型的结论大体上与基本模型一致, 对于不一致的地方我们会在分析中说

明, 因此在文中没有给出具体报告。读者需要的话, 可以与作者联系。



表 1 � � 振兴规划产业发展因素基本模型回归结果表
产业 汽车产业 钢铁产业 纺织产业

变 量

模型
( a) ( b) ( c) ( a) ( b

ĥ
) ( c) ( a) ( d1 b) ( c)

px

- 9. 785***

( 1. 836)
[ - 0. 535]

- 9. 674***

(2. 993)
[ - 0. 529]

- 10. 844***

( 1. 249)
[ - 0. 338]

- 10. 173***

( 0. 928)
[ - 0. 317]

- 1. 251***

( 0. 226)
[ - 0. 236]

- 0. 882**

( 0. 401)
[ - 0. 166]

lnX
0. 881***

( 0. 092)
[ 1. 549]

0. 596***

(0. 113)
[ 1. 048]

0. 669***

( 0. 073)
[ 0. 750]

0. 619***

( 0. 069)
[ 0. 695]

0. 844***

( 0. 075)
[ 0. 985]

0. 447*

( 0. 224)
[ 0. 921]

lnRDd
0. 587***

( 0. 092)
[ 1. 189]

0. 437*

( 0. 21)
[ 0. 884]

0. 880***

( 0. 205)
[ 1. 679]

0. 166**

( 0. 063)
[ 0. 323]

0. 199
( 0. 189)
[ 0. 212]

0. 160*

( 0. 088)
[ 0. 476]

p t- 1 lnRD f
0. 590***

( 0. 191)
[ 0. 128]

0. 196
(0. 179)
[ 0. 042]

0. 646**

( 0. 233)
[ 0. 142]

0. 550***

( 0. 121)
[ 0. 130]

0. 111
( 0. 194)
[ 0. 130]

- 0. 147
( 0. 212)

[ - 0. 041]

H
t- 1

7. 928^

(4. 69)
[ 0. 133]

- 2. 101
(5. 236)

[ - 0. 035]

- 25. 205***

( 4. 394)
[ - 0. 404]

- 8. 819***

( 2. 537)
[ - 0. 155]

0. 573
( 3. 515)
[ 0. 017]

- 8. 556
( 5. 402)

[ - 0. 107]

lnL
1. 084***

( 0. 265)
[ 0. 105]

1. 998***

( 0. 524)
[ 0. 193]

1. 607***

(0. 507)
[ 0. 155]

0. 662**

( 0. 28)
[ 0. 088]

0. 343
( 0. 383)
[ 0. 045]

0. 464**

( 0. 175)
[ 0. 062]

0. 053
( 0. 090)
[ 0. 017]

0. 976***

( 0. 258)
[ 0. 741]

0. 381
( 0. 234)
[ 0. 125]

lnK
- 0. 067
( 0. 079)

[ - 0. 068]

- 0. 303
(0. 22)

[ - 0. 306]

- 0. 445
( 0. 29)

[ - 0. 45]

0. 537***

( 0. 104)
[ 0. 486]

- 0. 550
( 0. 365)

[ - 0. 496]

0. 241*

( 0. 138)
[ 0. 218]

0. 262
( 0. 160)
[ 0. 179]

0. 132
( 0. 356)
[ 0. 096]

0. 380**

( 0. 169)
[ 0. 259]

R 2 0. 993 0. 99 0. 996 0. 989 0. 981 0. 997 0. 994 0. 529 0. 996

F 值 881. 99*** 581. 95*** 405. 48*** 856. 36*** 224. 61*** 568. 57*** 1574. 23*** 3. 71*** 1126. 16***

D. W. 2. 347 1. 803 2. 321 1. 354 1. 165
{ { 1. 261} }

1. 834 1. 564 2. 581
{ 2. 314}

2. 239

BG检验
(p值 )

0. 293 0. 768 0. 106 0. 170 0. 388
{ { 0. 385} }

0. 960 0. 354 0. 036
{ 0. 122}

0. 391

BP检验
(p值 ) 0. 624 0. 479 0. 539 0. 134

0. 009
{ { - } } 0. 213 0. 175

-
{ 0. 467} 0. 277

产业 装备制造业 船舶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

变 量

模型
( a) ( b) ( c) ( d1 a) ( b) ( c) ( a) ( b) ( c ĥ )

p
x

- 12. 165**

( 5. 385)
[ - 0. 453]

- 7. 966*

(4. 579)
[ - 0. 297]

- 2. 355**

( 0. 819)
[ - 1. 127]

- 3. 137***

( 0. 996)
[ - 0. 29]

- 6. 266***

( 1. 128)
[ - 0. 079]

- 4. 305***

( 1. 250)
[ - 0. 069]

lnX
1. 020***

( 0. 172)
[ 1. 501]

0. 330
(0. 225)
[ 0. 486]

0. 475***

( 0. 156)
[ 1. 174]

0. 587***

( 0. 133)
[ 0. 686]

1. 075***

( 0. 069)
[ 1. 112]

0. 638***

( 0. 128)
[ 0. 665]

lnRDd
0. 788***

( 0. 080)
[ 1. 588]

0. 653***

(0. 214)
[ 1. 316]

0. 444***

( 0. 095)
[ 0. 974]

0. 130***

( 0. 045)
[ 0. 285]

- 0. 554***

( 0. 187)
[ - 0. 676]

- 0. 280*

( 0. 147)
[ - 0. 321]

p t- 1 lnRD f
- 0. 100
( 0. 564)

[ - 0. 014]

- 0. 115
(0. 498)

[ - 0. 017]

- 0. 110
( 0. 089)

[ - 0. 048]

- 0. 134
( 0. 107)

[ - 0. 058]

1. 122***

( 0. 370)
[ 0. 125]

0. 510**

( 0. 187)
[ 0. 068]

H t- 1

- 0. 174
( 1. 477)

[ - 0. 003]

- 0. 081
(2. 309)

[ - 0. 001]

- 11. 303**

( 4. 769)
[ - 0. 192]

- 19. 977
( 11. 873)

[ - 0. 157]

8. 121
( 10. 349)
[ 0. 043]

- 1. 101
( 5. 983)

[ - 0. 005]

lnL
0. 468**

( 0. 179)
[ 0. 102]

1. 545***

( 0. 141)
[ 0. 337]

1. 170***

(0. 227)
[ 0. 255]

0. 629**

( 0. 227)
[ 0. 525]

1. 207***

( 0. 311)
[ 0. 2]

0. 692*

( 0. 344)
[ 0. 114]

- 0. 094
( 0. 054)

[ - 0. 038]

0. 333***

( 0. 95)
[ 0. 135]

0. 062
( 0. 066)
[ 0. 022]

lnK
- 0. 064
( 0. 132)

[ - 0. 048]

- 0. 652***

( 0. 129)
[ - 0. 492]

- 0. 587***

(0. 190)
[ - 0. 443]

0. 076
( 0. 174)
[ 0. 080]

0. 004
( 0. 168)
[ 0. 003]

0. 308*

( 0. 153)
[ 0. 279]

- 0. 183
( 0. 403)

[ - 0. 031]

8. 367***

( 1. 384)
[ 1. 413]

3. 876***

( 1. 477)
[ 0. 629]

R 2 0. 994 0. 996 0. 997 0. 647 0. 99 0. 994 0. 999 0. 998 0. 999

F 值 704. 89*** 1310. 87*** 764. 29*** 5. 49*** 182. 46*** 430. 36*** 2442. 98*** 1158. 85*** 2500. 67***

D. W. 2. 087 1. 822 2. 156 0. 916
{ 1. 339}

1. 683 1. 212 1. 305 1. 488 1. 289
{ { 1. 082} }

BG检验
(p值 )

0. 650 0. 654 0. 544 0. 069
{ 0. 169}

0. 882 0. 175 0. 192 0. 389 0. 251
{ { 0. 042} }

BP检验
(p值 ) 0. 193 0. 196 0. 645

-
{ 0. 926} 0. 040 0. 178 0. 459 0. 211

0. 01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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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 � 振兴规划产业发展因素基本模型回归结果表
产业 轻工业 石化产业 有色金属产业

变 量

模型
( a) ( b) ( c) ( a) ( b) ( c) ( a) ( d1 b) ( d1 c)

px

- 0. 819**

( 0. 372)
[ - 0. 152]

- 0. 577
(0. 441)

[ - 0. 107]

- 3. 014***

( 0. 818)
[ - 0. 154]

- 3. 441***

( 0. 941)
[ - 0. 176]

- 4. 365***

( 0. 35)
[ - 0. 18]

- 4. 602***

( 1. 019)
[ - 0. 888]

lnX
0. 586***

( 0. 121)
[ 0. 491]

0. 553
(0. 333)
[ 0. 463]

0. 618***

( 0. 118)
[ 0. 549]

0. 865***

( 0. 199)
[ 0. 769]

0. 502**

( 0. 224)
[ 0. 465]

0. 875***

( 0. 187)
[ 0. 760]

lnRDd
0. 165***

( 0. 022)
[ 0. 265]

- 0. 04
(0. 134)

[ - 0. 064]

0. 113
( 0. 35)
[ 0. 105]

- 0. 319
( 0. 365)

[ - 0. 297]

0. 775***

( 0. 186)
[ 0. 579]

0. 394*

( 0. 181)
[ 0. 295]

p
t- 1
lnRD f

- 0. 054*

( 0. 027)
[ - 0. 019]

- 0. 074
(0. 043)

[ - 0. 026]

0. 073*

( 0. 041)
[ 0. 161]

0. 049*

( 0. 024)
[ 0. 108]

0. 026
( 0. 077)
[ 0. 040]

0. 061
( 0. 064)
[ 0. 095]

H t- 1

4. 671
( 3. 434)
[ 0. 033]

4. 421
( 3. 21)
[ 0. 031]

10. 573
(12. 136)
[ 0. 099]

- 11. 553
( 7. 013)

[ - 0. 108]

24. 428
( 22. 287)
[ 0. 309]

- 1. 120
( 9. 778)

[ - 0. 014]

lnL
0. 285

( 0. 182)
[ 0. 093]

0. 637***

( 0. 041)
[ 0. 207]

0. 323
(0. 208)
[ 0. 105]

- 0. 466**

( 0. 221)
[ - 0. 115]

- 1. 128***

( 0. 359)
[ - 0. 278]

- 0. 465*

( 0. 235)
[ - 0. 115]

- 0. 155**

( 0. 062)
[ - 0. 044]

- 0. 145*

( 0. 072)
[ - 0. 267]

- 0. 015
( 0. 060)

[ - 0. 027]

lnK
0. 503***

( 0. 102)
[ 0. 425]

0. 682***

( 0. 038)
[ 0. 576]

0. 567***

(0. 113)
[ 0. 479]

0. 512***

( 0. 107)
[ 0. 501]

0. 726**

( 0. 275)
[ 0. 711]

0. 604**

( 0. 245)
[ 0. 592]

0. 694***

( 0. 288)
[ 0. 539]

1. 000**

( 0. 472)
[ 0. 364]

0. 260
( 0. 300)
[ 0. 094]

R 2 0. 999 0. 999 0. 999 0. 987 0. 973 0. 992 0. 995 0. 705 0. 924

F 值 4341. 47*** 5197. 69*** 3185. 96*** 332. 07*** 133. 9*** 249. 13*** 712. 06*** 7. 16*** 15. 65***

D. W. 1. 976 1. 971 2. 017 1. 204 1. 972 1. 982 1. 824
2. 737

{ 2. 594}
2. 426

{ 2. 096}

BG检验
(p值 ) 0. 744 0. 842 0. 674 0. 141 0. 568 0. 659 0. 423

0. 024
{ 0. 124}

0. 081
{ 0. 493}

BP检验
(p值 )

0. 053 0. 546 0. 416 0. 320 0. 504 0. 721 0. 170 -
{ 0. 095}

-
{ 0. 470}

� � 注: 小括号 ( )内是系数的标准差,中括号 [ ]内是标准化系数, 单大括号 { }内是进行差分后的检验结果, 双大括号 { { } }

内是进行 FW LS估计后的检验结果; * 、** 和***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在 D. W. 、BG和 BP检验各行里,

空单元格表示没有对应左第一列的检验项目,符号 � -  表示不应该有对应左第一列的检验项目。

(二 )回归结果分析

在出口效应方面,本研究用两个变量来测度: px (各个产业的出口额占该产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和 X

(各个产业的出口额 )。从表 1和续表 1的回归结果来看, px和X在各个产业中几乎都是显著的,只有极个别

的缺乏显著性,这能够很好地验证这两个变量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px前面的系数在计量方程中是 �, �为各

个产业的出口占其工业总产值比例的弹性系数,该弹性系数是测度各产业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与出口占

产业工业总产值比例变动幅度的依存关系,是这两个经济变量的比率。在本研究的所有回归模型中, �都是

负值, 这表明在各个产业中,出口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上升, 对产业发展起负作用。我国很多学者研究表

明,我国的出口对 GDP增长起负作用。我们的研究在产业层面上验证了出口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的观点。

变量 X前的系数为 �, �测度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溢出效应。在所有的回归模型中, �都是正值, 表明各

个产业的出口促进了产业发展,并对非出口部门产生了正向的技术外溢, 促进了非出口部门的全要素生产

率。与出口有关的 �与 �的值为一正一负,说明出口绝对数额的增加对产业发展起正作用,而出口占工业总

产值的比例上升则对产业发展起负作用,对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只有出口与产业发展保持一个适度的比

例,才能保证对产业发展的总效应是正的,并不像我们直观想象的那样, 出口越多就对产业发展越有利。由

于出口数额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大于出口比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表示出口数额对产业发展的正作用大于出

口比重的负作用,这为我国目前稳定出口的政策提供了实证证据; 但由于出口比重起负作用,不适度地增加

出口会导致负作用加大。

我国的 R&D支出水平是反映技术上自主研发与创新水平的指标,可以说明自主的技术进步与技术能力

状况。从表 1和续表 1以及扩展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所分析的九大产业中,有五个产业的 RD
d
变量的系

数是正值,也具有较好的显著性,这五个产业是汽车产业、钢铁产业、装备制造业、船舶产业和有色金属产业。

有三个产业的 RD
d
变量的有效显著性不足,轻工业只在基本模型 ( b)中回归显著, 而其他结果都不显著; 石

化产业的 RD
d
变量在所有的回归中都缺乏显著性;纺织产业在基本模型 ( c)中回归显著, 符号为正,但在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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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型中具有显著性的系数却是负值,系数为正时却不显著。在电子信息产业中, RD
d
变量在扩展模型中都

不显著,而在两个基本模型中具有显著性,但系数为负值,这表明该产业的 R&D支出与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程

度的负相关。Coe( 1995)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也发现有负相关问题,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

的 R&D投入量很小,因此其存量也很小, 可能几乎没有影响。尹翔硕等 ( 2005)用全国的数据研究 R&D与

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时也得出了负相关的结论,其给出的原因:一是 R&D投入量可能较小,二是数据可能不

准确。电子信息产业属于高技术产业,其研发投入应该比较高,为什么缺乏显著性呢? 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

有关,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很多应用性技术是通过合资合作或者技术合同等方式从国外引进的,而自主研

发投入相对并不多。

除了电子信息产业之外,本研究对另外八大产业得出的结论, 虽然和尹翔硕等 ( 2005)的结论不相同, 但

也不冲突,因为本研究用的数据是产业层面的,而这些产业又是我国的重要产业,与他们使用的全国数据相

比,这些重要产业的 R&D支出水平会较高。总体来看,部分产业 (汽车产业、钢铁产业、装备制造业、船舶产

业和有色金属产业 )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并对产业发展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但也

有几乎半数的产业 (纺织产业、轻工业、石化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 )的 R&D支出水平偏低, 自主研发和创新

能力不足,对产业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变量 pt- 1 lnRD
f
反映国外研发溢出在我国的吸收情况。钢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石化产业的p t- 1 lnRD

f

变量在多次回归中的显著性较好,反映出这三个产业对国外研发溢出的吸收是较好的,国外的技术引进对产

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这三个产业中,有两个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和石化产业 )的国内研发支出不足;

为此, 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这些产业偏重于从海外引进技术,而对自身技术投入的重视不够。汽车产业在基

本模型 ( b)中回归显著,而在扩展模型中不显著; 装备制造业和有色金属产业在多次回归中都缺乏显著性;

实证结果显示这三个产业对国外研发溢出的吸收都不好, 并没有对产业发展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纺织产

业、轻工业和船舶产业具有显著性的回归系数都为负值,但是在扩展模型中都不显著;这种情况说明,这三个

产业吸收国外技术的能力不强,或者是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量较小! ,虽然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

对产业发展起负作用,但是可以得出结论:没有形成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人力资本方面,只有三个产业 (装备制造业、纺织产业和船舶产业 )中的人力资本对产业发展具有明

显的正向作用,这三个产业在扩展模型中具有显著性,而且也具有正的系数, 虽然这三个产业在其他模型中

的显著性都不好。汽车产业、轻工业和有色金属业所有的回归都不显著; 钢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石化产

业回归显著的系数都是负值。从上面的回归结果, 我们得出,在多数产业中, 人力资本没有对产业发展起到

显著的作用。我们是使用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增加很快,而质量下

滑严重,罗来军等 ( 2009)研究指出教育质量的滑坡,降低经济增长率。我国教育质量的滑坡, 很有可能没有

形成足够的实质性的人力资本发展, 导致对产业发展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在就业方面,七个产业的回归都具有很好的显著性,系数的符号也是正的,表明就业是这些产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石化产业和有色金属业的就业变量虽然也具有较好的显著性,但系数为负值, 在扩展模型中也具

有良好的显著性,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就业的边际增加对它们的发展起了负面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是,我国的

就业压力大,过多的就业人员加入到该产业,超过了劳动增加总产出的临界点,导致劳动效率下降,就业人数

再增加,劳动效率就会再下降。这结果也提醒我们,在某些产业的现有容纳就业能力趋于饱和的情况下, 增

加这些产业的就业,会伤害增长和效率;我们在保就业的同时,也要考虑一些产业的实际情况。

在资本投入方面,九大产业中有七大产业 (钢铁产业、纺织产业、船舶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轻工业、石化

产业和有色金属业 )的资本变量在回归中具有很好的显著性,而且系数是正值, 表明资本投入是我国产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在很多产业,已经出现了项目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钢铁产业在这方面是

比较严重的,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重大问题。钢铁产业等存在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产业, 资本投入仍是增长

的促进因素,是因为增量投资没有带来整体效益的下滑。但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增量投资总会导致部

分投资效率下降;一旦严重到导致整体效益下滑时,投资增加就会导致增长下降。

在资本投入上,汽车产业虽然在基本模型中的回归显著性不好,但是在扩展模型中具有显著性,并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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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负值;装备制造业在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中均具有不错的显著性,系数也均为负值。回归结果表明, 在

这两个产业中,投资的边际增加妨碍了产业发展。出现该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这两个产业面临着激烈的海

外产业竞争,大部分市场份额和利润被国外企业所挤占,国内投资不能带来相对足够多的回报。对于装备制

造业, 我们拿工程机械行业基础零部件来加以说明,据统计, 严重依赖国外进口, 国外供应商在基础零部件供

给、价格、供货期、规格等多方面对我国采取限制,影响我国产业的正常发展和做大做强,约 70%的行业利润

被进口零部件吃掉。再看看汽车产业的情况, 根据 2009年 7月公布的数据, 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占乘用车

销售总量的 41. 51% , 日系、德系、美系、韩系和法系分别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24. 31%、14. 24%、9. 69%、

7. 82%和 2. 43%;自主品牌轿车占轿车销售总量的 26. 49%, 日系、德系、美系、韩系和法系轿车分别占轿车

销售总量的 28. 48%、19. 49%、12. 74%、9. 44%和 3. 36%。由此可见,跨国车企占据了中国市场的绝大部

分。对于装备制造业,出现投资的负效应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项目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落后产能

的挤占效应 ! ,致使增加的投资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

五、结论、讨论及政策建议

1. 我国出口的绝对数量对产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而出口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起负作用,标准化回归

系数显示目前正作用仍大于负作用; 但由于出口比重起负作用, 不适度地增加出口会导致负作用加大。为

此,出口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才能保证对产业发展的整体作用是最大的,并不像我们直观想象的那样,

出口越多就对产业发展越有利。

出口怎么会起负作用呢? 这和人们的直观感觉相矛盾, 出口本身应带来增长,不应该降低增长。对于出

口,从量上来看, 其作用是正的,大家直观感觉往往在量上;而问题出在比例上,不适度的出口比例,会妨碍了

其他因素对增长的贡献,带来负作用。对人们的直观质疑,本研究给出了解释。

鉴于上述实证结论,我们稳定出口的数量,适度控制出口占总产值的比重, 是外贸的最优选择。由于我

国不应再像以前那样肆意扩大出口数量, 我们可以减少初级产品、资源性产品和低附加值加工产品的出口,

增加高附加价值和技术高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这将有利于我国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提升。目

前,我国正好可以顺应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的压力, 扩大内需来解决产能消化问题。从上述分析可见, 本

研究的实证结论为中央、国务院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以及目前稳定出口的政策提供了产业层

面的论证。

2. 人力资本的作用在三个产业 (装备制造业、纺织产业和船舶产业 )中较显著,而在其余的产业中人力

资本没有对产业发展起到显著的作用;有半数产业 (汽车产业、钢铁产业、装备制造业、船舶产业和有色金属

产业 )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对产业发展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而其余产业 (纺织

产业、轻工业、石化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 )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

在十大振兴规划产业的实施细则中, 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有提升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举措,电子信息产

业提出 �要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 汽车产业提出 �加强关键技术研发,加快技术改造  ,等等。自主研发和

创新能力、自有的技术水平和实力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我国很多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和国外发

达国家的同类产业和企业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要想缩小乃至最终赶超, 自主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是重要的驱动因素。

3. 在振兴规划产业中, 有三个产业 (钢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石化产业 )对国外研发溢出的吸收是较

好的, 国外的技术引进对产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的两个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和石化产业 )的国内研

发支出不足;这两个产业偏重于从海外引进技术,而对自身技术投入的重视不够。其他的六个产业对国外研

发溢出的吸收并不好,吸收国外技术的能力不强,没有形成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未能形成推动作用, 还

可能是因为通过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量较小。三分之二的产业对国外研发溢出的吸收不好, 这也为我

国 �以市场换技术  政策效果不理想的观点提供了产业层面的实证证据。

引进、消化和利用国外技术,是我国促进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措施,一方面, 我国应通过提升自己的技术

实力和水平,来提高对海外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才能更有效的利用国外技术;另一方面, 也要防止国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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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产业和经济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应采取切实的措施,改变某些产业和技术领域存在的类似现象。

4. 就业出现转向信号。就业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石化产业和有色金属业的就业边际增加对它

们的发展起了负面影响。这样的结果提醒我们,在某些产业的现有就业容纳能力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增加这

些产业的就业,会伤害发展和效率。

在就业上,盲目利用国家的重要产业保就业可能会带来效率损失, 石化产业和有色金属业就业增加的负

面影响应该起到信号的作用,在某些产业或经济领域,如果就业容纳能力趋于饱和或者已经饱和, 再增加就

业,就会妨碍产业发展,我国政府需要在就业和发展之间进行平衡。就目前情况而言, 我国很多传统产业容

纳新增就业的能力已经不大了,在解决我国就业压力问题上,应该考虑推动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以及中小企

业的发展来吸纳就业。

5. 投资出现转向信号。实证显示,资本投入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汽车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由于面

临着激烈的海外产业竞争以及重复建设、落后产能的挤占效应, 其投资的边际增加未能带来相应的产出增

加,妨碍了产业发展; 在有些产业中增加资本投资已经不能促进发展。

目前,在钢铁产业等很多产业中,已经出现了项目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重大

问题, 即使增量投资没有带来整体效益的下滑,但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增量投资会导致部分投资的效率

下降, 一旦严重到导致整体效益下滑时,投资增加就会导致发展放缓。我国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市场

准入标准和严格项目审批,并加强落后产能的淘汰,来治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面临激烈海外竞争的产

业,比如汽车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只应投资具有很强竞争力的项目,投资完成后才能够与海外对手进行竞争,

支撑发展。

本研究得出就业与投资的 �转向信号 , 而国内的其他研究没有得出,是因为他们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
据是全国或地区数据,没有分产业,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各产业各经济部门的混合效应, 而单个或者某些个别

产业出现的转向信号,掩盖在混合效应中,无法显现出来。

基于上面的结论及讨论,本研究提出我国产业发展规划的四个政策方向:

1. 出口 �保数量降比重  。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出口比重已经居于高位, 目
前适度降低出口的比重,调整外贸的产品结构,扩大内需,是促进产业未来发展的政策新方向,我国在出口方

面的最优政策应捕捉在数量和比重之间的 �微妙平衡 。

2. 由强调 �硬投资  转向强调 �软投资 的投资转向。我国的财政资金,或者政策导向偏重于投资有形的

实物形态的 �硬投资 ,对增加我国的产出具有直接的作用。而目前在存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经济领域
里,适度地把投向 �硬投资  的资金,转向投资于科技、人力资本、人文关怀的 �软投资 , 对社会的边际贡献会

有较大的提升。

3. 由依靠传统产业解决就业压力转向重视第三产业等多领域解决就业压力的就业转向。保就业的举措

在重要的传统产业中要意识到就业与效率的关系, 从长远来看,应考虑逐步采取措施促进第三产业和中小企

业来大力度地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问题。

4. 构建和梳理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培养与积累的长期机制, 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是真正的强国之

道。

目前,我国在科学技术与人力资本方面与国际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世界经济论坛 (WEF)发布的 (The

G loba lC 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8- 2009)指出,在世界上参评的 134个经济体中,中国的健康与初等教育排

名第 50,高等教育与培训排名第 64,技术准备就绪指数排名第 77, 创新指数排名第 28。十大振兴规划产业

的实施细则关于人力资本、研发和技术改造的措施都是短期的, 会对产业的短期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但

是,技术水平与实力的提升和基于科技的竞争优势需要长期的有效机制,而人力资本的累积也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 我国应规划和论证如何构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发展的长期有效机制,这对我国的长远发展,以及从

根本上解决我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优势问题, 具有不能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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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parated Individua:l The IndividualisticM ethodology of

Econom ics in the V ision of Phenom enology

LiuM u

( B eijing Un iversity of Chem ica lTechno logy)

Abstrac t: Ind iv idua listic m ethodo logy is the basic resea rch m ethod of w estern m a instream econom ics, and its core ideas are o ften

considered to be se lf- ev iden t. But this self- ev ident is not absolute, and it is the product of the pa rticular modern theory and soc ia l

practice. A s tak ing a spec ific position on the issue o f understand ing othe rs, wh ich ach ieves th rough ana log ica l reason ing, it m akes

ind iv idua listic me thodo logy possible. U sing the phenomenolog ica lm ethod to analysis w e can find that th is pos ition is un tenab le, so the

ind iv idua listic m ethodo logy is not beyond doubt. Them ethodo logy must be changed to prom ote the development o f econom ics.

K eyW ords: Ind iv idua listicM e thodo logy; Phenom enology; Econom icM an; U tilityM ax im 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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