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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研发(R&D)支出的实证分析

李 永 刚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财政与税务学院,上海201620)

  摘要:通过对中国1995-2009年财政科技投入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总量

不大,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随后,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GMM 回归方法,分析得出财政

科技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三类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不

同,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基础研究投入将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回归结果,提出为了实现

“十二五”规划目标,需要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调整财政科技投入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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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投入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基本动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保障科技水平的先决

条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更多的是科技的竞争。金融危机后,国际国内环境的

变化对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了巨大的外部冲击和内在压力,但也产生了难得的机遇和动力。

Barro发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会促进经济增长[1]。Barro&Sala-I-Martin明确指出,政府财政支出

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2]。张明喜的研究也发现,科技经费投入对产业经济增长作用显著[3]。与此

类似,齐秀辉等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家财政科技拨款、R&D经费支出的关系进

行实证分析,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R&D经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更强[4]。与上述学

者结论相反的是,Engen&Skinner对107个国家从1979-1955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财政科技投入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负[5]。杨秋宝依据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调整,提出中国应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6]。周道炯认为,应着重分析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实现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7]。唐海燕提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应从“外源性、粗放式”向“平衡型、包容性、精益化”
转变,设计科学合理的“加快转变”的思路[8]。由此可见,中外大部分学者都赞同财政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具

有积极作用,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调整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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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将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几十个国家的R&D支出占GDP比重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对

比其各自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期得出财政科技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接着,利用GMM 方法分析中

国财政科技支出的不同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促进作用。最后,提出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财政科技投入的

政策建议。
一 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科技投入

外生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是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揭示了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

用,而其结合点便是政府在财政科技投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可以自我实现持续增长,而不必依赖外力,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

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内生的技术进步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和研发活动中产生的技术进步。该理论的研究

主要分三大派别:一是以巴罗模型、卢卡斯提出的人力资本模型和罗默提出的知识溢出模型为代表,该派别

认为收益递增和技术外部性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二是以雷贝洛模型和琼斯-真野模型为代表,该派别认为资

本持续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三是以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

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为代表,这些模型主要研究垄断竞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
(二)外生增长理论

外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增长是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投

资的规模和资本产出率的大小,而投资来源于储蓄,因而经济增长最终由一国的储蓄率与资本的投资效率

决定。外生增长理论模型中最著名的是熊彼特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罗模型。熊彼特认为,经济

增长代表不了经济质量的变化,内生因素的新组合所引起的新变革越具有决定性,与之相关的经济增长周期

就会越长。哈罗德·多马认为,在增长路径上,国民收入、消费、资本存量和投资以同速增长,这种速率要求

的条件比较苛刻,也称为“刀刃”上的增长。索罗认为,均衡增长路径仅仅与人均资本存量有关,在稳定状态

下,所有人均变量都是常数,但增长路径是稳定的。
从外生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结论可以发现,在现代经济中,知识和科技的作用不言

而喻,财政科技投入将大大刺激技术进步,进而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增长。
二 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科技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要素。一国的经济增长离不

开科技财政投入的增加。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科技活动所作的统计界定,财政科技投入分为科学研究

与试验发展(R&D)投入(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及相关科技服

务三类。根据前人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一般选取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支

出作为财政科技投入的一个代表。本文在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中,也选取研发支出(R&D)代替财政科技投

入。
(一)中国研发(R&D)支出情况

研发(R&D)是指在科技领域,为了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运用而进行的创造活动。表1是中国1995—

2009年期间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总量及其结构情况。从理论上讲,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总

量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其不同部分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同的。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总量及结构与国内

生产总值的协同关系,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在1995~2009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研究与发展经

费(R&D)支出总量都是不断增长的,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的不同构成部分整体上也呈现出增长的

走势。比较突出的特点是,相对于应用研究支出和试验发展支出来讲,基础研究支出总量长期处于低水平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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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国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情况(1995-2009) 单位:亿元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R&D支出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 占GDP比重(%)

1995 12135.8 348.69 18.06 92.02 238.60 0.57

1996 14015.4 404.48 20.24 99.12 285.12 0.57

1997 14441.9 509.16 27.44 132.46 349.26 0.64

1998 14817.6 551.12 28.95 124.62 397.54 0.65

1999 14770.0 678.91 33.90 151.55 493.46 0.76

2000 14944.7 895.66 46.73 151.90 697.03 0.90

2001 15781.3 1042.49 55.60 184.85 802.03 0.95

2002 16537.0 1287.64 73.77 246.68 967.20 1.07

2003 17381.7 1539.63 87.65 311.45 1140.52 1.13

2004 21412.7 1966.33 117.18 400.49 1448.67 1.23

2005 22420.0 2449.97 131.21 433.53 1885.24 1.34

2006 24040.0 3003.10 155.76 488.97 2358.37 1.42

2007 28627.0 3710.24 174.52 492.94 3042.78 1.44

2008 33702.0 4616.02 220.82 575.16 3820.04 1.54

2009 35226.0 5802.10 264.80 724.90 4802.00 1.70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9,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http://www.
most.gov.cn/。

图1.中国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情况(1995-2009)

长期以来,中国原始性创新能力比较弱,基础研究对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得不到体现,最根本的原因就

是经济利益或经济效益不明显。但与此相对应的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而进行的应用研究数

量要远高于基础研究,而用于把知识转变成可以实施的计划的试验发展经费则更多。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无一例外地表明,其今天的发展优势得益于他们长期以来对基础研究持续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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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据统计,当代技术成果约有90%源于基础研究的开拓。在美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科学基础73%来自

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因此,美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也是全球最高的①。
(二)中国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的国际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7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分别选取美国、日本等34个国家或地

区研究与发展经费(R&D)占GDP比重数据,将其与中国对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美元)分别

为:中国(8863)、美国(45218)、日本(32980)、英国(32993)、法国(31595)、德国(32684)、澳大利亚(33490)、加
拿大(37289)、意大利(30791)、瑞典(32517)、瑞士(35067)、土耳其(8839)、奥地利(36409)、比利时(33908)、
捷克(20597)、丹麦(37406)、芬兰(34162)、希腊(24733)、冰岛(39453)、爱尔兰(45135)、墨西哥(10993)、荷兰

(33079)、新西兰(26661)、挪威(45449)、葡萄牙(20673)、西班牙(28810)、韩国(23331)、中国台北(30874)、新
加坡(30871)、匈牙利(19597)、波兰(14609)、俄罗斯(12798)、巴西(9356)、印度(3814)。在上述这些国家和

地区中,中国人均GDP仅高于印度。
表2.中国研究与发展经费(R&D)占GDP比重的国际比较(1999-2009) 单位:%

国家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中国 0.76 0.90 0.95 1.07 1.13 1.23 1.34 1.42 1.44 1.54 1.70

美国 2.66 2.74 2.76 2.66 2.66 2.59 2.62 2.66 2.68 2.79 -

日本 3.02 3.04 3.12 3.17 3.2 3.17 3.32 3.39 3.44 3.44 -

英国 1.86 1.85 1.82 1.82 1.78 1.71 1.76 1.76 1.79 1.89 1.87

法国 2.16 2.15 2.2 2.23 2.17 2.15 2.10 2.10 2.08 2.11 -

德国 2.40 2.45 2.46 2.49 2.52 2.49 2.48 2.54 2.54 2.82 -

澳大利亚 - 1.51 - 1.69 - 1.78 - 2.01 - 2.21 -

加拿大 1.80 1.92 2.09 2.04 2.03 2.05 2.01 1.98 1.88 1.82 1.95

意大利 1.02 1.05 1.09 1.13 1.11 1.10 1.09 1.13 1.18 1.18 1.27

瑞典 3.57 - 4.18 - 3.85 3.62 3.60 3.74 3.60 3.75 3.62

瑞士 - 2.53 - - - 2.90 - - - 3.00 -

土耳其 0.63 0.64 0.72 0.66 0.48 0.52 0.59 0.58 0.71 0.73 0.85

奥地利 1.88 1.91 2.03 2.12 2.26 2.26 2.44 2.46 2.56 2.66 2.78

比利时 1.94 1.97 2.08 1.94 1.88 1.87 1.84 1.88 1.87 1.92 1.96

捷克 1.14 1.21 1.20 1.20 1.25 1.25 1.41 1.55 1.54 1.47 1.53

丹麦 2.18 - 2.39 2.51 2.58 2.48 2.45 2.48 2.55 2.72 3.02

芬兰 3.16 3.34 3.3 3.36 3.43 3.45 3.48 3.45 3.47 3.46 3.96

希腊 0.60 - 0.58 - 0.57 0.55 0.58 0.57 0.57 - -

冰岛 2.30 2.68 2.96 2.97 2.82 - 2.78 2.99 2.75 2.76 -

爱尔兰 1.18 1.12 1.10 1.10 1.17 1.24 1.26 1.30 1.31 1.45 1.77

墨西哥 0.43 0.37 0.39 0.44 0.4 0.43 0.46 0.39 0.38 - -

荷兰 1.96 1.82 1.80 1.72 1.76 1.78 1.72 1.71 1.70 1.76 1.84

新西兰 1.00 - 1.14 - 1.19 - 1.16 - 1.21 - -

挪威 1.64 - 1.59 1.66 1.71 1.59 1.52 1.52 1.64 1.62 1.80

葡萄牙 0.71 0.76 0.8 0.76 0.74 0.77 0.81 1.00 1.18 1.51 1.66

西班牙 0.86 0.91 0.91 0.99 1.05 1.06 1.12 1.20 1.27 1.35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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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2.25 2.39 2.59 2.53 2.63 2.85 2.98 3.22 3.47 3.36 -

中国台北 1.98 1.97 2.08 2.18 2.31 2.38 2.45 2.58 2.63 - -

新加坡 1.90 1.88 2.11 2.15 2.11 2.20 2.30 2.31 2.61 - -

匈牙利 0.67 0.78 0.92 1.00 0.93 0.88 0.94 1.00 0.97 1.00 1.15

波兰 0.69 0.64 0.62 0.56 0.54 0.56 0.57 0.56 0.57 0.61 0.68

俄罗斯 1.00 1.05 1.18 1.25 1.28 1.15 1.07 1.07 1.12 1.04 1.24

巴西 - 0.99 1.02 0.95 0.88 0.83 0.97 1.02 - - 1.24

印度 0.82 0.86 0.82 0.82 0.80 0.78 0.61 - 0.8 -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数据库“中国科技统计数据”(http://www.sts.org.cn/sjkl/kjtjdt/index.
htm);OECD MainScienceandTechnologyIndicators(2010),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

从表2可以看出,1999-2009年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研究与发展经费(R&D)占GDP比重超过3%的

国家有三个,分别是日本、瑞典和芬兰;比重低于3%但超过2%的国家或地区有美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丹
麦、冰岛、韩国、中国台北和新加坡;比重接近2%的国家有比利时和荷兰;比重低于1%的国家有土耳其、希
腊、墨西哥、葡萄牙、匈牙利、波兰、巴西和印度;其余国家的比重虽然低于日本、美国等国家,但一般也都高于

中国。中国研究与发展经费(R&D)占GDP比重仅高于巴西、印度等少数几个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

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新兴经济体。因此,现阶段,中国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比

例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匹配的。
最近几年,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但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却非常低,若再不加大科技投入、

提高科技在社会总产出中的贡献率,随着中国部分重要资源的耗竭、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将会落后于别的新兴经济体。
(三)中国研究与发展经费(R&D)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在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三类支出的数量和结构在世界各国

之间有所差别,其最优投入总量和最佳投入结构不仅会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也会因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而不同。但是,从实践经验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一般会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但笔者认

为,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三类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应有所差别,
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一个相同的时点。也就是说,单位基础研究投入、单位应用研究投入与单位试验发展投

入不会产生相同的经济增长。那么,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是否必然促进经济增长? 单位基础研究投

入、单位应用研究投入与单位试验发展投入是否也必然促进经济增长? 它们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如何? 各

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程度又如何?
下面,文章以中国1995-2009年经济增长、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

结构等经济数据研究上述问题。基于所要研究的问题,经济增长率、研发(R&D)支出增长率、基础研究支出

增长率、应用研究支出增长率与试验发展支出增长率分别用GDP、RD、JCYJ、YYYJ、SYFZ 表示。根据所

要研究的问题,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

GDPt=C+β1RDt+β2JCYJt+β3YYYJt+β4SYFZt+β5GDPt(-1)+εt (1)

RDt=C+β1GDPt+β2JCYJt+β3YYYJt+β4SYFZt+β5RDt(-1)+εt (2)

JCYJt=C+β1RDt+β2GDPt+β3YYYJt+β4SYFZt+β5JCYJt(-1)+εt (3)

YYYJt=C+β1RDt+β2JCYJt+β3GDPt+β4SYFZt+β5YYYJt(-1)+εt (4)

SYFZt=C+β1RDt+β2JCYJt+β3YYYJt+β4GDPt+β5SYFZt(-1)+εt (5)

  其中,εt表示随机扰动项,β1、β2、β3、β4 和β5 分别代表待估计参数。
利用中国1995-2009年的数据,对上面五个方程分别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

75

李永刚 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研发(R&D)支出的实证分析



表3.中国经济增长与研发(R&D)模型回归结果汇总表

DependentVariable Variable Coefficient t-Statistic

GDP

C -0.03 -0.31﹡﹡﹡﹡﹡

RD 9.26 1.32﹡﹡﹡

JCYJ 0.39 0.45﹡﹡﹡

YYYJ -1.95 -1.89﹡

SYFZ -7.26 -1.44﹡﹡

GDP(-1) 0.36 0.78﹡﹡﹡﹡﹡

DW值=1.43  R2=0.36

RD

C 不显著 -

GDP 0.12 2.54﹡

JCYJ 0.15 0.86﹡﹡﹡﹡

YYYJ 0.14 1.98﹡

SYFZ 0.66 6.03﹡

RD(-1) -0.01 -0.29﹡﹡﹡﹡﹡

DW值=2.07  R2=0.86

JCYJ

C 不显著 -

RD 7.02 1.27﹡﹡﹡

GDP -0.63 -1.70﹡﹡

YYYJ -1.06 -0.84﹡﹡﹡﹡﹡

SYFZ -4.83 -1.13﹡﹡﹡

JCYJ(-1) 0.16 0.59﹡﹡﹡﹡﹡

DW值=1.97  R2=0.71

YYYJ

C 0.04 1.17﹡﹡﹡

RD 4.31 14.11﹡

JCYJ -0.02 -0.19﹡﹡﹡﹡﹡

GDP -0.22 -2.51﹡

SYFZ -3.42 -22.59﹡

YYYJ(-1) 0.07 1.78﹡﹡

DW值=1.71  R2=0.91

SYFZ

C 0.04 2.57﹡

RD 1.25 18.19﹡

JCYJ -0.02 -0.36﹡﹡﹡﹡﹡

YYYJ -0.32 -15.12﹡

GDP -0.10 -1.69﹡﹡

SYFZ(-1) -0.03 -1.37﹡﹡﹡

DW值=2.04  R2=0.87

    注:(1)“﹡”表示估计结果在10%以内显著;“﹡﹡”表示估计结果在20%以内显著;“﹡﹡﹡”表示估计结果在30%
以内显著;“﹡﹡﹡﹡”表示估计结果在40%以内显著;“﹡﹡﹡﹡﹡”表示估计结果在50%以上显著。(2)“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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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表示因变量,Variable表示自变量;Coefficient表示自变量系数;t-Statistic表示自变量系数T值。(3)表中结

果是经过一阶自回归处理后的结果。(4)第二个和第三个回归模型在回归过程中发现常数项很不显著,表中数据是去掉

常数项后的回归结果。(5)回归结果所用数据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9,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数据库“中国科技统计数据”(http://www.sts.org.cn/sjkl/kjtjdt/index.htm)整理计算。

将回归结果分别代入公式(1)-(5),分别得:

GDPt=-0.03+9.26RDt+0.39JCYJt-1.95YYYJt-7.26SYFZt+0.36GDPt(-1)+εt

(-0.31)(1.32)  (0.45)  (-1.89)   (-1.44)   (0.78)

    R2=0.36      DW 值=1.43
RDt=0.12GDPt+0.15JCYJt+0.14YYYJt+0.66SYFZt-0.01RDt(-1)+εt

(2.54)  (0.86)   (1.98)   (6.03)  (-0.29)

    R2=0.86      DW 值=2.07
JCYJt=7.02RDt-0.63GDPt-1.06YYYJt-4.83SYFZt+0.16JCYJt(-1)+εt

    (1.27) (-1.70)  (-0.84)  (-1.13)   (0.59)

    R2=0.71      DW 值=1.97
YYYJt=-0.04+4.31RDt-0.02JCYJt-0.22GDPt-3.42SYFZt+0.07YYYJt(-1)+εt

    (1.17) (14.11) (-0.19)  (-2.51) (-22.59)  (1.78)

    R2=0.91      DW 值=1.71
SYFZt=0.04+1.25RDt-0.02JCYJt-0.32YYYJt-0.10GDPt-0.03SYFZt(-1)+εt

    (2.57)(18.19)(-0.36)   (-15.12) (-1.69)  (-1.37)

    R2=0.89      DW 值=2.04
从表3和上述几个公式,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在各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中,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说,

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越多,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这是因为研发投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加快

了经济增长步伐;基础研究支出也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促进作用比较弱,这是因为中国在比较长的时期内,经
济增长中科技的贡献率比较低造成的;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对经济具有阻碍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在研究

与试验发展(R&D)总支出中过多的挤占了基础研究支出,基础研究属于理论研究,如果理论研究不成立,则
无法进行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也无从谈起;上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也会影响到本年度的经济增长,主要原因是

地区经济增长在很多时候是上级领导机关压下来的任务,而本年度的任务是在上年度任务的基础上而安排

的。
第二,在各自变量对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增长的回归模型中,经济增长会促进研究与试验发展

(R&D)支出的增长,这是因为经济增长首先会带动财政收入增长,进而带动财政科技投入也相应增长;基础

研究支出、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对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的影响程度不同,但同时都起促进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协同关系;上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对本年度的支出

影响很不显著,不能排除为零的可能性,可能的原因是政府某一年度财政科技支出是按照当年的财政科技投

入需求来决定的,而未考虑上年度的财政科技支出情况。
第三,在各自变量对基础研究的回归模型中,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基础研究支出的下降,可能

的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于基础研究支出的增长速度,使得二者呈现出负相关性;应用研究支出与试

验发展支出的增长无疑会阻碍基础研究支出的增长,这是因为在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总量一定的条

件下,二者支出得越多,基础研究支出的也就越少;需要指出的是,上年度基础研究支出对当年基础研究支出

具有促进效应,这是因为基础研究一般持续时间较长,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第四,在各自变量对应用研究支出的回归模型中,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会促进应用研究支出的

增加,主要原因是,应用研究支出是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的一部分,总量增大了,组成部分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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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应用研究支出增长,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增速越来越快于应用研究支出增速,二
者呈现出负协同性;基础研究支出与试验发展支出对应用研究支出具有阻碍作用,这是因为研究与试验发展

(R&D)支出好比是一块蛋糕,基础研究支出与试验发展支出切走的多了,留给应用研究的就少了;应用研究

上年度支出对当年应用研究支出具有促进作用,这可能与应用研究支出的惯性有关。
第五,在各自变量对试验发展支出的回归模型中,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增长会促进试验发展支

出的增长,这是因为试验发展支出是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与试验发展(R&D)
支出的增长会促使试验发展支出相应增长;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试验发展支出,可能的原因是,经
济增长与财政科技支出增长发生错位;基础研究支出与应用研究支出对试验发展支出具有阻碍作用,但阻碍

作用前者并不显著,后者比较显著,这是由于在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中,基础研究所占份额低,而应

用研究所占份额比较高的缘故;上年度试验发展支出对当年应用研究支出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可能的原因

是上年度所要做的试验已经成功,那么本年度的试验所需经费支出就会下降。
三 中国研发投入政策建议

2011年,中国进入“十二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决定经济未

来发展的关键。要实现经济平稳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机统一,改变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发展空间才

会更大。为了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改革现行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和方

法。从文章第三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1)中国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总量不大,研发支出增长速度低

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2)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也低于人均GDP低

于中国的国家;(3)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三类支出结构也不尽合理,基础研究投入总额不足,所占

比重太低。针对存在的上述问题,对于中国研发投入的问题,应把重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要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调整财政科技投入领域。财政科技投入增长速度过慢和数量投入不足

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最重要的瓶颈。相对于国际上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
出占GDP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在财政科技投入领域,要强调加强对第二

产业产业化阶段的薄弱环节的财政科技投入,并且要在避免重复投资和科技资金浪费的前提下,有计划、有
重点地使用财政科技资金,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其次,加快财政科技拨款投入的结构调整,实现科技资金合理配置。基础研究是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事

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但是,基础研究

不仅能为发展高技术产业提供支撑,也将为加速消化和吸收高新技术提供基础,不仅为本身的发展不断培养

造就大量创新人才,也向应用研究、试验开发领域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所以,必须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

入总量,并提高其在研究与发展经费(R&D)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对于应用研究,它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

或目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途径。试验发展是利用从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工艺、系统和服务。在社会科学

领域,试验发展是指把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获得的知识转变成可以实施的计划(包括为进行检验和评估

实施示范项目)的过程。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发挥的作用也比较重要。但

是,若科技财政资金对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投入过多,基础研究投入却没有跟上,还有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增

长。
为了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必须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更需加大财

政科技投入力度、调整财政科技投入结构,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一般情况下,科技投入不会起到立竿见影

的效果,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因为这需要一个从理论到实验室再到社会生产领域的一个过程。但是,财
政科技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必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财政科技投入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由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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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GDP增长额中由于科技进步影响而增长的份额,其公式为a=Y-αK-βL;Ea=a/Y*100%。其中:a

为科技进步增长速度;Y为GDP增长速度;K为资金增长速度;L为劳动增长速度;α为资金产出弹性系数;β为劳动力产出

弹性系数;α+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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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FinancialInvestmentinScienceand
TechnologyonEconomicGrowth

———BasedonEmpiricalAnalysisofR&DExpenditure

LIYong-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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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thefinancialinvestmentinscienceandtechnologydatafrom
1995to2009,findingoutthatChinahasasmallquantityofR&Dexpenditureandtheproportion
ofR&DexpendituretoGDPislowerthanthatofmanyothercountriesaroundtheworld.Byu-
singGMMregressionofeconometrics,theauthordiscoversthatfinancialinvestmentinscience
andtechnologycould,inacertaindegree,promotethedevelopmentofeconomy,butthebasic
research,appliedresearchandexperimentalresearchhavedifferentinfluencesontheeconomic
growth.Thebasicresearchandexperimentalresearchwouldhindertheeconomicgrowth,while
thebasicresearchwould,withnodoubt,motivatetheeconomicgrowth.Inconclusion,accord-
ingtotheregressionresult,thispapercomesoutwiththeviewthatinovderallonplishthegoal
oftheTwelfthFive-yearPlan,Chinashouldincreasefinancialinvestmentinscienceandtechnolo-
gy,adjustthestructureoffinancialtechnologyinputandacceleratethetransformationofeco-
nomic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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