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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创新产出变量，事实上是以TFP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
表示，可以说是以经济增长水平为创新产出的一种变形和改进。格里谢利斯（1980）利用美国1956
—1977年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了R&D的产出弹性。亚当斯（1990）发现技术知识对1953
—1980年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作用。盖莱克和冯波蒂尔（Guellec＆Vanpottel
，2001）关于不同类型R&D的研究，他们运用OECD国家1980—1998年的面板数据，检查了不同类型
的R&D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长期影响。科勒（Keller，2003）以8个OECD国家13个产业为对象，验证
了某一产业的TFP水平和产业内的R&D支出正相关。国内也有类似的实证研究。如王英伟和成邦文
（2005）对我国R&D投入与了FP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1990～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其结
果表明，R&D对TFP的产出弹性为0.1％，即当其他因素不变时，1％的R&D经费增长，将带来0.1％
的TFP增长。李明智等（2005）研究了我国高科技产业的TFP影响因素，发现从高科技产业的整体看，
公共R&D对TFP影响最大，产出弹性系数为0.60，其次是对外开放因素为0.31，企业R&D投入的TFP弹
性系数最小，只有0.16，他们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外部因素对高科技产业7FP的影响大于产业内部因素
，外部R&D对TFP的影响大于产业内部R&D。赵伟等（2006）借鉴科和埃尔普曼（Coe＆Helpman）等
的方法，研究了以进口贸易为传导机制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TFP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进口贸易
传导机制，国内R&D、贸易伙伴溢出的R&D与我国的TFP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国外R&D
溢出是与我国人力资本相结合来促进TFP提高的，人力资本在技术溢出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另外，
还有学者比较了以GDP为创新产出和以TFP为创新产出两种模型，创新产出弹性的差异，并认为以TFP
为创新产出的模型，在计算R&D的产出弹性时更加准确（吴延兵，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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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创新的效率及模式研究》相据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两层面实证研究的丰富结论，提出了一套适合
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创新模式体系。为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和创新禀赋的地区，确立有
针对性的区域创新发展政策，为实现各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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