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

高技术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先导产业，同

时也是推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产业集群，其

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不言而喻。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对科

技发展提出的总体目标是：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科学

技术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重点领域的核心关

键技术能够取得重大突破；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

供有力支撑；基本建成功能明确、结构合理、良性互动、运行

高效的国家级创新体系，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的世界排名由

目前第 21 位上升至世界前 18 位，科技进步贡献率力争达

到 55%，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一）高技术产业规模分析

高技术产业的规模主要体现在高技术产业的企业数、
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和企业年总产值三个方面，高技术

产业规模指标反映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国家对

高技术产业的重视程度，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先进技术水平

的重要体现。
运用统计软件 SPSS13.0 对高技术产业 17 年的年总产

值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方程拟合，得出以下结果：

R Square=0.995 F=931.460 Constant=5906.515
b1=- 1255.611 b2=319.049 b3=1.969

Y=5906.515- 1255.611t+319.049t2+1.969t3 （1）

图 1 高技术产业企业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图 2 我国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图 3 高技术产业企业年总产值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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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拟合的方程来对我国 2014 年的高技术产业

总产值进行预测，预测值为：124 165.895 亿 元 ，根 据 上 面

的方程可以预测出我国高技术产业 2014 年及以后的年总

产值。
（二）高技术产业效益分析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

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高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企

业的规模也日益壮大。那么，我国的高技术产业从“九五”到
“十二五”期间发展现状如何？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经

营效益如何？我国高技术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这将是个

值得去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图 4 高技术企业销售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图 5 高技术企业利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综上所述，通过从高技术产业规模和经营效益两个个

方面的分析，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整体发展状况良好，高技

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效益呈三次函数增长趋势，部分指标

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二、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现状

技术密集程度的高低是界定高技术产业与否的一个重

要指标，技术密集程度明显高于所有制造业平均值的行业

即被界定为高技术产业。我国的 R&D 经费投入强度与部分

发达国家相比还远远不足，这表明我国的高技术产业技术

密集程度还很低，高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处在较

低的水平。研究高技术产业的研发经费投入现状，这里选取

了技术经费投入、产品研发经费投入和其他类经费通入三

个指标来研究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现状。
（一）高技术产业技术经费投入分析

图 6 高技术产业技术经费投入综合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二）高技术产业新产品研发经费投入分析

高技业的产品研发项目数反映了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

的强弱，同时，国家在产品研发经费投入方面的力度如何，

反映了国家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作为经济

大国，我国在产品研发方面要愈加重视，提高我国高技术产

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能力。所以，国家要在高新技术人才

的培养和高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方面更加重视，使我国

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图 7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研发经费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三、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与产业发展

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设定

（1）首先对指标时间序列数据运用 H- P 滤波法进行平

滑处理，以消除时间序列数据的波动趋势。
（2）对所选指标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非平稳的

时间序列出现“伪回归”的问题，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是进行

协整分析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必要前提。
（3）对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找出

指标之间因变量 X 和解释变量 Y 的因果关系。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收集

1.指标选取。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

入与产业发展之间关系。并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主要选取

了七个重要指标来评价高技术产业的研发经费投入。高技

术产业发展主要从产业的规模和效益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而反映高技术产业产出的指标主要有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

销售收入。通过这些时间序列指标来研究我国高技术产业

研发经费投入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是可行的的。本文研究所

需的主要指标根据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表

2.数据收集。本文的数据全部来自 2002—2012 年的《中

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采用了 1995—2011 年 17 年的能

够描述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统计口径为

整个高技术产业。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我国高技术产业

研发经费投入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所以选取了研发经费投

入与产业发展两方面总共 14 个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并采用

了计量经济学中时间序列分析模型对所有的时间序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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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 主 要 采 用 了 H- P 滤 波 法、单 位 根 检 验 和 格 兰 杰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分析中主要数据见表 2 和续

表 3 所示：

表 2 研发经费投入与产业发展相关数据明细表

数据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表 3 研发经费投入与产业发展相关数据明细表（续表）

数据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三）数据分析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 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

稳性检验是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必要前提，在进行

平稳性检验之前，本文对所选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

平滑处理，从而消除了时间序列本身的波动性仅保留了时

间序列的变动趋势。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研发经费投入与产业发展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注：C，T，K 分别代表检验式中是否带有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如（C，T，0）表
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滞后阶数为 1。变量中的 hp 表示原序列的
平滑序列。i 表示一阶差分序列

经过 ADF 单位根检验后发现，原时间序列数据都不能

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原时间序列数据是不平稳的，

而经过 H- P 滤波平滑处理后的 hpY1 和 hpY4 在 10%的显著

性水平下均拒绝了原假设，即时间序列平稳，而 hpX、hpY2

及 hpY3 的一阶差分序列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根据前文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

知，对经过平稳性检验的 ihpX 分别与 hpY1、ihpY2、ihpY3 和

hpY4 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如表 5 所示。
由相伴概率可知，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我国高技术

产业研发经费投入和我国高技术产业年总产值、利润、专利

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均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见

表 5）。
表 5 各指标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四、结论

通过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与高技术产业发

展各指标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了我国高技

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描述我

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指标中，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

入变动对高技术产业年总产值的变动有明显的双向促进作

用。即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的变动对高技术产业年总

产值的变动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反之，高技术产业年总产值

的变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具有相应的反馈作用。
描述我国高技术产业效益的主要指标中，本文选取了

利润作为代表性指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排除了

时间序列的自相关性后得出研发经费投入与高技术企业利

润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研发经费的投入能够很好地

促进高技术产业利润的增加，同时高技术企业利润的变化

也会引起研发经费投入的变化。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研发

经费的不断投入和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促进了高新技术

产品的更新换代和缩短了研发周期，使企业的资金周转周

期不断缩短，从而促进了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加，企业

在获利后也会大幅度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从而形成了良

性循环。
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描述

我国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的指标主要是研发经费投入、新

产品销售收入和专利申请量。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

明，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是造成高技术企业专利申请

量增加的原因。在高技术企业中专利申请是一个企业知识

产权的象征，专利申请量的多少直接反应了企业新产品的

市场潜力，同时专利申请量的增加能够刺激企业不断创新，

所以企业会不断加大在研发经费的投入力度。
新产品销售收入是反映企业创新产出的另一个重要指

标，通过研究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是引起高

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新产品的销

售收入的增加会很大程度的刺激研发经费的投入，所以二

者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投入与产业发展

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研

发经费投入，同时研发经费投入也可以反向影响高技术产

业的发展。研发经费的投入是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主要

切入点，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发

展的过程中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研发经费（下转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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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2 页）的投入上，采取不断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

以及研发经费的合理使用等措施来推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的

发展。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 .2011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

统计公报 [EB/OL].[2012- 10- 25].http：//www.most .gov.cn/ .
[2] 中 国 科 技 指 标 研 究 组 .中 国 高 技 术 产 业 发 展 状 况 分 析 [J].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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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管理，2011（4）.
[5] 陈新国，肖新新，芮雪 琴 ，等 .我 国 高 技 术 产 业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实证研究 [J].技术经济，2011，30（12）.
[6] 徐巧玲 .高技术产业专利开发与产业和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EB/OL]. http：//www. cnki . net/kcms/detail/42 . 1224 .G3 . 20130218 .
1105.004.html.201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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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基础设施。尽管旅游业受时局动荡的影响，但依然表现出

强劲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增长势头，黎巴嫩必将再次成为

中东旅游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中黎双边民间旅游合作推

动了黎旅游业的发展。目前，中黎双边人员交流呈现向中国

一边倒的趋势，每年约有 4 000~5 000 人次的黎巴嫩人往访

中国，其中绝大多数是商务，特别是广交会期间。受到中国

出国游大幅增长的激励，黎官方也开始重视中国游客市场，

籍此促动其旅游业，相信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黎

民间旅游合作会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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