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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驱动山西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

吕 月

经济发展是近现代世界各国

面临的主题，也成为经济学家反

复研究探讨的命题。根据经济发

展的主要观点，结合现代经济发

展的特点，我们发现，经济发展

越来越倚重于单位要素产出效率

的提高。因此，研究地区科技创

新水平和能力，对于促进区域经

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山西经济增长水平

的描述性分析

（一）山西经济增长情况

2000 年以后，山西进 入 经

济结构战略调整期，地区生产总

值 持 续 增长， 根 据图 1 数 据显

示，从 2000 年的 1845.72 亿元增

长 至 2019 年的 17026.68 亿 元，

增 长 9.22 倍， 未出现 负增 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情况较好，呈

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是从增

长速度来看，如图 2 所示，2000

年以来， 增长率持 续提高， 从

2009 年出现了明显波动，原因是

摘  要 ：为提升山西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本文对山西经济发展现状与科技投入

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关性分析，测算科技投入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

性，通过回归分析，得出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 ：整个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不

高，应用能力不足，产业转型并未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追求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忽视了

科技创新。因此，应当合理配置科技创新力量，将创新驱动作为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中心环

节，才能促进经济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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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国际金

融危机的严重冲击。2009 年的

增长率为 0.59%，增长速度慢但

未出现负增长情况。2010 年，山

西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

署，紧紧围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基金项目 ：山西工商学院科研项目（201921）：建国 70 年来山西产业结构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图 1  山西省 2000-2010 年地区生产总值变化趋势图

图 2  山西省 2000-2010 年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趋势图

资料来源 ：山西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 ：山西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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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迎难而上，

努力推 进转型 发展，使得 2010

年地区生产总值回升。自 2012 年

以来，山西经济增长率缓慢并伴

随着逐年下降的趋势。2017 年有

了一定幅度的提升，从 2018 年来

看，又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因

此，山西地区经济呈现出增长总

量持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波动

较大的总体态势。

（二）山西产业结构变革情况

从 2001 年开始， 国家 进 入

“十五”规划时期，产业支持的重

点倾向“加速发展服务业，推进

信息化”。本文以 2000 年以来，

山西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

结合产业结构的不同阶段特点，

对山西产业结构变革情况进行分

析。根据图 3 可以得出，山西第

一产业占全 省 GDP 比重在 10%

以下，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 ；第

二产业占全省 GDP 的比重经历了

先增后降的趋势，2009、2010、

2011这 3 年出现上下小幅波动后，

从 2011 年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

趋势，特别是 2014 年以后，占比

未超过 50% ；第三产业占比情况

比较特殊，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

势，但是从数据中看出，第三产

业的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平稳发

展， 至 2015 年开始， 占比突 破

50%，成为三产业之中占比最多

的经济总量。整体上来看，山西

产业结构逐渐向第三产业调整。

如果将经济增长速度的折线图与

产业结构折线图重叠后分析，可

以发现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年

份，第三产业占比较大。例如 ：

2012年，全省GDP 增长率下降，

同年，第二产业占比情况下降，

而第三产业占比情况提高，并且

从 2013 年至 2016 年维持这样的

发 展 规 律 ；2017 年， 全 省 GDP

增长率出现了短 暂的提 升， 同

年，第二产业占比提高，第一产

业占比减少 ；此后，2018 年全省

GDP 增长率又出现下降趋势，观

察后发现，同年第二产业占比情

况减少而第一产业占比情况有所

提高。

从产业结 构调整的规律上

来看，产业结构由第一、二产业

向第三产业演化，是产业结构优

化调整的方向，但是，根据山西

经济数据显示得出的结论发现，

产业结构的优化带来了经济总量

的提高，但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

率的提高，反而出现了下降的趋

势，这与经济发展规律不符，主

要原因是由于山西产业转型的过

程中，旧产业转移投资导致经济

总量下降，而新的产业投资力度

不足，导致经济总量增长较慢。

二、山西省科技投入现

状的描述性分析

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专家所

认同。近年来，山西逐渐加大了

科学技术方面的财政支出，为山

西提高区域科技水平，促进区域

经济转型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根据山西统计年鉴数据资料

可以看出，山西地方财政科学技

术支出从 2000 年以来呈现逐渐

上升的趋势，从 2000 年的 2.23

亿元，到 2019 年的 67.24，增长

了 30 多 倍。 从 图 4 可以 看出，

2014 年是 个 分水 岭，2014 年之

前，山西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稳步增长，特别是 2010 年以后，

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从 2015 年

开始，山西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

出出现下降状态，但是依然高于

快速增长之前的金额。如果将地

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折线图与山

西经济增长速度折线图比对，发

现经济增长速度从 2010 年开始下

滑至 2014 年，而地方财政科学技

术支出从 2010 年开始直线上升至
图 3  山西省 2000-2010 年三大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 ：山西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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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奇怪的是，当山西地方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从 2014 年出现

下滑后，相应的山西经济增长速度

却在上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16 年，到 2017 年开始出现短暂

的一致。

与山西产业结 构情况折现

图比对的话，依然会发现异常情

况，2014 年，山西第三产业在全

省 GDP 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多年来

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第二产业，

同年，地方财政对于科学技术的

支出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并且，从

2014 年开始，山西经济增长速度

逐渐缓慢起来。因此，通过以上

数据资料分析得出，根据国家政

策的整体战略方针，山西产业结

构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产业的

优化和升级应当带来经济增长，

但是山西情况却比较特殊，产业

结构调整的同时，山西区域经济

增长速度却逐渐在下降，但是同

时出现财政支出对 科学技术投

入逐渐减少的问题。因此，山西

应当考虑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技

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从而推动山西区域经济质和

量的增长。

三、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

增长的影响分析

为测算山西科技投入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选择 Y=βi（Xi）这一

函数进行数据测算。其中：Y 表

示产出，本文选取 2010 年至 2019

山西省 GDP 数据来代表经济增长

指标 ；β代表相关系数；Xi 分别

表示影响科技创新的各要素。

通过相关性分析，输出结果为

表1表明，X2在0.05、X5在0.01

级别，相关性显著 ；而 X1、X3、

X4 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从数据可

以看出，X2 所代表的 R&D 经费投

入与 GDP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

关系数为 0.796 ；X5 所代表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与 GDP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

系数为 0.908 ；因此，从科技投入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

提高这两方面的投入，能够显著

地提高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前期数据分析得知，山

西产业结构的变革并未带来区域

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而呈现出增

长缓慢的趋势，近年来，在山西

产业结构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

山西财政对于科学技术的支出也

出现了减 少的趋势，特 别是从

2014 年之后。如果将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联系起来分

析的话，我们发现，产业结构的

调整应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是山西区域经济独特的发展态

势与理论不符。究其原因，可能

是技术创新出现滞后的问题。为

进一步测试原因，本文将 2000-

2010 年作为第一个阶段，将 2011-

2019 年作为第二阶段，利用索罗

剩余理论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其

技术进步水平。划分依据为，第

一阶段的 GDP 增长率较高，有一

半时期维持着 20% 的高增长，但

是从总量上来看，未超过 10000

亿元大关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

从总量上来看，超过了10000 亿

元大关，并且也是持续增长，但

是在这个时期增长率较低，呈现

出上下波动情况，除特殊年份外，

增长率不高于 10%。

得出主要结论：2000-2010 年这

一阶段，技术进步水平为-12.396，

说明在此期间，山西省技术进步

贡献率为负，不能很好地促进山西

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资本和劳

动 力， 其 系 数 分 别 为 0.506 和

2.308。即每增加一元的固定资

产 投 资 可 带 来 0.506 元 GDP 的

增加。而每增加一元的劳动力投

入可带来 2.308 元 GDP 的增加。

在这一阶段，资本和劳动力的投

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011-2019 年这一阶段， 技

术进步水平为 -21.785， 说明在

此期间山西省技术进步贡献率为

负 ；与前一个阶段进行比较，技
图 4  山西省 2000-2018 年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趋势图

数据来源 ：山西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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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贡献率不增反降，说明这段时

期山西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技术

瓶颈期间，技术进步的增加并没

有带来经济的同步增长。整个地

区的科技创新水平不高，应用能

力不足，在追求经济增长和产业

转型的过程中忽视了科技创新。

资本系数为 -0.14，说明在此期

间，资本投入每增加 1 元，会带

来 GDP 的负增长。劳动力系数

分别为 4.322, 说明每增加 1 元的

劳动力投入可带来 4.322 元 GDP

的增加。在这一阶段，劳动力要

素的投入成为了山西区域经济发

展的主要动力，且出现了向依靠

劳动力投入带来更多产出的趋

势。这于前面的分析是吻合的，

与近年来山西区域经济追求转型

经济的发展有关系。新的产业结

构中，资本的投入并没有带来显

著的经济增长，而旧的产业也出

现了投资力度不足，或者减少投

资的情况。因此，投入要素在各

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对于促进

山西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四、促进山西区域经济

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

第一，将创新驱动作为发展

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中心

环节。过去，山西区域要素投入

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随着产业

结构的调整，相应的要素投入未

实现重新配置，实证分析结果

发现， 在 2011 年之 后， 技 术贡

献率此后呈现出低于 2011 年之

前的状态，说明产业结构调整中

技术创新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

现阶段，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的

时期，传统产业继续推动山西区

域经济发展要走创新之路，必须

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帮助传统

产业实现优化，慢慢地从依靠资

本、劳动力要素投入，转移到依

靠技术进步上来。

第二，将创新驱动摆在全省

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近年来，

山西省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量

不断增加，但是增幅较小。地方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不稳定，各年

度之间起伏较明显。因此，要将

创新驱动摆在全省科技工作的突

出位置，健全科技投入机制，有

计划、分步骤地统筹全省的科

技投入，从科研人员的配置、财

政拨款、新产品的研究、新专利

技术的研发等方面，全面统筹安

排，确保科技投入机制满足区域

产业的发展要求。

第三，建立整体创新目标，

加强资源整合。首先，对于煤炭

支柱产业，一方面，要继续稳定

煤炭产业，不断推进煤炭产业的

资源整合，提高煤炭企业的规模

化、集约化、机械化、信息化，

全面促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另一方面，优化产业布局，

提高产业集中度，鼓励煤炭产业

的多元化发展，大力创新产品工

艺、创新改革组织机构、不断研

发 新的产品和技术。促 进支柱

产业的全面发展。其次，发展新

兴非煤产业，依托煤炭产业现有

的技术基础整合优势资源，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有重点地规划一

批新兴产业。再次，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经过分析发现，第三

产业比重的增加并未带来经济增

长速度的增加，反而有下降的趋

势。山西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具有

规模小、科 技含量低、创新能

力不足等情况，因此，对于这些

产业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资金、

税收、财政等政策的支持，鼓励

第三产业不断提高整理的科技水

平，提高其产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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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技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指标的相关性统计结果

X1

1 0.171
0.686

0.796*
0.018

0.403
0.322

0.534
0.173

0.908**
0.002

X4项目

GDP  皮尔逊相关性显著性
（双尾）

X2GDP X3 X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