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技术变革对跨越式发展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学院　王 　烈

[摘要 ] 技术变革在经济学中具有使生产函数上扬的功效 ,它带来产出提高和实际工资同时增长。技术变革
还能够产生和诱发超常规增长。经济增长是明显能够独立于积累之外发生的。中国铁路运能短缺与需求旺
盛之间矛盾突出。技术变革成为短期内增加运能的重要选择。仅列车供电系统技术革新一项每年增加的客
运量增收两亿多 ,并节约大量治污排污的外部成本。
[关键词 ] 技术变革 　效益分析 　跨越式发展

技术变革在经济学中具有使生产函数上扬的功效 ,并使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发挥协调和控制作
用。这种影响带来的是产出能力的提高 ,它同时会产生与流行利润率一致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因此 ,技术变
革能够使企业的产出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另一个重要作用产生和诱发超常规增长。近几十年
的发展证明经济增长是明显能够独立于积累之外发生的。技术变革带来的资本品再生产过程效率的提高将
直接地、不断地影响往复运动的再生产过程 ,导致产品数量增加或者是新产品出现 ,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可供
分配的资源。竞争导致技术变革和新技术的采用与推广。在这一进程中技术产生了对经济的影响 ,表现为
技术变革带来的利润对企业经营产生了重要影响。技术变革和创造利润变成一对共生的产物 ,因而成为经
济发展中重要的可依赖的基础。

中国铁路运能短缺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突出 ,又不能完全依靠市场 ,在短期内增加资本投入来解决供
给问题。技术变革成为短期内增加运能的重要选择。技术变革的优势恰恰是能够独立于积累之外起到促进
发展的作用。列车供电系统等多方面技术创新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体现了技术变革在促进铁路跨
越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仅列车供电系统技术革新一项每年增运的客运量为铁路增收 2. 8 个亿、若考虑增
加的货运收入 1 亿左右 ,总收入达 3. 8 亿 ,并减少和节约治污排污等大量外部成本。

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意味着要脱离传统的依靠积累进行投入、解决短缺的发展模式 ,要在较短的时间里
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超常规的发展。技术变革在方向上和现实中对铁路发展有重要影响与作用。技术变革之
路是实现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选择。

一、技术变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分析
从本世纪初到现在 ,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总产量指标的增长超过了 10 倍。其中主要原因是技术变革 ,它

带来了生产力质的飞跃。包括各领域在内的技术变革带来的惊人进步对全人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
曾开玩笑地说 ,我们可以试着寻找一下至今未曾改变的祖父一辈当年使用的商品或生产流程 ,结果是几乎无
法找到。最典型的是计算机技术的改进 ,30 年里计算能力提高了 1000 倍 ,结合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世界各方
面、各领域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宽体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使单位投入上产生的载客量增加 50 % ,对全球航空业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导纤维的出现使远程通信的可靠性发生了质的变化等等。类似技术变革对人类生
产和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不胜每举。然而 ,经济学分析发现 ,技术变革具有改变生产函数的功效 ,使得
投入不变或者投入减少的情况下产生出较高的产出。比如 ,企业在投入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生产流程就
能够降低废品率、增加有效产出。

经济学中的技术变革是指生产物品的过程与劳务过程的改进。这种改进使得原有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能
够使产出增加。假如这种改变能够使每年单位产出量提高 4 % ,
那么 ,只需 10 年的时间就使产量增加近 50 %。其增长速度之快
是仅仅依靠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来影响产出所无法比拟的。这
种发展变化是呈几何级数变化的。在上文中提到的生产函数中
表现为曲线明显上扬 L 变为 L’。原有曲线和变化后的曲线对应
于相同的横坐标 ,即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 ;不同的纵坐标表现为
不同的产出数量。见下图。

技术变革还可区分为改进和发明两大类。“改进”是指任何
投入在没有质的变化的前提下 ,仅通过工艺的重新设计和实施 ,
提高效率。“发明”是指产生了质的变化 ,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替代旧的。这两种变化都能够在技术变革对
长期均衡结构没有影响的情况下产生。那么 ,这种影响带来的就不仅是产出能力的提高 ,它同时会产生与流

用、或充当保险中介、或为业主提供风险分析与风险服务 ;进入审计领域 ,进行工程结算、决算的审核与审计 ;
并将更多地了解和掌握国际上通行的工程理论计算规则与报价理论、国际工程师项目管理惯例、国际工程合
同与招投标 (FIDIC与 ICB)等内容 ;从现在起 ,着眼于未来 ,采取积极的态度 ,迅速有效地提从业水平 ,做好在
不远的将来与世界先进国家造价工程师水平接轨的精神上和物资上的准备 ,这正是每一位造价工程师今后
积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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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利润率一致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因此 ,简单说 ,技术变革能够使企业的产出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步提
高。

经济学中技术变革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产生和诱发超常规增长 ,产生非均衡状态的质的变化。随着技术
变革在全球的影响不断深化 ,本世纪 50 年代后 ,人们逐渐注重技术进步对发展产生的作用。传统的经济理
论告诉人们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人口增加和节省 ,即依靠资本取代劳动程度而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 ,
近几十年的发展证明经济增长是明显能够独立于积累之外发生的。仍以美国经济发展为例 ,有人测算过 ,现
代美国经济增长中至少有 3/ 4 部分的增长是由于所使用投入的效率的提高带来的 ,而不是增加了资源投入
数量造成的。很明显 ,效率的提高有助于资本品的再生产 ,也改变了资本 —劳动之间的比率关系 ,最终归结
于资本生产过程的效率的提高 ,这其中不存在追加资本数量的因素。市场经济中 ,能够产生更大效率、带来
更高利润的技术 ,自然受到追捧。由此可见 ,技术变革带来的资本品再生产过程效率的提高将直接地、不断
地影响往复运动的再生产过程 ,导致产品数量增加或者是新产品出现 ,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可供分配的资源。

技术变革对发展的推进过程是典型的矛盾运动过程 ,正如熊彼特说 ,这是一个充满了新与旧之间的不协
调和剧烈竞争、各部门的增长率和利润率存在差异、劳动和资本在各种生产活动之间不断再分配的过程。所
有生产活动都涉及到原材料和能源的转换 ,包括不同时间、地点或形式的转换。本质上说 ,技术变革的目的
就是要寻找和提供新的能源、控制能源使用的新方法以及所使用的新材料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受到生产过程
自动化的威胁 ,人类作为能源和材料提供者的作用明显下降 ,而作为生产过程协调和控制作用日益增强。这
意味着伴随着技术变革 ,人类在促进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正在发生变化。

单纯依靠积累促进发展的做法已成为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分析既定技术条件下的既定资源的配置问题。
依旧是熊彼特的观点 :他坚持把技术进步看作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变化 ,是竞争过程的一个组成部
分。竞争导致技术变革和新技术的采用与推广。在这一进程中技术产生了对经济的影响 ,表现为技术变革
带来的利润对企业经营产生了重要影响。技术变革和创造利润变成一对共生的产物 ,因而成为经济发展中
重要的可依赖的基础。

二、技术革新与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关系
上文中提到的技术变革对生产过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均衡结构中表现为产品数量增加、部分新产

品出现以及利润增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不断积累和叠加 ,导致从均衡到非均衡、到新质的基础上均
衡过程的出现。这种变化的突出特点是没有投资约束、依靠技术变革 ,任何时间、地点下都有可能发生 ,因为
它不是依靠资本或其他方面积累的投入完成的。依靠技术变革就能够产生这种超常规的发展和进步。特别
是按照传统的发展理论、缺少所需的资金时 ,依靠技术变革、实现发展更是一种现实选择。技术变革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为铁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目前铁路运输现状的突出特点是能力供给不足。最新资料统计 ,中国铁路总营业里程 7. 2 万公里。美
国 23 万公里、俄罗斯 8. 6 万公里、印度 6. 3 万公里 ,列世界第三。按万平方公里的里程计算 ,中国是 74. 89 公
里 ,在世界 9 个主要国家中列第七位 ;美国 167. 6 公里、俄罗斯 50. 27 公里、印度 191. 73 公里 ,英、日、德、法更
是达到 500 - 1000 公里。按每万人拥有的铁路里程 ,中国 0. 56 公里、美国 5. 55 公里、印度 0. 63 公里 ,9 个主要
国家中排在最后 ,不到相当印度的 90 %。但中国铁路的运输密度世界第一、近 5000 万吨/ 公里 ,相当于美国
的 2 倍、俄罗斯的一倍半、印度的三倍多。中国铁路承担了全部运输方式中客运量的 35 %、货运量的 54 % ,这
在世界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装备设施数量与运输量之间的反差 ,表明中国铁路运能供给与运量需求矛盾
突出。中国铁路一方面运能短缺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突出 ,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通过暴力经
营 ,在短期内增加资本投入来解决供给问题。技术变革成为短期内增加运能的重要选择。比如 ,通过列车供
电系统技术创新采用机车向列车供电技术将原有发电车去掉、改为旅客车厢 ,增加了运输能力。又如 ,增加
单趟列车重量、在有条件的线路上增开重载列车、改变列车信号系统使原有线路上发车密度增加等措施都将
带来运能的增加 ,所起作用相当于投资修建新的铁路。中国铁路近期提出采取跨越式发展模式 ,将在较短的
时间内以较少的代价、通过学习和引进人类先进的科技成果、解决铁路运输瓶颈问题。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
就是脱离单纯依靠积累实现发展的传统模式 ,依靠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快速增加能力供给、实现超常规发展。
技术变革的优势恰恰是能够独立于积累之外起到促进发展的作用。

针对目前状况 ,发展的标志可以表现为运输能力的快速增加和装备水平的迅速提升 ,二者是紧密相连、
密不可分的。运输能力的增加依靠的是先进的装备、装备先进的特点之一是能够产生较大的输送能力。

三、列车供电系统技术创新体现了技术变革在促进铁路跨越式发展中有重要作用
列车供电技术创新是指机车替代专用发电车向列车供电 ,这项革新在技术上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 ①

机车供电是列车能源革命的组成部分 ,符合世界铁路装备发展方向、符合国家能源政策和保护环境等新的发
展观的要求。②机车供电是空调列车制冷动力的技术创新 ,对提升中国铁路装备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有积
极作用。③机车供电减少了发电车、节省了运力资源。④利用机车供电后 ,整列车去掉数吨的储油罐、减少
了火灾隐患 ,安全更有保障。⑤机车供电方式费用更低。⑥机车供电对列车实现全程运行状态动态监控、各
类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加工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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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比较研究
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孙丽杰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刘希宋

[摘要 ] 创新能力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我国各省区之间的创新能力差距也很大。为获全国各省份
的创新能力的分布状况 ,本文通过聚类分析的统计方法 ,对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创新能力进行了聚类分
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落后省份提高本地区创新能力的对策。
[关键字 ] 区域创新能力 　聚类分析 　创新

0、引言
科学技术和教育是国家的立国之本 ,所以强调技术创新是我国面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产业结构失衡矛盾

的重要对策。同样一个地区能否掌握持续发展的命脉 ,关键在于能否驾驭不断出现的新技术 ,推动本地区企
业不断创新。创新能力正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近年来 ,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渐拉大 ,基本上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东北、环渤海、中西部等经济
区 ,这些地区的兴衰、竞争与合作正成为经济界关注得焦点。同样这些地区之间的创新能力也存在较大的差
距 ,这成了影响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由于建国初期的工业布局政策的影响 ,经济落后地区通常具有较雄厚的重工业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
因此本文将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把全国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进行聚类研究 ,有利于落后地区认清自己在
全国中的位置 ,寻找标杆省市 ,实施赶超战略。

1、聚类分析概述

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也不应低估。粗略分析如下 :
1. 减少发电车释放的运输资源。假设减少 1000 辆发电车 ,相当于全年增加近 17 万辆运用车 ;按 17 辆编

组计算 ,相当于增加 10000 列旅客列车、平均每天增加 27 列 ;按 60 个座 (卧)席/ 辆 ,每天多提供近 3 万座 (卧)

席 ,全年增加近千万个座 (卧)席、能够多运送千万人次。
2、增加的客运运输收入。若按 2002 年旅客平均运程 500 公里和平均收入率 0. 15 元/ 人公里计算 ,在全

年平均上座率为 80 % ,每天增收 164 万元、全年可增加收入 6 亿元。
3、增加的货运量和货运收入。减少发电车后全年增加 10000 列客车的能力 ,假设其中 50 %的能力用来

开货车 ,相当于增加 9000 列货车、可以增加近 200 亿吨公里周转量、约 3000 万吨发送量 ;若按平均收入率 0.
05 元/ 吨公里计算 ,将带来 10 亿元收入。

4、节省的运营费用。假设机车供电用电比发电车用油每年大约节省 20 万元、减少乘务员节省人工费 10
万元、节省维修费用 30 万元、减少折旧费用 30 万元 ,以上合计 100 万元。

5、增加的机车改造费用。机车供电方式改造需增加投资 30 万元/ 台 ,按照使用 16 年计算 ,折合每年增加
投资 100 万元。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甩掉发电车、改由机车供电后节省的运营费用和增加机车改造费用正好
相抵 ,因此 ,增加的运输能力若用于旅客运输可以为铁路增加 6 亿元收入、用于货运则可增加 10 亿元收入。

6、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机车供电方式改造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降低铁路运输的外部成本。包括减少柴油消耗带来的大气污染和运行中噪音污染。每辆发电车年

耗油 15 万吨、全部发电车共耗油 1. 23 万吨 ,每年治理排放污染物的费用达上千万元、投入降噪费用也要上百
万元。技术革新后这些费用都可以节省了。

二是增加的货运量对 GDP的影响。根据货运周转量对 GDP 的弹性计算 ,227. 3 亿吨公里货物周转量也
将对增加 GDP产生一定程度影响。

四、结束语
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意味着要脱离传统的依靠积累进行投入、解决短缺的发展模式 ,要在较短的时间里

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超常规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技术变革具有促进生产函数上扬、利润增加以及人们
对生产控制和协调作用的加强等方面的作用 ,这些都是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理论阐述和案例计算、定性
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凸现出技术变革在方向上和现实中对铁路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应该说走技术变革之路是
实现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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