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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构造经济增长的复合指标, 并利用 2005 � 2006 年我国 31 个省市高校 R& D 的

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校 R&D 的专利授权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而研发的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明显; 高校的基础研究对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

要;高校 R&D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不同地区的高校 R&D 的经济效益差异较大, 处于非均衡状态。因

此,本文强调应在政策层面上重视基础研究, 促进校企科研合作, 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和研究人员的

工作效率,加强区域协调, 实现高校 R& D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和谐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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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研究背景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经

济长期增长的内生源泉, 而知识和技术增长又源于

各种研究和开发部门。R& D( r esearch & develop�
ment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简称研发)是我国科技

活动的核心,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支柱,对增

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高校作为从事研发的重要主体,

由于其知识、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的富集性,因此

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 R& D 被

看作是技术创新的源头, 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和

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之一[ 1] 。

高校 R& D重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这些研

究及其发现作为公共产品会出现知识溢出, 刺激技

术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这样的现实案例不胜枚

举。斯坦福大学通过建立研究中心和科学工业园促

进自身各种研发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最终制造出

了硅谷神话,成为当地乃至全美经济发展的引擎; 麻

省理工学院( M IT)注重科研并通过科研积极参与国

家和地方经济建设, 是典型的企业型大学,被称为马

萨诸塞州的经济救星,以至于有人评价 美国可以没
有任何一所大学,但决不能没有 M IT! [ 2]。此外, 诸
如英国撒尔福( Salfor d)大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等

都通过研发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西方很多高校

都明确提出将科研放在学校发展的战略位置, 既表

现了科学研究在高校中的重要地位, 也说明通过科

研推动经济发展、有益于社会是高校证明其实力和

价值的重要标志。我国北大方正、清华同方、东软集

团的出现也初步说明了高校科学研究对技术创新、

经济发展的明显作用。

不过,受社会、经济、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

国高校分布不均衡、研发实力存在较大差异, 高校

R& D与市场接轨也处于探索、起步阶段, 虽有成功

案例,但还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 对高校 R& D与

区域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学理上的系统分析,

不仅有助于清晰认识两者的关系, 还有助于在促进

我国高校 R& D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并借以推动经济

发展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2 � 文献综述

虽然如前所述高校被称为 增长发动机!、 区域
推进器!,但这一作用在实证研究上存在很大分歧。
Griliches是较早对高校 R& D 进行系统研究的学

者,也是知识生产函数( know ledge production func�
t ion, KPF)的首创者,他的研究发现高校 R& D对区

域创新能力存在地理溢出效应[ 3] , R& D 支出对专

利产出存在无规律的滞后效应[ 4 ]。Jaffe 利用改进

的 KPF 研究证实美国高校 R& D 的知识溢出在医

药、化学与电子行业显著而在其他领域不显著
[ 5]
。

Anselin等也证实高校 R& D 与区域创新存在因果

关系,但具体领域与 Jaf fe的结论不同,即在医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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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机械行业没有高校知识溢出,而在电子与器械

工业则存在强显著的高校 R& D 溢出
[ 6]
。Fischer

运用澳大利亚高科技产业数据进行经验研究 [ 7] , 结

论与 Anselin的类似。Martin考察了加拿大国内大

学研发的经济效应,指出部分学者对大学研发的效

应有夸大之嫌, 他们忽视了人力资本提升和知识转

移对生产力和 GDP 增长的作用
[ 8]
。A lessandro 运

用欧盟各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欧盟近几年

来的经济增长明显得益于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教育投

入,不过高校 R& D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只在欧

洲北方国家如瑞典、比利时、德国、荷兰表现显著, 而

在欧洲南方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两者没有

任何相关,并从高校 R& D及其成果与本土环境和

现实需求的相容性、科技政策因素等方面对这一 令

人失望!的结果作了原因分析[ 9]
。

国内利用知识生产函数进行创新、研发以及知

识溢出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 而且大多都以企业研

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关于高校 R& D

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只是在近 5年才受到关注,

发表的论文累计不足 10 篇, 其研究结果与国外类

似,分歧较大。赵文红等通过对 27 个省市 1996 �

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高校 R& D 经费

支出可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区新企业的创建, 创建

新企业不仅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还能间接地创造

更多的就业岗位,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10]。而王立

平运用修正的 KPF 研究表明, 高校 R& D支出对高

技术产业的知识溢出虽是正向的、显著的,但溢出程

度较低[ 11]。吴玉鸣也发现高校 R& D投入对区域

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没有明显贡献,我国 31个省域

创新能力的贡献主要是由企业 R& D 投入实现

的
[ 12]
。

可以看出, 在研究方法上,上述学者无一例外都

是运用知识生产函数进行分析的,在变量选取上也

都是运用单一指标进行统计(如一般将省域年度专

利申请数作为因变量,将 R& D支出看作自变量)。

另外,以上研究并没有直接探讨高校 R& D 与地区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而是将焦点集中在高校

R& D与高技术产业和区域创新的关系上面, 而且

相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却莫衷一是,值得我们关注

和思考。

正是基于对以上学者研究分歧的关注和现实与

学理上的矛盾, 本文考虑运用其他高级统计方法, 直

接验证我国各地区高校 R& D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

系,并对前述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加以验证。在变

量选择上另辟蹊径, 通过对具体指标的综合、抽象,

建立复合指标进行分析。

3 � 变量选择与研究假设

学术界对于 R& D 的变量选择基本一致, 大多

都用 R& D经费支出来衡量。我们认为,高校 R& D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涉及面广, 而且有其特殊性, 因

此为了尽可能不遗漏重要信息, 我们选择 R& D投

入(包括人员投入、经费支出)和 R& D产出(国内专

利授权数)作为自变量。经济增长是我们要验证的

因变量,选取地区 GDP、人均 GDP、地区就业人口、

城镇人口平均工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技术产

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和增加值进行分析。由于

R& D从投入到产出再到对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

作用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滞后, 加上现有研究均揭

示出滞后 2年的模型拟合度比较好 [ 12] , 因此高校

R& D投入和产出分别选择 2005年和2006年∀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中高等学校科目的数据,经济增长的
各项数据来源于 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包
括中国大陆 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分析运

用 SPSS15� 0软件进行。
在前述文献基础上,结合探索性工作,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H1: 高校及其 R& D机构的数量与区域经济发

展呈正相关。

H2a:高校R&D投入与地区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H2b:高校R&D产出与地区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以上是本文要检验的 3 个核心假设, 也是对学

者们已做过但存在分歧的各项研究的再次系统验

证。下面则是本文在前期资料收集阶段萌发的假

设,是首次进行实证研究,属于本文的创新之处。

H3: 应用研究相对于基础研究周期短、目的性

强,因此高校的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明显。

H4: 高校 R& D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地

区性差异,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

4 � 实证分析与结果

4� 1 � 经济增长的因子分析
衡量经济发展实力的指标有很多, 如果单独拿

出其中一个来做分析产生偏差的可能性会很大, 因

此我们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有关经济发展的指标

进行汇总,提炼出更具代表性和抽象性的公共因子。

它们包括的信息更全面、更合理,更具可比性和可行

性[ 1 3] ,适合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对经济增长的 7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 KMO

检验值为 0� 784,说明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适
合做因子分析。为了更好地解释公共因子,用方差

最大化正交旋转的方法进行因子旋转, 经过 3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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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后,得到的负载矩阵如表 1所示。从表 1可知, 在

公共因子 FA C1 上负载值较大的变量依次是地区

GDP、就业人口、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和增加值, 这些

变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因此可命名为

宏观经济发展因子。在公共因子 FA C2 上负载值

较大的变量是人均 GDP、城镇人均工资和人均可支

配收入,它们反映的是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 因此可

命名为微观经济惠民因子。以上两个因子方差贡献

率分别为 45� 517%、42� 793% , 以此为权数可以得
出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RE )的计算模型如式( 1)所

示。

RE= 0� 45517 ∃ FAC1+ 0�42793 ∃ FAC2。 ( 1)

表 1 � 旋转后的经济发展因子负载矩阵

变量
因子负载(降序排列)

FA C1 FAC2

2007年 GDP 0�953 0� 201

2007年就业人口 0�855 - 0� 309

2007年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 0�851 0� 413

2007年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值 0�803 0� 476

2007年人均 GDP 0�223 0� 921

2007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 0�085 0� 915

2007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0�347 0� 882

� � 根据 RE 计算出的 31个省域经济发展值综合

了所有变量的信息,更为真实、可靠,我们以此作为

因变量来研究高校 R& D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4� 2 � 高校 R&D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 H1,以各地 RE 值为因变量, 以高校

数量、高校所属 R& D 机构数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 VIF 值为 1� 983< 10,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地方高校的数量对经济增

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各地高校所属 R& D机构

的数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两者相关

系数为 0� 7,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 ( Adjusted R 2
)为

0� 491, 说明因变量的变化中有 49� 1%是由高校所
属 R& D机构的数量这一自变量引起的。H1得到

了部分证实。

表 2 � 回归模型概要

自变量 区域经济增长( RE) Sig�
C - 0� 703 0� 001

高校数量 0� 004 0� 286

高校所属 R&D 机构数量 0� 003 0� 006

� � 高校 R& D的投入主要包括经费投入和人员投

入,我们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给出的各地区高等
学校 R& D经费支出和各地区高等学校 R& D投入

人员两项指标来表示, 高校 R& D的产出用各省高

校三种专利授权数来表示。将高校 R& D的投入和

产出作为自变量, 与经济发展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见表 3。

表 3 � 高校 R&D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n= 31)

变量 RE GDP 人均 GDP 地区就业人口
城镇人口

平均工资

城镇人均

可支配收入

高技术产业

规模以上

企业产值

高技术产业

规模以上

企业增加值

C - 0�493* * * 1788�55 11722�692* * * 1113�349* 24714�767* * 10407�682* * * - 402�353 - 80�083

R&D经费支出 1� 69E- 006* * * - 0� 041* * 0�081* * * - 0� 015* 0� 100* * 0�016* * * 0� 002 - 0�001

R&D投入人员 - 2� 20E- 006 0� 819* * - 0� 844 0� 248* - 1�226 - 0� 237 - 0� 006 0� 019

专利授权数 3� 67E- 005* * * 0�417* * * 0�297* 0� 048* 0� 201* 0�131* * * 0�208* * * 0� 040* * *

R2 0� 898 0�835 0� 638 0� 436 0�448 0�699 0� 798 0� 793

Adjusted R2 0� 891 0�816 0� 612 0� 373 0�386 0�678 0� 792 0� 786

F 123�885 45�387 24� 702 6� 947 7�294 32� 538 36� 198 35�807

Durbin�Watson 1� 982 2�032 2� 018 1� 844 2�269 2�346 2� 45 2� 248

� � 注:  * !表示 p< 0� 05;  * * !表示 p< 0� 01;  * * * !表示 p< 0� 001。

� � 高校 R& D经费支出、投入人员和专利授权数 3

个变量在每个回归模型中的 VIF 值均小于 10, D W

值也都在 2附近,可以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

性,因变量不存在序列相关,模型真实有效。可以看

出,高校 R& D的投入与产出对经济发展是有显著

影响的,只是在具体经济变量上表现不同。第一、三

列显示,研发经费支出和专利授权数对地区整体经

济发展( RE)和人均 GDP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研

发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 甚至为负。这

与董奋义的结论基本一致, 即我国的科技进步主要

由科研经费投入决定, 与人员投入的关联度不

大[ 1 4]。这说明高校 R& D 的人力资源在推动经济

发展, 直接创造生产力方面还不理想, 虽然高校

R& D有其特殊性,如主要从事的是基础研究,科研

评价注重论文和专利, 教学和科研仍然是高校研究

人员的主要任务等, 但是如何降低高校 R& D的人

力资本成本,如何将人力资源转化成经济财富, 是需

要认真考虑的。

第二列显示, 三项指标对 GDP 均有显著的影

响,但是研发经费支出对 GDP 的符号为负,说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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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R& D作为一项高投入事业, 其效益不高,研发经

费的投入没有形成有生产力的产出成果, 消耗的财

富大于其创造的财富,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小。这

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吴玉鸣的分析结论: 大学

R& D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明显。虽然

高校不是市场主体,但其 R& D 作为地区知识创新

的源头没有与企业良好结合, 两者没有建立有效的

联动机制,也没有找到成功地实现高校科研成果向

企业转移技术进而创造经济增加值的渠道。

第四列显示的是高校 R& D对地区人口就业的

影响,无论是研发投入还是研发产出都对地区就业

有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专利授权数对促进就业有明

显作用。专利意味着独享知识产权,可以通过授权

或投资方式获得利润。高校发明的专利越多, 盈利

的可能性越高, 就越有动力进行专利的资本化运作。

因此,高校会积极创办各类科技企业,这不仅有利于

新增就业岗位、吸纳区域内各类人力资源,还可创造

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人们带来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

改善,第五、六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专利授权数

以及研发经费支出对城镇人口平均工资和可支配收

入都具有正向作用。这和赵文红等的研究比较相

似。这也说明, 一定程度的经济利益驱动会促进高

校 R& D及其成果的商业化, 而后者又能带来更多

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高校与产业密切结合、相互促

进,高校 R& D 直接为农业、工业、医药和军事发展

服务已是当今科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最后两列非常明显地说明高校 R& D 对高技术

产业的影响,研发经费和人员的投入不是影响高技术

产业发展的变量,只有专利产出对高技术产业有显著

作用,这可能是前述学者们出现结论严重分歧的关键

原因,只有选对变量, 才能得出正确解释。在当前市

场经济环境下,专利这一科学知识纷纷变成财产,并

作为资本而投入生产,即科学知识资本化的现象。虽

然高校所申请和授权的专利远少于企业,但是,其中

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基础专利,能够控制新的工业部门

或某项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

经济价值,自然对高技术产业影响很大。

从以上分析来看, 高校 R& D的专利产出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明显, H2b 得到了完全证实。高校

R& D的经费投入对大部分经济变量有影响, 但正

负有别,高校 R& D的人员投入只对个别经济变量

有影响, H2a没有得到完全证实。

接下来,对高校 R& D的不同类型与经济发展

之间的关系略作研究。由于研发活动具有阶段性特

征,在不同的活动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基于活

动的阶段性可以将研发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

验发展 3种类型, 其中前两者是高校 R& D的主要

部分。基础研究以认识现象,发现和开拓新的知识

领域为目的,并不考虑实用目的,研究结果常表现为

一般的原则、理论或规律,没有直接的商业目的。相

反,应用研究具有特定的实际目的或应用目标, 通过

创造新知识来解决某一具体领域中的问题。基础研

究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少则几年, 多则几十年, 应

用研究由于有预定的目标和周密的计划, 加上受商

业目的驱使不容许研究计划拖长,研究时间短。所

以,应用研究及其成果对经济的刺激应该更直接、迅

速、明显。我们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RE)和其他经

济变量做因变量, 用各地区高等学校在三项 R& D

活动上的经费支出做自变量,采用逐步后退回归法,

以此检验三种研发活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统计

结果显示,对于任何经济发展类因变量,应用研究与

试验发展均先后被剔除到方程外, 最后只保留了基

础研究变量, 基础研究与经济发展显著相关( Sig� <
0� 001)。假设 H3被证伪。这说明, 高校的基础研

究及其成果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基础研究虽不

能迅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商业利润, 但它是技

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先锋, 是其他研究活动的基础,

工业开发、军事创新等无不从此之中派生而来。基

础研究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高校实力和声望的

提升乃至经济的长期内生增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理应成为高校科研的主要任务。当然,这一结论

并不排斥应用研究,相反,高校研发对经济增长作用

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

桥梁,正如尼尔森 ( R� Nelson) 和罗默 ( Romer )所
言:  虽然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有着不同的制度
安排来支持,但是这两种类型的工作相互促进时会

有更高的生产率。! [ 15] 高校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天
然的平台。

4� 3 � 高校 R&D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聚类分析

不同地区高校 R& D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力

如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涉及高校 R& D

的效益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 探讨我国

高校科研效率与效益的相关研究比较多, 而且绝大

多数研究都是运用数据包络模型 ( DEA)对高校的

科研投入和产出进行比较分析, 得出的结论基本相

似。比如:以不同地区高校作为决策单元分析发现

无论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率都呈现出东部高于中

部,西部最低的分布趋势 [ 16] , 而且西部各省的高校

大多处于科研投入产出的规模效率(报酬)递增的水

平
[ 1 7]
,说明目前的投入规模不够, 应加大西部各省

的高校科研投入,创造规模经济。也有学者发现部

分名牌大学的科研投入产出比值与其办学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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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相关性不强,即高校的整体实力强其研发效益

不一定高
[ 18]
。基于前人的研究已较为丰富,加上投

入- 产出法没有考虑过程变量、存在中间阶段的 黑
箱!问题,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产出数量与投入
数量的关系研究等原因 [ 19] , 本文不打算运用 DEA

对高校 R& D投入与产出的地区差异再做分析, 而

是用聚类分析的方法简单、明了地展现不同地区高

校 R& D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程度。

针对个案的聚类分析是一种多变量分析程序,

它以所选择的变量为分类依据, 将一些相似程度较

大、处于同等水平的个案聚合为一类,把另外一些彼

此之间相似程度较大的个案又聚合为另一类, 通过

不断聚合把不同的类型一一划分出来。根据前文分

析,高校 R& D经费支出、专利授权数和经济发展状

况( RE)三个变量在不同地区的差异非常显著,适合

作为分类变量。采用 K�Means 聚类分析法,经过 2

次迭代,将我国 31个地区分为四类, 表 4给出了四

类在各个变量上的平均值, 方差检验显示四类地区

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分类有效。第 1类北京市的

高校 R& D经费支出最多, 但专利授权数排在第三,

经济发展排第二,说明北京高校 R& D 的投入和产

出不成正比,研发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不明显; 第

2类上海和江苏的高校 R& D经费支出不是最多,

但专利授权数最多, 经济发展最好, 说明其高校

R& D效益高,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 第 3类地区

高校专利授权数排第二, 但 R& D经费支出和经济

发展均处第三,说明较多的科研专利没有完全转化,

产学研结合不够, 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有限;第 4类包

含的地区最多,在三个方面得分最低,均低于全国平

均值,说明在高校 R& D和经济发展方面处于劣势,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这一分类结果可以看出,

总体而言,高校 R& D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显著

的地区差异,尤其是北京、上海、江苏三个教育、科研

和经济大省(市) , 领先其他地区异常明显。但是,这

种地区性差异不能简单、笼统地概括为东中西部差

异。比如山东、广东、浙江等典型的东部地区与湖

北、湖南等中部省份被划为一类,甚至福建、河北、江

西等东、中部省份与众多西部地区分为一类,这说明

高校 R& D 效益不均衡, 不同地区的高校 R& D与

其经济增长不存在正向的线性相关。例如广东, 已

有学者证实, 它虽是我国的经济强省, 但其高校

R& D活动质量不容乐观, R& D 投入产出效益较

差[ 2 0]。以上分析使得假设 H4没有得到完全证实,

也说明今后要重视加强各地高校 R& D与经济发展

的协调性、关联性,强化高校 R& D的针对性, 与地

区经济发展需要密切结合, 努力实现高校 R& D成

果的商业化、产业化,使高校 R& D更好地服务于地

方发展。
表 4� 高校 R&D与经济发展的地区聚类

四类及其包含的地区
高校 R&D经费

支出(万元)

高校专利授权数

(件)

经济发展状况

(因子分)

1 北京 448815� 00 5001� 41 0�92121

2 上海、江苏 324057� 50 9533� 78 1�29893

3 辽宁、黑龙江、天津、山东、广东、浙江、湖北、湖南、四川、陕西 130171� 90 5365� 68 0�24262

4
福建、海南、河北、河南、吉林、江西、山西、安徽、重庆、贵州、

甘肃、新疆、青海、云南、宁夏、广西、西藏、内蒙古
26196� 83 865� 19 - 0�33030

总平均值 92586� 8387 3145� 28 0

方差检验结果
F= 127� 614;

S ig� = 0�000

F= 6� 001;

Sig� = 0� 003

F= 12� 36;

S ig� = 0� 000

5 �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全国 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首次系统

验证高校 R& D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实证

结论表明,高校 R& D的专利产出对地区经济增长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研发的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

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还有待加强, 高校的基础研究对

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高校 R& D 的投入产出不成正

比,不同地区高校 R& D的经济效益差异较大, 处于

非均衡状态。实证结果反映了目前我国高校 R& D

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需要在政策层面加以注

意。

( 1)高校在进行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同时,要

强化自身服务社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角色使命。

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社会时代,高校的角色已从过去

的知识仓库、知识工厂转变为现在的 知识中心!,成

为推动地区乃至一国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网

络节点[ 21] 。高校应该加强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并

力促科学知识的资本化。正如美国实施的 Steven�
son�Wydler 和 Bayh�Dole 法案规定: 大学有责任为
那些受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申请知识产权并使之商

业化
[ 22]
。反过来,高校的科学研究只有在新经济中

扮演关键角色,政府才可能维持对研究机构的大规

模支持。所以, 高校应与企业、政府等机构密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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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促使自身的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能够创造更多的

经济价值和社会财富。

( 2)重视高校的基础研究,协调好基础研究与应

用研究的关系。基础研究对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

疑,它获得的是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和对自然及其规

律的理解,这种普遍的知识提供了解答大量重要实

用问题的方法, 但是它不能给出任何一个问题的完

全具体的答案, 提供这种圆满答案是应用研究的职

责。虽然基础研究不能在短期内取得经济效益, 但

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有 90%是来自于基础研究的,

它始终是科学 � 技术 � 生产力这一链条中的首要因
素。因此,高校的基础研究要把长远性、战略性与针

对性结合起来, 在一定时期根据现实性和可能性选

取关键领域作为突破口, 同时考虑到它在科技成果

转化链条上的作用。同时, 多渠道地增加基础研究

的经费投入,在这方面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除政

府投入外,还应注重引导企业和社会加大对基础研

究的投入比例, 避免高校研发活动倾向于工业应用

而忽视基础研究 [ 23]。此外, 增加高校 R& D机构的

数量,设立并完善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实验

室,鼓励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要有 十年磨一

剑!、 甘坐冷板凳!的精神, 并给予其充分的自由去
探索、研究。

( 3)积极推进校企科研合作, 提高高校 R& D 产

出的经济效益。目前, 我国高校 R& D的专利和其

他成果存在转化难、商业化难的问题,关键在于高校

与企业和社会结合不够, 研发和生产脱节,造成高校

花费了大量科研经费获得的研究成果没有及时转化

为技术产品。因此政府应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 调

控并促进高校研发机构、人员和企业以及其他市场

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例如, 校企之间可以根据

研发的内容和形式采取不同的合作模式, 诸如委托

合同型、联合研发型、在大学建立研究机构型、人才

培养型等[ 24] 。也可仿照 20 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欧

和美国的学术资助方式, 鼓励各高校在产业部门中

发现和确立自己所能胜任的专业领域, 进行重组和

配套,使高校与产业部门紧密结合,以至于高校与产

业联合的研发活动造就了跨社会建制的结构。或者

建立并优化高校的科技园区, 完善相关服务体系, 积

极吸引国内外的风险投资在高校周边地区兴办高技

术产业,努力形成高校的产业经济圈,加速知识的生

产、流动、转化, 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25] 。最后, 通

过创立大学衍生企业实现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

大学技术转移的一种普遍模式, 成功的衍生企业具

有示范和激励作用,会带动更多的科研人员推动其

科技理论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 26]
。因此, 政府和高校

应努力通过政策激励、资本支持、创业文化营造等促

进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

( 4)在逐步增加高校 R& D经费投入的同时,努

力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我国目前的科研投入并未

创造出最大化的收益, 有些高校甚至是 高投入低产

出! [ 27]。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 如有些高校花

费高额财力购置科研仪器和设备,甚至重复购置,而

且使用率低下,管理不善,或者投入大量科研经费重

复研究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成熟或即将淘汰的技

术,造成研发资源浪费等。因此要通过加强管理,适

度引导,确定高校科研及其投资的重点;由重经费分

配向重使用绩效转变, 通过分期拨款、加强 R& D经

费使用监管和绩效考评等方式提高经费的使用效

率[ 2 8] ;在校内或地区内尽可能资源共享、信息互通,

并权衡技术吸收和自主创新投入的均衡点。

( 5)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高校科研人员的

工作效率。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说:  承认是科学共
同体的硬通货, 科学中的承认在功能上与财富相

当! [ 29]。科学奖励制度就是对科研人员贡献的承认
体系,能有效激励他们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国家应

建立多元化的激励机制,以政府激励为基础,更多地

利用市场激励和产权激励的手段, 促进高校创新能

力的整体提升。高校应通过精神奖励、薪酬和科研

奖金分配、教育和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调动高校

R& D人员的研究热情和积极性, 尤其是科研管理

部门应做好精细化管理和服务工作, 尊重并促进科

研人员价值的实现, 营造良好的环境提高他们的工

作效率。高校在职称评审中除了依据论文、课题外

还应把科研情况和科研转化或产业化情况纳为评价

指标,并与人事、津贴等制度配套, 鼓励科研人员迅

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6)大力开展不同地区高校在研发、成果转化、

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和学习借鉴活动。

对上海、江苏等地在 R& D及其成果转化方面做的

比较好的高校应总结经验, 加以推广,号召其他高校

结合自身校情进行学习。要积极开展区域内高校在

R& D活动上的交流及其与产业界的互动, 形成创

新知识的集聚, 实现高校 R& D的规模效应。在加

快研发科技人才发展的同时,重视他们在各个省市

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以此带动落后地区发展,避免科

技人力资源在局部出现过剩或浪费
[ 30]
。国家应加

大对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市高校的研发支持力度, 促

进这些地区高校科研的发展,引导他们将科研与当

地实际需要结合, 使高校真正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

发动机、推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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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R&D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Pang Wen1, 2 , Han Xiao1

( 1�S chool of H umanity and Law , Northeas t Fores t ry Un iversity, H arbin 150040,C hina;

2� School of Man agement , H arbin In st itute of T echn ology, Harbin 150006, China)

Abstract: T his pap er const ruct s th e composite ind ex for economic grow th by the factor analys is, an d makes a regression analysis an d a cluster

analysis thr ou gh u sing the data about R& D of universit ies in Ch ina's 31 provin ces f rom 2005 to 2006� Th e result s sh ow that th e patent license

f rom university R& D has s ignif ican t role in prom ot ing region al economy, but the ef fect of outputs in fu nd and human res ou rce on economy are

n ot obvious; the b as ic research by univer sity is the m ost imp ortant for economic developm ent ; the input is not in direce pr op ort ionate w ith the

ou tpu t of univer sity R& D, and the econ om ic benef it of diff erent region's university R&D are quite di ff erent and in a non�equil ibrium state� Fin al�

l y, it emphasizes that w e should attach importan ce to basic research on th e p ol icy level , and promote the cooperat ion b etw een un iversity and en�

t erprise in the asp ect of s cient ific res earch, and im prove the eff iciency of fund u sage and the w ork eff iciency of researchers , and reinforce regional

coordinat ion for the h arm on y betw een un iversity R& D and r egional economic gr ow th�

Key words: university R& D; econ om ic growth; patent ou tput ; regional regional dis crep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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