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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模型动态地分析市场制度"高新技术产业和工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

业%市场制度和工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市场制度的完善都对工业

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持续的促进效应'二者的影响程度虽然较弱$但具有长期持续的正向效应$并且三者之间也具有

相互的正向效应&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将是完善市场制度和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市场制度%高技术产业

发展与工业结构三者之间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动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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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调整是当今国民经济活动的热点问题#

也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重点# 而工业结构调整是工业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也是现代

经济增长的基本内容$ 工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

的重要因素# 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体现国民经济整

体素质的重要标志$ 加快工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是增强

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E?F

$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于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

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工业结构的调整# 许多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

理论与实证研究$对于如何更好的调整工业结构#加速

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以高新技

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为切入点# 发展支柱

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促进产业结

构优化与升级&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加快企业

制度创新# 认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促进我国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战略选择E;F

$以及国外学者也持

相同观点# 认为高新技术产业是导致普通经济增长的

'先导产业(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产业(

EGHDF

$ 也有

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高新技术产业对工业结

构调整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以促进经济与资源和环境

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 优先发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

导的高新技术产业% 大力发展低耗能和低排放的工业

行业并加速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 建立科技含

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

业结构E=F

$也有提出要以全球范围来把握其发展和转移

趋势来调整工业结构#以全球化与高新技术化为背景#

动态地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达到跨越式发展的目

的E<F

$更有学者提出区域新型工业化目标模式!'双效应

复驱动半内生型工业化目标模式("#其中'双效应(是

指科技进步与结构优化效应#而'复驱动(是指科技进

步与结构优化循环往复地推动着工业化# 从而保障新

型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半内生( 是指区域工业化进程

中#政府适度干预市场#烫平工业周期EIF

$这模式已涉及

到政府的干预# 这也说明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也需要

扮演'灯塔(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在知识经

济的潮头涌起之际#由于高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

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化的发展# 高新技术的传播速度不

断加快#技术和信息的外溢性增强#而且产业组织范式

向网络化和模块化转化的情况下# 利用高新技术的外

溢性突破物质资本的某些制约# 而且出现工业或工业

结构的跨越式升级EJF

$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工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主导力量$

此外#还必须认清结构调整机制的变化才能够更好

更快地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

种配置主要是通过计划和行政的手段来实现$在转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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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检验形式 &'(统计值 #)的临界值 *)的临界值 #%)的临界值检验结论

+,-. !"/01$" 2%34!*5 26378%$ 2!34764 2!37!$% 不平稳

+,-. !%101$" 2*384%% 2637846 2!34788 2!37!!4 平稳

9&: !;101#" %3%47* 26378%# 2!34764 2!37!#% 不平稳

!9&: <;101$" 2=378$* 2637846 2!34788 2!37!!4 平稳

!->?- !;1%1#" 2634!8= 2637846 2!34788 2!37!!4 平稳

!->?- !;1%1#" 2635%# 2638*!4 2!3445% 2!37658 平稳

场经济以后# 工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即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基础性和主导的

作用$ 但是#目前对于市场制度对工业结构的影响相关

文献尚少$市场制度的变迁和完善对工业优化升级影响

还没被大多数学者用以解释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变量$欠

发达地区的广西工业化发展缓慢#如何在中国经济高速

发展的大背景下迅速地提升工业竞争力值得探索$

一!数据与变量

!一"工业结构变化的度量

本文选择了常用的结构变化指数对广西工业结构

变化幅度进行了度量# 同比结构变化表示当年与上年

相比的结构变化# 主要用同比工业结构变动趋势来讨

论广西工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 结构变化指数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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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时期 C与时期 ,行业 D产值占工

业总产值的份额$ C @,E$时的结构变化指数即为同比

结构变化指数#反映与上年相比工业结构变化的幅度$

根据上式我们计算了$485年来广西的工业的同比

结构变化!图$"$从同比结构变化看#广西工业的结构变

化在不同年份差异较大# 其中$455&$446&$445&!%%!&

!%%6&!%%=&!%%*年等年份的变化幅度显著高于其他年

份'广西工业化道路进程在4%年代后使工业化结构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体上#改革开放来广西工业结构

就一直变动很大#并且呈现较为稳定上升趋势$

!二"其他变量的选择

以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当年价"来作为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代表变量#并取其对数#同时以非国有经济产

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制度完善指标$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 $484(!%%4年的)广西统计

年鉴*和)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统计年鉴*$

!四"数据平稳性检验

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在进行协整分析前#有必要

先检验序列的平稳性$这里用单位根 &'(检验方法来检

验序列的平稳性$ 在用 &'(进行单位根检验前#需要设

定序列的是否含有常数项或者时间趋势项的检验形式#

我们一般可以通过画出原序列的图形来判断是否要加入

常数项或者时间趋势项!

$ 检验结果如表 $所示$

由 &'( 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9&:&

->?-都是在 $阶差分时平稳的#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

条件$

二!!"#模型的确定与协整分析

在协整关系检验时#通常有 F,GHI2-JK,GIJ两步法

和 ?LMK,NI,检验法两种方法$ F2-两步法操作简便#

但是在样本数小于 !%个时 O+P协整估计会有实质性

的偏差$另外#F2-两步法只适用于两个变量的单一协

整关系检验中# 而多个变量协整关系检验通常采用

?LMK,NI,极大似然检验法$由于 Q&: 模型的协整检验

方法中#不用区分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将所有变量都

视为内生变量#组成一个彼此动态影响的联合系统$因

此#Q&:模型中协整检验方法 !?LMK,NI,检验方法"具

有相对较高度检验势# 用 ?LMK,NI,检验方法分析变量

的协整关系优于用 F2-两步法建立的单一方程$ 基于

此#本文以下采用 ?LMK,NI,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一"Q&:模型的确定

我们选取的经济系统模型中包括市场制度和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比工业结构变化三个指标量#适合用

Q&:模型"进行分析处理$市场制度&高技术产业发展与

广西工业结构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 Q&:模型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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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为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

高新技术产业#9&:为市场制度'0表示模型的滞后阶

数1 为模型随机残差项$

在 FSDITN73%中# 经过反复测试选择滞后阶数#最

后认为滞后阶数为 $的 Q&:模型较为合理#如表 !所

示的 *个评价统计量中都标示 $阶较合理# 并且单位

根表和单位图也显示出方程全部根的倒数都在单位圆

内#基于此#我们可以建立 Q&:!$"模型$

!二"协整分析

依据 &'( 检验结果可知#+,-. &9&:&->?- 的

一阶差分变量均符合平稳性条件$ 在确定最优滞后期

图 $ 广西工业的结构变化图"%#

表 $ 变量的 &'(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 表示 !阶差分算子" 检验形式中 "表示含截距项 #

表示含趋势项$!表示滞后阶数# 滞后阶数根据 %&'信息准
确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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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寿平!市场制度"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工业结构的关系

的基础上# 为了探索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

系$需要进行 A'B%CD@C协整检验%协整模型的设定和滞

后期确定原则是先根据最小化 , -.和 /.信息的标准

选取 $ 然后进行模型检验 E如 .'FBG%C@ <HGFIJJ 和

.K/KL/等方法修正残差自相关" 正态性检验和稳定

性M$若不能通过检验$则重新进行设定$直到找到相对

理想的模型& 经过反复检验确定协整变量具有线性趋

势并有截距项$选择滞后 >期$结果见表 8&

从表 8的检验结果显示$ 在 ;>N显著水平上拒绝

了并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 而接受了存在一个协

整方程的原假设& 这表明 $COP'L,("OQAO三个变量

在 ;>N的显著水平上至少存在一个协整方程$ 而且在

最优滞后期内$各变量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

通过三个变量进一步的估计$ 可以得到一个标准化的

协整方程!

!"#!R2422!6S2428;#$%&'S24288()*

(2422") (2428;)

似然比!;584=#5"(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

该协整方程表明广西 OQAO'$COP'L,( 之间存

在长期稳定的'均衡的数量关系&具体的说$从长期看$

高新技术'制度变化每变化 ;N$将引起工业结构变动

分别为 2428;#N'24288N&

三!脉冲响应函数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 T,(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

模型$ 它无需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 因此在分析

T,(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

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

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 这种分析

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方法 (UVWIXD@ G@DW'CD@

YICFJU'C$-())& 我们采用 *@D%G%C和 /BUC(;77=)提出的

广义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 从而避免了以往研究中

经常采用 .B'X@DZ[分解技术存在的对冲击识别的任意

性和结果对变量排序的依赖\7]

& 在下列各图中$横轴表

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年)$纵轴表示一个变

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响应$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代表

了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冲击的反应$ 虚线表示正负

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从图 >中可以看出$$COP在本期给 OQAO一个响

应后$OQAO 在前 > 期出现一个下降的正影响至降到

2$第 6期后开始呈现出一个正的影响$而且呈现出长

期持续的趋势& 说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工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具有小幅度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

应& 从图 8中可以看到$L,(在本期给 OQAO一个正

冲击后$OQAO在一开始就有个微小的正效应$ 然后开

始平稳的小幅度的促进作用&从图 >和图 8说明 $COP

和 L,(的冲击还是不够$只是微弱长时期持续的正向

影响$说明二者的发展还不够$应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以及集群化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和制度化&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运用 T,(模型$ 对 ;73=*>22=年广西高新技术

产业' 市场制度和工业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

证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由协整检验得出高新

技术产业'市场制度和工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

系%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市场制度的增长作用比较显

著%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

的发展'市场制度的完善都对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持

续的促进效应+两者的影响程度虽然较弱$但其具有长

期持续的正向影响$ 而且三者之间都有相互的正向影

响$并且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市场制度的完善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 根据研究结论$作以下政策建议!

;4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工业结构

优化$发挥区域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

升级%

表 ! "#$模型滞后期检验评价标准

注!?表示根据准则确定的滞后阶数"

表 % 协整检验结果
假设的协整关系个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迹统计量 ;>N水平临界值

GR2? 24:386 >"4:7837 >"4>7="

G!; 24>=87 74;38:67 ;>4=";>

G!> 24226=:8 24;6=>82 >4:;38

图 ! &'()冲击导致的 (*+(的响应

图 , -.$冲击导致 (*+(的响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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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支持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市场制度的完善和工业结构的

优化都起到了一个长期持续的促进作用# 创新政策的

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密切配合$ 并与相关重

大的政策框架协调#要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支撑作用$在

加快重要领域高新技术自主创新的同时$ 抓紧形成以

市场为基础的创新成果评估体系$ 加快高技术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集群化#实行鼓励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的投融资政策$完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机制$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推动设立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投资机构和产业发

展基金$扩大融资渠道$完善政策性担保体系$扩宽创

新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渠道# 培育和发展

具有地方资源特色和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 延伸

产业链$ 加快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向传统产业的

渗透与融合#

'&深化市场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合理处理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与市场制度完善的关系$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

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

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

注释!

!如果序列图呈现明显的随时间递增或递减的趋势!且趋

势线并不太陡!可选只含有截距的检验形式!如果序列图形随

时间快速增长! 可选择既有截距又有时间趋势项的检验形式!

然后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截距和"或#时间趋势项的显著性$

"!"有很多特点%模型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模

型所解释变量中不包括任何当期变量&模型对参数不施加零

约束&模型预测方便'准确&可做 #$%&'($ 检验'脉冲响应分

析'方差分析$ 由于这些特点!!") 模型在经济问题分析中

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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