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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崛起战略下的区域政策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丰志勇1，赵海建2
(1．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江苏南京210018；2．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魏家地煤矿，甘肃白银730919)

摘要：中部崛起战略是继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放后国家实施的第三个重大区域战略，如何评价其实施效

果是关系到下一步国家政策调整的关键。该文构建了一个包括解释变量、虚拟变量和控制变量组成的实证分析模

型，对政策是否影响经济增长及影响程度进行了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提升中部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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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继作出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从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自2005年国家正式提出

中部崛起战略后，中部地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2005—2010年的5年间，除山西外，中部其它5省经

济发展年均增速均接近或超过13％，而同期东部年

均增速为12．6％，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

分别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0．3个百

分点、1_3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从中部6省经济

增速看，中部崛起战略的经济发展成效较为明显。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到底哪些政策推动了区域经济

发展，哪些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也就是如何客观

评价中部崛起战略的有效性。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

被区域主政者和学者们所关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能够为新一轮中部崛起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依

据。

1 文献回顾

关于中部地区的国家区域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

应相关研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在《促

进中部崛起：五年来的成效及政策建议》一文中，从

经济发展实力、工业发展水平、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扩大改革开放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主要是定性

分析。李红艳在《中部崛起效应的实证研究》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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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作为虚拟变量，用传统的投资、消费模型对中部

崛起战略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其余大多数学者是从

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前后区经济总量指标(GDP)来

进行总体效果评价的。还有学者对某项区域经济政

策的效果进行评价，如东南沿海对外开放的相关政

策效果。对于中部地区来讲，投资和消费对其区域

经济还是具有拉动作用，同时，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区

域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国家，国家层面上的区域发展

战略大事件会对地区经济引起比较大的扰动。东部

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均是很好的例证。中部崛起

国家战略也将会对中部地区经济起到很大推动发展

作用。

2 模型构建

2．1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中部崛起战略这一大事件对中部地区

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我们建立一个依靠投资和消

费贡献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型：坼(t，c。)其中，Y代表

经济总量，i代表投资总量，C代表消费总量。通过

变化，得到：yl=Oto+0c1，。+Q2C；其中，Y代表经济增

长，i代表投资增长率，c代表消费增长率，Ot。、Ol：分

别代表投资和消费增长的边际贡献率，Ot。代表其他

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

假设当t≥T，由于某些因素(事件)影响，经济

增长模式发生变化：t=Oto“+dl■+tY2^C。

将t在T时刻前后的模型，加以合并，得到以下

模型：r=do“+dl一+ot2^C#+wD

其中，伽=(OLo—Oto“)+(Otl一Oll6)t+(“2一

OL2“)C。

当t<T时，D=0；当t≥T时，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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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于因素(事件)所引起的变化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是显著的，则形的结果不等于零，且统计

作用是显著的。建立这样一个模型可以检验一些重

大事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质是一种事件分析的

方法，可以用来检验中部崛起这样重大事件的效

应。同时，为了消除由于自变量之问的相关关系而

造成的各自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的错误估计，模型

引入了控制变量z，因此，panel date回归模型变为：

Y“=Olo+a1，“+Ot2C“+wD十卢。Z打+s“ ⋯⋯(1)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下标i代表了中部各个

省份截面单元，t表示中部崛起战略前后时间，L、c。

为解释变量，D为政策虚拟变量，z。为控制变量，d。、

Ol，、Ot：、训、卢。为带估参数，s。为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定义

①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Y。为中部i省份在t时期的经济增

长率，其计算公式为巩Y=(GDP。／GDP扣1)X 100％

②解释变量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为中部i省

份在t时期的投资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投资增长

率=(，。／I。1)×100％

消费是除投资以外另一个拉动经济增长的动

力，c。为中部i省份在t时期的消费增长率，其计算

公式为：消费增长率=(C。／C。。)×100％

进出口总额。全球化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样，外向型经济也成为推动区域

经济增长的一个外部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东部

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其已成为拉动中国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进出口总额是衡

量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一个重要标准之一。

③虚拟变量

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

的国家，目前区域经济正在由行政区经济向市场经

济过渡，行政调配资源是组织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

一个重要手段，D为政策虚拟变量，2005年中部战略

崛起分界线，2005年前，D取值为0，2005年后，D取

值为0。

④控制变量

城市化水平(urban)。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

和工业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进入新

世纪后，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加速期，大量要素资源不

断向城市集聚，土地要素资源再一次被大量城市化

人口激活，城市的土地财政扩张了公共基础设施的

建设，由此，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可见，城市化在

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以非农业人

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作为城市化率

(urban)的指标。

交通基础设施(TD)。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

减少运输成本，经济地理学认为一个地区的交通运

输成本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道路基础设施

建设主要包括铁路、公路、内河航道、民航和管道等

线路建设，由于中部地区远离沿海港口，同时长江、

黄河的内河运输受到航道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各省

的内河航运量占整个中部地区的运输量份额较小。

航空运输统计数据相对不完整，并在中部运输量中

所占份额也相对较小，而公路和铁路运输是中部地

区主要的运输工具，承担了中部地区大量运输任

务。所以，我们用公路和铁路运输线路长度作为考

察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基础指标。考

虑到公路和铁路在单位长度上运输量的差异，通过

中部各省公路和铁路货物周转量计算出公路和铁路

在单位交通运输周转货物量上所占比重，再乘以公

路和铁路路线长度，加总后得到各省交通运输路线

总长度。用计算出的各种交通运输线路长度除以各

种土地面积，最后得到单位面积上各省交通运输线

路长度。

人力资本变量(H)。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

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本存量

的测度方法很多，我们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

力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国外学者最早把这种教育

获得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国内郝睿、徐现祥

等学者的研究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平均教育年限日

=6sl+9s2+12s3+16s4，其中S J、S2、s3、s4分别表示

6岁及以上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高

中文化程度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所占的比

重。

工业化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以来一直是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部地区处于工业

化加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效应还比较强，

所以，工业化对中部经济增长来说，还是一个不可忽

视的因素。我们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衡

量中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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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来源及说明

@GDP数据测度。为了消除当年价格影响，数

据按1978年为基年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把

1978年物价指数当作100，即1978年的名义CDP等

于真实GDP，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计

算出其余各年真实GDP，真实GDPm。=名义

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数。钾。，真实GDP嘲。=真

实GDP研，×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嗍。，依次类推计算

出中部各省真实GDP值。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

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1中国统计年鉴》。

②资本存量测度。资本存量涉及到基期资本

存量的计算，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构造，折旧率

与当年投资数量选取等问题。参照张军等学者的研

究成果，我们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存量资本。K。=

K川(1一艿。)+t。其中，艿表示折旧率，K表示第i个

中部省份在第t年的资本存量。1952年作为资本存

量的基年，参照Young、张军等的计算方法，用中部

各省1952年的固定资产形成除以10％，作为该省的

初始资本存量。1978年以前，折旧率6为5％，1978

年后，折旧率6为8％。

③消费数据测度。消费支出主要包括居民消

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为了便于消除物价对消费

支出的影响，我们采用居民消费支出来代替消费支

出，因为居民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统计数据较为完

善。数据按1978年为基年的居民消费支出平减指

数进行调整。

④交通基础设施数据测度。由于中部地区各

省民航线路和管道运输长度统计不全，内河航道航

线运输在整个交通运输所占比重较小，所以，我们用

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作为交通基础设施运输主要统

计数据。

3 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估计分两步进行，首先把GDP增长率作为

被解释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消费、进出口和虚拟变

量作为模型进行估计。主要目的是检验政策是否影

响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为多少。模型计算公式玑Y=

仅o+Ot【乇+82C¨+wD+s。 ⋯⋯·⋯⋯⋯⋯·’(2)

其次，根据模型(2)计算出的政策影响系数，按

照一定比例折算成政策影响权重，再乘以中部人均

GDP作为解释变量，而把科技、教育、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工业化和城市化等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具体政

策效应，即各种具体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模

型计算公式：％=％+理ITD。+d2IND。+理3URB。+

0[4EDU。+Ot5PERR&D+s。，⋯⋯⋯⋯⋯⋯⋯(3)

①模型(2)估计结果

由于模型所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所以先要对面

板数据采用哪种模型估计进行判断。一般面板数据

模型估计分为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回归模型和变

系数回归模型。在模型回归估计前应对模型(2)采

用混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哪种模型进行判

断。对模型(2)进行混合模型和变截距固定效应模

型回归，根据两种模型回归结果的残差平方和进行

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两种模型显著性比较的F

检验。经计算F=0．2961<F。。；(5，50)=2．41，接

受原假设，即采用混合回归模型。

表1 模型(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01～2010)

表2 模型【2)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的显著性

比较检验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

DW检验值为1．24，可能个体间存在自相关和异方

差情况，为了消除面板数据的个体问存在同期相关

性和异方差性，混合回归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

计，结果DW检验值变为1．71，减小了个体同期相关

性和异方差性对模型回归的影响。从模型(2)回归

估计结果看，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的5年，政策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明显，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达到

了0．16，投资、消费、进出口回归系数都为正，说明

传统驱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对经济增长同样起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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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模型(2)的混合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②模型(3)估计结果

在模型(2)估计结果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哪些

方面的政策影响经济的增长，影响程度如何?为此，

我们模型(2)的政策影响系数按照一定比例换算成

影响因子权重，再用权重乘以人均GDP作为被解释

变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和教

育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探究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

来，各种政策措施的出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

先要对模型(3)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检验，检验结果F=1 3．87>Fo．05(5，49)=

2．41，拒绝原假设，选择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然

后，再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检验结

果卡方统计值为16．4，7大于临界值5，拒绝随机效应

原假设，选择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表4 模型(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01—2010)

模型(3)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的显著性

比较检验

模型《3)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显著性比较检验

Test Summary Chi—Sq，StatistiChi—Sq。正，Prob．

Cross—section random 16．47835 5 0．0056

为了消除个体间自相关和异方差性，模型(3)

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固定效应变截距估计，DW

值为2．018，基本消除了个体间自相关和异方差

性。从模型(3)回归结果看，在中部崛起战略框架

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教育和科技

等方面政策实施效果比较明显，对经济增长影响都

为正向，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中，反映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指标系数为o。028，其含

义可以解释为中部地区每平方公里增加0．1公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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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线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导致人均GDP增加

280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反映工业化的方面指标系

数为0．0034，其可以解释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34元的

经济增长效应；反映城市化方面的指标系数为

0．0059，其可以解释为城市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

会产生人均GDP增jJl／59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反映教

育方面的指标系数为0．0286，其可以解释为平均受

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286

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反映科技方面的指标系数为

0．0016，其可以解释为人均R&D经费支出每增加1

元，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16元的经济增长效应。

但在常数项上，中部各省系数都为负数，分别为

一0．171213、一0．15368、一0．20758、一0．137621、

一0．18711、一0。19538，说明在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和教育等方面，中部地区在

许多方面上还存在阻碍经济增长的各种体制因素，

还需要制定相关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出台。同时，

在制约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种体制因素方面，即

存在共性问题，也存个性差异，共性问题的主要反映

在截距系数C上，为一0．17543，个性问题反映在各

省截距系数上，总体上，共性问题大于个性差异。今

后，中央政府在制定各种相关政策时，重点关注中部

地区一些未解决的共性问题，同时，也适当考虑中部

地区之间的个性差异因素。

表5 模型(3)的变截距固定模型估计结果

4提升中部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 嘉茎妻篆嚣茎姜言尝美篇嚣蔷薹言萎羹
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 效应。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任何一项政

估计看，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在促进中部经济增长方 策措施都具有跨时效应的递减性，随着时问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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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出现递减，如

何能保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是今后中部

崛起战略后续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根据模型估

计的结果，结合当前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

和未来发展需要，提出以下促进中部经济增长的政

策路径。

4．1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从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看，工业化促进了中部

经济的增长，工业化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还

是应该肯定的。从中部地区工业化发展阶段看，其

处于工业中期阶段，未来还需要加快发展。但是，从

东部地区走过的工业化进程看，工业化进程不仅需

要发展速度还更应该注重发展质量。为此，中部地

区今后应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出发，走内涵式发展

道路。第一，设置产业生态门槛，选择接受东部地区

产业转移。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长足发展，工业化

进程进入中后期，服务经济已成为东部地区发展主

要推动力之～，随之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成

为其发展的重点，因此，产业需要升级换代，为之大

量产业需要转移出去。加上外部出口环境的压力，

传统的劳动力低成本制造业在东部地区不具备竞争

优势，产业需要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中西部

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中部地区开始大量承接来自东

部地区的产业转移。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推动了中部地

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进程。2009年，示范区GDP增长

14．6％、2010年增长16．3％、201 1年生产总值突破

万亿，达10128．6亿元，增长14．4％，比全省高0．9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1．6％、18．4％和27．7％，分

别比全省高0．5个、0．4个和0．1个百分点；固定资

产投资和进出口均增长27．3％④。同时，我们也看

到皖江城市带主要承接了传统的制造业为主，资源

初加工项目比较多，高消耗、高污染，低层次产业项

目仍占一定比重。随着承接产业项目数量和规模

的增加，中部地区环境生态承载力将受到严重挑战，

因此，今后，中部地区必须设置产业转移生态门槛，

有选择地接受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第二，加

大现有技术改造升级力度，淘汰落后产业。中部地

区在承载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的同时，还要不断地

加强本地产业竞争力。2012年以来，中国出口外贸

形势一直下滑，而中部地区外贸出15增速高于东部

地区，其中，机电产品对外贸出口贡献率较大。而这

些具有竞争力产品的企业都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其在产品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比如湖南的三

一重工，目前，在全球建有12个海外子公司，业务覆

盖达150个国家，产品出口到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已在印度、美国相继投资建设工程机械研发制造

基地，并在德国投资1亿欧元建设工程机械研发制

造基地。可见，技术升级改造，研发投人对本地企业

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性。国家应在今后出台的后续扶

持中部地区发展的政策中，进一步强化技术升级，研

发投入支持力度。第三，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步伐，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

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一个地区产业发展的后续推

动力量。当前，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刚起步阶

段，东中西三大区域同处于一个起跑线上，中部地区

应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争取

从国家层面上给予中部地区更多的发展扶持政策。

4．2 建综合交通枢纽，打造经济增长的助推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已被

许多学者所证实，通过上述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我们

也证实了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正

向影响。如何继续推动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如何用更有利的理由游说中央政府进一步扶持

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向中央

未来政策诉求的关键。为此，中部地区在未来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上应提出三个诉求点：第一，打造郑

州、武汉两大铁路枢纽中心。郑州一直以来都是中

国最大的铁路枢纽，承担了大量的南来北往人流、物

流的运输任务。可是随着国内多条货物和客运专线

铁路的建设，郑州铁路枢纽地位开始有所被削减，其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可能有所降低。因此，首先，应

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承东启西铁路大通道，放

大中部区位优势。尽快启动规划建设西起兰州，经

武汉、南昌到厦门，或经重庆、南昌到福建的两条铁

路十线，打通西北通往东南沿海的交通通道。其次，

构筑中部铁路网，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划建设

①2011年皖江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成效凸显．

http：／／www．xuancheng．gov．cn，nublic／xxgkml／gglT／jljhtj／dtxx／webinfo／2012／04／1333237927699384 htm

万方数据



丰志勇等：中部崛起战略下的区域政策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37

从太原，经郑州、合肥、南昌到广州的高速铁路线，把

中部省会城市串联成一体，形成中部地区铁路交通

高速化，网络化，带动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最

后，形成郑州、武汉两大铁路枢纽中心，带动区域经

济增长。通过三条铁路的建设，郑州铁路枢纽地位

也进一步凸显。武汉高速铁路中心的地位也会进一

步提升。武汉具有九省通衢良好区位，武广高速铁

路的开通，使武汉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高速铁路重

要枢纽中心。第二推进交通运输无缝对接工程，打

造中国交通运输枢纽中心。通过武汉、郑州铁路枢

纽中心的规划建设，把整个中部地区交通运输区位

优势进一步放大，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向国家提出

建设交通立体化、信息化、融合化为一体网络化交通

重大项目工程，实现省会城市的铁路、民航、城市公

共交通与公路客运的零距离换乘和高效有机衔接，

布局建设几个国家级的公路快速客、货运输站场。

同时，加快构建以高速公路网为依托，以国家公路运

输枢纽快速客、货运输站场为节点的国家或区域性

公路快速客、货运输网络，并加快建设国家级的现代

化公路客运公共信息服务系统中心，满足国家东西

部及中部地区交通运输的需求。

图l 中部地区铁路规划设想图

资料来源：在中国中长期铁路规划2008年捌整基础上做出设想规划

4．3 构中原城市群，培育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城市化、工业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引

擎。从中部地区模型估计结果看，城市化对中部地

区经济存在正向影响。东部地区城市空问形态发展

历程也再次证明城市群能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增

长。为此，中部地区应采取以下措施，推动中原城市

群建设步伐。第一，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市化进

程。小城镇是吸收大量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蓄水

池。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吸收了大量农民就业，使

得农村人口就地转移出去变为城镇人口。中部地区

强化小城镇建设，大量发展县镇经济，让更多的农村

人口实现本地化就业，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到小城镇。第二，建设中等城市，完善城镇体系。

在中部地区的城镇体系中，中等城市的发展较为滞

后，影响了中部地区城镇体系的完善性。中部地区

省会城市的首位度都相对较大，而大城市辐射带动

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具备一定城市功能的中小

城市来承载，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城镇体系来运

转。中部地区应按照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要

求，选择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小城市，在国家中部战

略政策支持下，把这些小城市发展成中等城市。第

三，构建中原城市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中部

地区已开始提出并着手建设六大城市群，即太原城

市群、中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群、长株潭

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群战略目标的提出，

对中部地区发展具有很深远的意义。因为城市群是

未来大都市的主要空间形态，也是大都市未来进行

各种要素资源配置的主要空间载体。中部地区先向

国家申报城市群战略规划，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和

支持，然后构建中部地区倒十字架型城市连绵带，其

好比中部地区崛起的骨架，撑起了整个中部地区的

脊梁，从而形成中部地区新的增长空间。

图2 中部城市群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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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加大科技教育投入，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方而的投资

比较起来，是一种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投资。其对

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

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

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人增长

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

长的比重为33％②。与其他类型的投资相比，人力

资本投资回报率很高。所以，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

会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点同样也被我们的模型估

计结果所验证，并且模型中的教育指标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在所有所选指标中是最高的，即中部地区平

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

286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见，教育对中部地区经

济增长效应非常明显，今后，在政策取向上要侧重关

注教育方面。第一，注重职业教育，培育产业发展后

备军。随着中部地区的崛起，大量东部产业转移到

中部，客观上产业了大量熟练技术工人的岗位需求，

同时，中部自身产业升级转型也需要懂技术的劳动

者，而职业教育是快速提升劳动者职业技术技能的

主要途径之一，德国先进制造业的发达无不与其职

业教育密切相关。为了增强中部地区产业发展可持

续性，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中部地区在未来政策制定

上要注重对职业教育扶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今

后产业发展过程中不至于出现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

发生。第二，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提升科技对经济

的贡献度。世界几次大的科技革命浪潮充分地证明

了科技对经济的贡献。中部地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也很显著，从模型估计结果看，中部地区人均

R&D经费支出每增加1元，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

16元的经济增长效应。隐含的政策含义是中部地

区科技投入产出比效益很显著，今后要增加科技投

入，要从国家政策层面上需求对中部地区的扶持，同

时，中部地区也要从区域角度考虑，成立类似欧盟的

区域科技发展基金，重点扶持中部地区科技发展。

第三，打造以武汉为重点发展的中部知识创新高

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武汉是中国科教资源较为丰

富的城市，在中部崛起战略支持下，通过对科技、教

育的投入，增强武汉知识创新能力，把武汉打造成中

② 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http：／／baike．baidu．coH以，ieⅢ／3604584．htm

部地区乃至中国知识创新高地。

总之，工业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科技

与教育等几个方面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均起到了正

向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计量模型中，常数项

为负，说明中部地区还有许多潜在的一些机制和体

制阻碍经济增长，可能包括农业、现代服务业等模型

中没有反应出来的指标，今后还应注重农业和现代

服务业发展问题，从而解决一些阻碍中部地区发展

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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