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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省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戴 平 生

内容提要
:
基于 M al mq ul st 指数

,

本文计算 19 98 一 2 00 6 年省域工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

及其分解的 变动值 ; 利 用 空间计量方 法 测算技术扩散程度和确 定技术溢出的重要关联

点
,

对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 外部 因素进行 了分析
。

结 采表明
:

省域平均全要素生产

率逐年增长
,

技术变动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原 因 ; 纯技术效率的 变动 不具有显著

的扩散性
,

上海
、

江 苏等地是技术溢出的重要关联点 ; 工资水平
、

国有资产比重
、

外商

投资比重
、

工业化
、

工业规模
、

资产劳动 比和资本产出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

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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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计划统计 系
,

讲师
,

经济学博士
。

中国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
。

作为推动我 国经济持续增长的

重要源泉
,

全要素生产率 (T FP ) 一直是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推动力的热点
,

人们通过测算

TF P 变动分析我 国经济的变化轨迹
,

同时对影响 TF P变化的外部因素进行了研究
。

本文的研

究希望在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 (l) 利用最新数据对 199 8 一 2 00 6 年省域工业的 TF P增长率进

行测算
。

199 8 年开始工业统计范围改为全部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的非 国有企业
,

按这一统

计 口径可以减少因数据处理误差对分析结果产出的不利影响 ; (2) 分析省域间 吓P增长的溢

出扩散特征
,

发现其技术扩散特征和技术溢出的重要关联点 ; (3) 对影响 TFP 及其相关指数

变动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

以往的研究对 TF P 变动影响因素的选择具有较强的指向性
,

缺乏

相对系统和全面的考虑
。

一
、

省域工业 T FP 变动分析

通常采用生产函数随机前沿分析 (SFA ) 或数据包络分析 (D E A ) 来测度 吓P 的变化
,

两种方法都能够较好地解释我 国经济发展 的变化状况
。

由于后者的约束条件少且简单易行
,

因此本文分析采用 D E A 方法
。

1
.

投人
、

产出指标的选取及数据处理
。

尽管 D E A 方法可以处理涉及多个投人和多个产 出 T FP变动的计算问题
,

但已有的研究

多数仍 以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中的投人产出要素作为参 照
。

通常在计算工业部门的

TF P 变动率时产出指标取工业总产值或工业增加值
,

如朱钟棣等 (2 0 05 ) 就以工业总产值作

为产出指标
,

相应 的投人指标劳动
、

资本和中间投人 ; 陈勇等 (2 00 6) 则 以工业增加值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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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指标
,

相对应地以劳动
、

资本作为投人指标
。

本文采用前者
。

统计 口径为国有和规模以上

非国有工业企业
,

时间跨度为 1998
一 200 6 年

,

数据全部取 自各年 国家统计年鉴
。

为了测算

各省份工业 吓P 的变动值
,

这里把 31 个省
、

市
、

自治 区作为决策单元 (其中不含港澳台地

区
,

为了表述方便以下统一称为省或地区 )
。

(l) 工业 总产值
,

用 于反映各个决策单元 的产

出水平
,

是唯一的产出指标
。

考虑到不同年份的可比性
,

以 199 7 年为基期用工业品出厂价

格指数进行 了平减 ; (2) 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

作为劳动投人指标
。

199 8 一 2 0 02 年数据

由工业增加值除以全员劳动生产率获得 ; (3)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 均余额
,

作为资本投人指

标
。

由于没有同 口径历史数据无法按
“

永续 盘存法
”

等方式进行处理
,

只是 以 1 997 年为基

期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 了平减 ; (4) 中间投人
,

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
。

必须按国家

统计年鉴的计算公式计算
,

即中间投人等于工业总产值扣除工业增加值
,

再加上本年应交增

值税
。

计算结果以 1997 年为基期用工业 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

两类价格指数中
,

西

藏
、

广东
、

广西的数据出现了部分缺失
,

这里用全 国数据进行了替代
。

2
.

计算结果分析
。

省域工业 TFP 变动的测算的结果列于表 1
、

表 2
,

计算 中利用了软件 D E A PZ
.

1
。

对 TFP

及其分解指标 199 8 一 2(X)6 年的累计增长率的计算
,

这里采用各年度变动率相乘减 1 的做法
。

从表 1 可以发现从 19 99 一 2(X) 6 各年的 TF P 变动是逐年提高的过程
,

其中 2 002 年前后工业

TFP 的增长幅度明显加大
,

可能表明中国 2 00 1 年加人世贸组织这一事件对工业企业 的影响
。

根据累计变化程度
,

19 99 一 200 6 年 TFP 累计增长 25
.

97 %
,

主要是技术变动引起的
。

即技术

进步是工业 T FP增长的主要动力
。

技术效率的变化表明对新技术
、

新知识的消化吸收程度
,

当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
,

技术

效率的增长就会 出现停滞甚至滑坡
。

技术效率的变化完全受纯技术效率 (如企业管理 ) 和规

模效率的影响
。

从表 1 可以看到省域规模效率变动的总体水平出现了上下波动的局面
,

变化

并不明显
,

说明各省的工业规模处于相对饱和状态
,

希望通过扩大规模提高吓P 的增长 已经

没有空间
,

要提高技术效率只能向管理要效益
。

表 1 , 99 8 一 20( 拍 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累积变化程度

时时期期 技术效率变动动 技术变动动 纯技术效率变动动 规模效率变动动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动

11199 8 ~ 199999 1
.

0 2 000 0
.

99 888 1
.

00 555 1
.

0 1555 1
.

0 1 888

1119 99 ~ 2《X洲〕〕 1
.

0 1 888 1
.

(X为为 1
.

0 2 222 0
.

卯666 1
.

02777

222 (X X) ~ 200 111 0
.

99 333 1
.

0 3 333 0
.

卯444 0
.

99999 1
.

02666

222 (X 】1 ~ 2 (X犯犯 1
.

加 555 1
.

0 3 000 1
.

仪拓拓 1
.

0 以))) 1
.

03 666

222(X )2 ~ 2(X) 333 1
.

0 1000 1
.

02 888 1
.

0 1444 0
.

卯666 1
.

0 3 888

22200 3 ~ 2仪只只 1
.

02 111 1
.

02 333 1
.

0 1888 1
.

砚洲)444 1
.

以555

222 0( 只 ~ 200 555 1
.

02 555 0
.

9 9333 1
.

0 1555 1
.

0 1000 1
.

0 1 888

222(X) 5 ~ 2以拓拓 0
.

叨OOO 1
.

03 888 0
.

99 555 0
.

9 9 555 1
.

0 2 888

累累积变化程度度 8
.

5 8 %%% 1 6
.

04 %%% 7
.

肠%%% 1
.

4 0 %%% 2 5
.

97 %%%

技术变动反映了对新技术的模仿与创新
。

技术进步大多产生于创新技术关键核心内容的

扩散
,

这种技术溢出主要体现在人员的流动上 (张海洋
,

2 00 5)
。

从表 2 可以发现技术退步

的省份
,

分别是山西
、

黑龙江
、

贵州
、

甘肃四省
,

他们处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
。

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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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九十年代以来
,

许多内陆省份的技术人才流向沿海地区
,

有力推动了经济发达地区 TFP 的

增长
,

但也使这些 内陆省份的技术进步受到减缓
,

甚至出现了技术退步的现象
。

表 2 , 99 8 一 20( 犯 省域工业 TFp 泉计变动及其分解 (单位
: % )

地地区区 技术效率率!
二 L ,、

_
_

...

{
.

蚌.r... 规模效率率全要素生生 地区区 技术效率率率 纯技术术 规模效率率全要素生生

变变变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变动动 产率变动动动 变动动动动动动动 效率变动动 变动动 产率变动动
顶顶顶顶不父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严溅
动动动动动

阵阵阵阵阵率父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北北 京京

一 0
.

2777 5 0
.

0 111 一 0
.

2777 0
.

0000 4 9
.

3666 湖 北北
一 6

.

2999 8 8 222 一 3
.

4333
一 3

.

1666 1
.

8222

天天 津津 1 1
.

4 777 4 5
.

1222 1 1
.

2 555 0
.

2 000 6 1
.

5 000 湖 南南 1 7
.

4666 4
‘

9777 16
.

4 888 0
.

9777 23
.

1666

河河 北北 3
.

9999 8
.

7 222 一 1
.

7 999 5
.

6 111 13
.

0999 广 东东 0
.

3 000 闷4
.

5 999 0
.

0000 0
.

3 000 4 5
.

1555

山山 西西 10
.

5 555 一 5
.

6333 9
.

%%% 0
.

4444 3
.

9 222 广 西西 12
.

2777 2
.

3222 12
.

2 888 一 0
.

1000 巧
.

2 111

内内蒙古古 22
.

8 666 0
.

4999 17
.

3 888 4
.

8 444 2 3
.

8 888 海 南南 5
.

8 666 3 5
.

5222 3
.

9999 1
.

7 666 4 3
.

5 555

辽辽 宁宁 2 1
.

8000 17
.

0222 5
.

9999 14
.

8222 4 2
.

5 444 重 庆庆 18
.

8777 7
.

9 222 18
.

8555 0
.

0000 2 8
.

1444

吉吉 林林 2 3
.

8 000 8
.

4 777 19
.

8 000 3
.

3 999 3 3
.

8 444 四 川川 19
.

6 777 2
.

8555 13
.

0 888 6
.

0444 2 3
.

3777

黑黑龙江江 9
.

4444
一 2

.

2555 0
.

0000 9
.

4444 7
.

0555 贵 州州 8
.

5222 一 2
.

4 666 8
.

1999 0
.

3 999 5
.

6222

上上 海海 一 3
.

9000 102
.

6333 0
.

0000
一 3

.

9000 94
.

6777 云 南南 一 1
.

5 000 8
.

8 666 一 1
.

3 000 一 0
.

2000 7
.

1777

江江 苏苏 一 1
.

4 000 7 5
.

2444 0
.

0000 一 1
.

4000 72
.

7 888 西 藏藏 0
.

0000 3
.

1777 0
.

0000 0
.

0000 3
.

1777

浙浙 江江 一 7
.

8222 62
.

8 888 一 6
.

9888 一 0
.

0000 4 9
.

9 222 陕 西西 29
.

4 999 1
.

0444 25
.

7 999 3
.

0 888 3 0
.

6 111

安安 徽徽 8
.

3777 8
.

5 333 8
.

3666 0
.

0000 1 7
.

5 222 甘 肃肃 9
.

7 333 一 1
.

1 555 8
.

4666 1
.

0000 8
.

5666

福福 建建 0
.

2666 15
.

6 222 0
.

肠肠 一 0
.

1000 1 5
.

8222 青 海海 17
.

2 222 1 0
.

%%% 16
.

5222 0
.

6444 29
.

9999

江江 西西 18
.

4666 5
.

4 999 18
.

4666 一 0
.

1000 25
.

以以 宁 XXX 1 3
.

1999 0
.

8 777 1 3
.

2555 0
.

1 333 14
.

4 555

山山 东东 0
.

3000 16
.

以))) 0
.

0000 0
.

3000 1 7
.

1222 新 获获 10
.

8 777 1 9
.

4 666 1 1
.

9888 一 0
.

9111 33
.

1 333

河河 南南 5
.

3 333 8
.

7 555 2
.

3444 2
.

6333 1 4
.

1333333333333333

二
、

T FP 变动及其分解的空间特征

省域间存在技术滋 出是省域工业 T FP普遍增长的重要原因
。

利用空间相关性可以测度这

种因技术溢 出所形成的扩散程度
,

并通过空间关联的聚集点揭示技术滋出的省份
。

空间相关

性反映截面单元的空间自相关
,

通常使用全局和局部两种指标
,

全局指标可以用于探测整个

研究区域的空间模式
,

用单一指标值来反映该区域的自相关程度 ; 局部指标计算每一空间单

元与邻近单元就某一属性 的相关程度
。

可以利用全局 M o

ran
, 。 I指数测定技术溢 出的扩散程

度
,

局部 M 0 ra n’s I指数测定技术溢 出的关联点
。

表 3 给出各因素全局指标的计算结果
。

我们发现省域工业 TFP 变动存在显著的空间 自相关
,

变动溢出的扩散程度极高
。

究其原

因可以看出技术变动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

溢出扩散程度极高 ; 技术效率变动也具有显著

的空间相关性
,

溢 出扩散程度很高
。

但技术效率变动的溢出扩散主要归功于规模效率变动的

溢出扩散
,

纯技术效率变动的溢出扩散程度不显著
。

纯技术效率涉及企业的内部管理
,

因融

人了企业文化等内容使得其变动的相关技术很难模仿
、 “

克隆
” 。

利用局部 Mo ra if s l指数可以

进一步测定辽宁
、

吉林两省是规模效率变动溢出扩散的重要关联点
,

上海
、

江苏是技术创

新
、

模仿扩散的重要关联点
,

同时上海也是 T FP变动唯一的溢出扩散重要关联点
。

表 3 , 99 8 一 2 0( 万 年省域工业 TFP 票积变动 及其分解的空间特征

技技技术效率变动动 技术变动动 纯技术效率变动动 规模效率变动动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动

MMM

oran
’。 I指数数 0

.

27 0000 0
.

5 5 4222 0
.

1 05 555 0
.

3 2 2666 0
.

3 4 6 888

标标准正态值值 2
.

5 333 5
.

2 333 1
.

1 555 3
.

3 111 3
.

3 111

显显著性水平平 0
.

0 1 1555 0
.

(刀阅阅 0
.

24 8 111 0
.

口厌珍珍 0
.

(乃叩



三
、

TFp 变动及其分解的影响因素分析

省域工业 吓P变动可以利用技术变动
、

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这 3 个的内在因

素来解释
,

其外部影响必然通过这 3 个 内因起作用
。

技术变动主要表现为新技术创新模仿所

带来的变化
,

人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因此首先可以考虑反映各地区人力资本的平均受

教育水平 ¹ ( x
、

) 以及平均工资水平 (瓦 ) 对 T FP 变动的影响 ; 纯技术效率变动主要表现为

管理变化所产生的效果
,

制度环境必在其中发挥作用
,

因此可选择能够反映宏观经济环境及

产业政策变化的一些代理变量
。

考虑到数据 的可得性
,

这 里选取研究发展水平 (凡
, R &D

支出占 GD P 的比重 )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资产 (友 )
、

港澳台资 (凡 )
、

外商投资

(茂 ) 的比重作为考察经济成份变化对 TFP 变动 的影响º ; 规模效率变动则主要考虑工业化

程度 (戈
,

工业增加值占 GD P 的比重 )
、

平均工业规模 ( xs
,

固定资产总量与企业数的比 )

的影响
。

鉴于资本深化对 TF P 变动的影响近年来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
,

这里还同时考虑能反映资

本深化的资本形成率 (兀
,

资本形成总额占 GD P 的比重 )
、

资本劳动 比 ( x l。 )
、

资本产 出比

(Xl ; ) 指标»
,

他们综合了资本
、

劳动
、

产出等因素
。

当然更多地我们是希望 了解他们对

TF P 变动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

1
.

数据处理方法和结果
。

由于 D EAPZ
.

1计算结果提供的是各年与上一年的环 比数据
,

因而首先必须把 TFP 变动

及其分解转化为逐年的累计增长数据
。

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变截距线性 回归分析 ¼
,

为了避

免伪回归和考虑数据的空间相关性
,

整个过程分为三步
:
第一步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

验
,

考察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 第二步利用豪斯曼检验判断变截距方程采取随机效应还是固定

效应形式 ; 第三步判断空间自相关方程是否更为合适
。

表 4 给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
。

2
.

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分析
。

从表 4 可以看出
,

平均受教育年限
、

港澳台资比重两个变量对工业 TF P变动及其分解的

影响都不显著
。

我们发现平均工资水平透过技术变动对工业 TFP 变动产生极为显著的正向影

响
,

说明提高薪酬 的策略无论对企业还是对职工都是有利 的
,

能够形成一种 双赢 的局 面 ;

R & D 投人水平对技术变动产生了显著的正 向
,

但其影响受到了管理体制 的约束
,

导致研发

投入对 TF P增长的影响未能达到影响更显著的效果 ; 从投资主体不同经济成份来看
,

国有资

产只是透过规模效率变动对工业 TF P变动产生正向的影响
,

而外商投资同时透过规模效率变

¹ 这里
,

平均受教育年限指 6 岁以上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

计算公式为
:
平均受教育年限

二 (文盲
人数

x l + 小学文化人数
x 6 十

初中文化人数
x g 十 高中文化人数

x lZ 十 大专以上文化人数
x 16) 16 岁 以上人

口总数
。

º 没有选取反映沿海与内地区位差异的虚拟变量
,

主要考虑所研究的时段优惠政策已不局限于沿海

省份
。

此外
,

本文使用外商投资比重不仅为了反映经济结构
,

而且还有表示各省份 FD】水平的意图
。

» 除研究发展水平外
,

基础数据全部取 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

研究发展水平 2以减) 一 2侧:巧 年直接取

自中国科技部网站
, 2(X) 1年由该网站数据计算得到

, 199 9 年的 R & D 经费先按 2以洲) 年的 R & D 经费及两年地

方财政科技拨款的比例数测算
,

再计算其在 G D P 的占比
。

其中
,

科技部数据的网址
:
htt p : 刀

~
.

sts
.

。rg
.

。可

sjkU in d e x .

htm
。

¼ 由于考虑的影响因素较多而时期跨度较短
,

只能处理关于截面单元的变截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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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技术变动对工业 TFP 变动产生了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
,

说明外商企业在吸引人才方面独

具优势 ; 工业化程度透过管理水平和规模效率 的提高
,

对 TFP 变动产生极为显著的正 向影

响 ; 平均工业规模对 TFP变动的影响表现在正反两个方面
: 一方面随着规模的增大提高了企

业创新模仿的实力
,

另一方面则导致规模效率的下降
,

但两方面的作用中和后仍取得显著的

正效应
。

在资本深化对工业 TF P变动的影响方面
,

我们发现资本形成率对工业 T FP变动不存

在显著影响
,

资本劳动比
、

资本产出比对工业 TFP 增长变动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

表 4 , 99 8 一 2 000 省域 TFP 变动及其分解的影响因素分析

解解释变量量 技术效率变动动 技术变动动 纯技术效率变动动 规模效率变动动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动

豪豪斯曼检验验 固定效应应 固定效应应 固定效应应 固定效应应 固定效应应

平平均教育年限限 0
.

(X) 3 6 (0
.

3 496 ))) 0
.

0 122 (0
.

193 8 ))) 0
.

加 5 3(0
.

14 12 )))
一 0

.

(X) 19 (0
.

13 8 1))) 0
.

0 1 16 (0
.

177 4 )))

平平均工资水平平
一 0

.

(X辫7 (0
.

6 3 5 8 ))) 0
.

2 15 5 (0
.

以X减))))
一 0

.

田36 (0
.

7 0 7 6 ))) 一 0
.

(X) 18 (0
.

翻0 1))) 0
.

2 2 7 5 (0
.

(洲X洲))))

研研究发展水平平 一 0
.

0 19() (0
.

07 5 1))) 0
.

叫礴l(0
.

0 3 7 1)))
一 0

.

0 1 8 3(0
.

(y7 22 )))
一 0

.

06 8 3 (0
.

8 6 8 2 ))) 0
.

0 3 5 2 (OJ刃以〕)))

国国有资产比重重 0
.

0 2 6 9 (0
.

4 7 5 2 ))) 0
.

0 8 3 9 (0
.

2仅讲))) 一 0
.

加2 6 (0
.

94 1 6 ))) 0
.

0 37 0 (0
.

0 1 15 ))) 0
.

19 7 2 (0
.

0 1 10 )))

港港澳台资比重重
一 0

.

00 49 (0
.

5 894 ))) 0
.

1麟9 (0
.

6 327 ))) 0
.

(X) 30 (0
.

9 8 5 9 )))
一 0

.

仪珍7 (0
.

147 2 ))) 0
.

1346 (0
.

7 0 8 0 )))

外外商投资比重重 一 0
.

0 599 (0
.

6 1 12 ))) 0
.

7 3 3 4 (0
.

(X) 17 )))
一 0

.

194 7 (0
.

0 8 19 ))) 0
.

14 10 (0
.

(X) 2 2 ))) 0
.

74 5 4 (0
.

叨2 1)))

工工业化程度度 0
.

3肠 l(0
.

以减)1))) 0
.

07 00 (0
.

64 03 ))) 0
.

2 2 10 (0
.

的2 9 ))) 0
.

08 37 (0
.

加7 0 ))) 0
.

4 52 1 (0
.

以抖5 )))

平平均工业规模模
一 0

,

0 3 9 3(0
.

以7 6 ))) 0
.

14 3 6 (0
.

以洲) 1)))
一 0

.

0 12 2 (0
.

5 1 6 5 )))
一 0

.

0 227 (O J叉科9 ))) 0
.

0 896 (0
.

02 46 )))

资资本形成率率 0
.

肠3 7 (0
.

05 6 2 )))
一 0

.

08% (0
.

17 5 2 ))) 0
.

04 96 (0
.

1 180 ))) 0
.

0 146 (0
.

26 3 1)))
一 0

.

05 34 (0
.

4 3 57 )))

资资本劳动比比 0
.

2 4 74 (0
.

印23 ))) 一 0
.

6 1 2 9 (0 0 以)1))) 0 1 846 (0 0 165 ))) 0
.

05 27 (0
,

的8 2 )))
一 0

.

36 5 3 (0
.

02 69 )))

资资本产出比比 一 0
.

17 7 1 (0
.

《XX刃))) 0
.

07 6 5 (0
.

02 3 9 ))) 一 0
.

14 0 5 (0
.

(X洲X))))
一 0

.

0 3 2 0 (0
.

《XXX) )))
一 0

.

1 106 (0
.

(X) 19 )))

误误差空间相关关 0
.

25 60 (0
.

仪刃7 ))) 0
.

5920 (0
.

口以刃))) 0
.

264 0 (0
.

以洲又))) 0
.

8 92 999 0
.

4 0 2 0 (0
.

(刀阳)))

凡凡凡 0
.

86 8 999 0
.

9 2 1 333 0
.

84 9 444 0
.

87 1666 0
.

9 14 444

调调整 凡凡 0
.

84 2 888 0
.

卯 5777 0
.

8 1944444 0
.

8 97 444

注
:
括号内是反映显著性水平的 p 值

。

豪斯曼检验 5 个方程的随机效应 p 值都不超过 0
.

仪旧l
。

误差空间相关系数可以反映省域间技术扩散与吸收关系
,

我们发现其显著大于零
,

表明

省域间技术存在显著的相互扩散现象
,

相关系数的大小与技术扩散的强度有关
。

四
、

结论和启示

通过前面的分析
,

我们得到了以下结论
: 省域平均工业 吓P 的变动呈现逐年增长 的趋

势
,

T FP 增长主要来 自技术进步的推动 ; 累计 吓P增长率具有显著的技术扩散特征
,

上海
、

江苏等地是技术溢出的重要关联点 ; 平均工资水平
、

国有资产 比重
、

外商投资比重
、

工业化

程度
、

平均工业规模
、

资本劳动比和资本产出比是显著影响工业 TFP 增长的重要因素
,

资本

深化对工业 T FP 的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
从 T FP增长的内在因素看

,

以扩大工业规

模获取 T FP增长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

加强企业 内部管理
、

加快技术进步才是推动 TF P增长

的根本途径 ; 管理技术通常较难扩散
,

特别是企业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速成的
,

必

须苦练内功持之以恒 ; 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是依靠以人为主体的创新
、

模仿
,

只有善待人才留

住人才
,

并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才是避免技术退步的不二法宝 ; 对于现阶段 R & D 活动和管

理体制的不相适应
,

应如何进行调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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