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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Topsis方法测度中国３１个省份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的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考察并预测了财政

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的短期及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的长期弹

性为０．６７,短期弹性为０．５５,当短期贡献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将以４２．７％的力度使其回至长期均衡状态;

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之间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关系,即增加财政科技投入能推动农业科研机构创

新,同时创新水平越高的农业科研机构能获得越多的财政科技投入;从短期波动来看,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对财政

科技投入增长的正向冲击较小,贡献仅为２．７％;而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的提升则具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贡献达４７．８％,且东、中、西区域变量之间的贡献度存在差异.由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对财政科技投入的

贡献较小,创新水平高的省份和创新水平低的省份获得财政科技投入的差距不大,这显然不利于激励各省农业

科研机构创新.实现“高创新吸引高财政科技投入”的科研体制,利于有效激发科研机构创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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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

力量[１].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实现了稳步提

高.据估计,２０１３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５５．２％[２].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如玉米单产、化肥利用率和灌溉水的利用率分别为

美国的６０％、４０％和不到５０％[３].有研究指出,发
挥农业科研机构科技创新作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

键[４Ｇ５].作为我国农业科技研发体系的重要主体之

一,农业科研机构在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产品

科技含量和农业科技投资水平等方面起着关键性和

基础性的作用[６],从理论上说能有效解决农业科技

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创新缺失问题.实践中,政府部

门也高度重视农业科研机构科技创新.２０１２年中

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

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强调了“加大国家

各类科技计划向农业领域倾斜支持力度,提高公益

性科研机构运行经费保障水平”.在此背景下,研究

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之间的关系,不
仅有助于厘清财政科技投入在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中

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进一步促进财政科技投入效

率的提升、农业科研机构创新能力的增强也具有重

要意义.
目前,学界有关科研机构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研究.

Andrew的研究证实了英国农业科研机构中财政科

技投入对创新的重要性,认为不能弱化政府对科研

机构的投资[７].俞立平采用 Topsis方法测算了我

国科研机构的创新水平,并分析了不同科技经费对

创新的影响[８];胡慧英从宏观角度测算了我国农业

科研机构科技创新,研究得出创新不仅受科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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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也受经济环境和农业资源的影响,且认为科

研投入增加仍能带来成果产出的迅速增加,但部分

机构可能存在边际产出递减的趋势[９].二是科研机

构创新效率的研究.Coccia等用投入产出１０项指

标核算了意大利１０８家科研机构创新效率,并根据

研究结果划分出高效率产出的机构和低绩效率产出

的机构[１０];申红芳等从微观的角度利用 DEA 方法

测算了四川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效率,得出农业科研

效率的阶段性变化与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基本吻

合[１１];杨传喜等从宏观角度测算得出我国农业科研

机构创新效率存在省际差异[５].三是我国科研机构

创新管理体制的研究.李容认为,科研人员把主要

精力用在争取项目经费上,重数量轻质量,现行科研

激励制度并不能有效促进科学家创新水平的提

高[１２];万宝瑞认为科研项目实行多头管理缺乏效率,
而且科研团队缺乏具有创新性的领军人物等[１３].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已就农业科研机构创

新水平、效率及管理体制等方面开展了较为系统的

研究,但鲜有文献对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

创新水平的动态关系及预测进行研究.因此,基于

中国３１个省市农业科研机构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的财政

科技投入及创新水平数据,采取面板数据协整及脉

冲响应等计量技术,考察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

机构创新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及短期动态关系,测
算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的贡献,以期对农

业科研机构合理配置资金资源、完善科研激励制度

提供决策参考.

　　一、范畴界定、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１．农业科研机构范畴界定

１９９９年我国科研机构进行了转制、精简、分流

等改革,把从事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的科研机构转

化为科技企业、中介服务机构.农业科研机构中一

部分具有市场能力的营利机构也开始向企业化转

制,但转制的企业继续保留原研究所的牌子.２００２
年农业科研机构的改革方案中,我国中央级农业科

研机构有３３％的研究所要整体转制为企业[１４].本

文的研究对象是公共科研机构,即全国地市级以上

(含地市级)农业部门属全民所有制独立研究与开发

机构(不含科技情报机构),２０１１年共有１０８６个.

２．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财政科技投入(GTI):本文用财政拨款、承担政

府项目及其他资金的总和代表财政科技投入.２０１１

年,国家对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资金投入高达１４１．３
亿元,总额占农业科研机构经常费收入的６８％.

关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产出(ARSI)指标,杨
传喜采用了科研机构发表的科技论文、出版科技著

作以及所获得专利授权,Padilla等则利用专利和出

版物作为中美洲国家创新产出指标.由此可知,发
表论文(国内外)、专著、授权专利是常用来衡量创新

产出的指标,因此本文也采取这３个指标来衡量农

业科研机构科技创新水平.由于创新产出的多指标

性,本文利用 Topsis方法对农业科研机构科技创新

水平进行评价,该方法具有科学性、单调性和简便性

特征[１５Ｇ１６],是一种客观评价的方法,该方法已在经

济、科技、社会等诸多领域广泛应用.借鉴俞立平的

处理方式,在测度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用每个

指标值除以极大值,为了减少计算误差,所有标准化

数值都乘以１００进行了适度放大,由于是面板数据,
为了增强数据的可对比性,标准化时的极大值选取

１４年中的极大值[８].
本文搜集了全国３１个省份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的相

关数据.由于北京市农业科研机构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
年发表论文的指标值异常,因此采用趋势外推法测

出二年的数据;另外由于缺失２００１年数据,采用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年数据中相关数值的平均值作为替

换;另外由于数据口径不一致,未将香港、澳门和台

湾地区计算在内.上述指标原始数据来自于«全国

农业科技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

　　二、中国农业科研机构投入与创新
产出的历史沿革

　　１．农业科研机构投入

(１)人员配备.１９９６年全国农业科研机构职工

人数为１１．２３万,１９９９年农业科研机构进行了转制、
精简、分流等改革,职工数量大幅度减少,至２０１１
年,人数为９．５３万.而科研机构职工中从事科技活

动人员的数量变化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至
２０１１年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达到６．７７万,占职工

人数的比重由２０００年的５６．６２％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

７１．０５％,说明农业科研机构在精简转制的同时加大

了科技人员的投入.２０１１年,在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中,科 技 管 理 人 员 占 １５．９％,课 题 活 动 人 员 占

６３．５％,科技服务人员占２０．６％.
(２)经费配备.总体上,中国农业科研机构的经

费在不断增加,年均增长率１２．３４％,但是增长不稳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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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除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９年外,经费环比增长速度都

在１０％以上,２００６年突破１００亿元,环比增长速度

１１．７３％,最高增幅在２００７年达到２５．４２％,之后增

长速度继续保持在１０％以上,直到２０１１年全国农

业科研机构总经费２０６．６１亿元,比２０１０年增长了

６．６９％.从总量上看,除２００４年有轻微下浮外,政
府对农业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总体上呈增长态势,

１９９６年政府对农业科技经费投入１９．１３亿元,２０１１
年达到１４１．３０亿元,增长约７．４倍,年均增长率

１３．３３％.从相对量看,政府对农业科研机构的经费

投入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变 动 不 大,控 制 在

２．４％~３．５％以内,平均占比２．９７％.

２．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产出

(１)知识创新产出.２０１１年我国农业科研机构

发表论文数量２９５４３篇,比２０１０年增加３１８篇.
近１０年,论文数量显著增加,年均增加量１４８９篇,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７％.其中,国外发表论文的数

量在轻微波动中显著提高,２００２年仅４７１篇,２００４
年增加到７４８篇,２００５年又下降到６６１篇,到２０１１
年达到２６９５篇.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发表论文数

量占全部发表论文数量的比重由３％上升到９％,说
明我国科研逐渐与世界接轨.从科技著作数量来

看,２０１１年出版科技著作８７５种,比２０１０年减少３３
种.近１０年,著作数量显著增加,年均增加量４０
部,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６．３２％.

(２)技术创新产出.２０１１年全国农业科研机构

共受理专利２８９４件,比上年增加１０．８４％,专利授

权１９００件,比上年增加４５．２６％.从１９９６年开始,
农业科研机构的专利授权数量呈上升趋势,年均增

加量１１４件,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２２．３９％.另外,国
外专利授权数量在近几年也有了较大增加,２００６年

是８件,至２０１１年达到１９件,说明我国农业科研机

构的技术创新能力在不断增强.
(３)成果创新产出.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１０年,我国

农业科研机构技术性收入呈增长态势,从６．２８亿增

加到１６．３２亿元,绝对增量１０．０４亿元,年均增长速

度达６．５７％.但是２０１１年技术性收入相比２０１０
年,下降了７．２９％,总额仅为１５．１３亿元.

　　三、实证分析

　　１．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的面板格

兰杰检验

(１)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为了检验数据的

平稳性,首先利用 Eviews７．２ 软件进行单位根检

验.本文采用 ADFＧFisher方法对财政科技投入和

农业科研机构科技创新水平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

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１所示.面板单位根

检验结果都显示ln(GTI)和ln(ARSI)的水平值均

存在单位根,接受原假设,说明面板数据是非平稳

的,而ln(GTI)和ln(ARSI)的一阶差分序列都在

１％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面板数据是平稳的,
因此,ln(GTI)、ln(ARSI)均 是 一 阶 单 整 的,即

GTIＧ(I１)、ARSIＧ(I１).
表１　GTI与ARSI的单位根检验 (含趋势和截距项)

检验方法
ADFＧFisher

统计量 P 值

ln(GTI) ２２．４５２ １．０００
Δln(GTI) ２７４．２３７ ０．０００∗∗∗

ln(ARSI) ６３．９９５ ０．４０６
Δln(ARSI) ３４９．６９０ ０．０００∗∗∗

　注:∗∗∗、∗∗、∗ 分别表示t 统计量通过了１％、５％、１０％ 显著性
水平.
(２)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之间的

协整检验.由于财政科技投入和农业科研机构创新

水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GTI 与ARSI 之间可能存

在长期均衡关系,利用JohansenFisher方法对其进

行协整检验.原假设表明在０．０５水平上存在一个

协整方程,检验结果显示(表２):在５％的显著水平

下拒绝GTI与ARSI 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

设,说明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之间存

在协整关系,即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

之间存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２　GTI与ARSI的协整检验

检验假设 迹统计量 P 值 最大特征值统计量 P 值

没有∗ １１４．７ ０．０００１∗∗ １１２．２ ０．０００∗∗

至少一个 ７２．８５ ０．１６３２ ７２．８５ ０．１６３２

　注:∗ 表示拒绝假设在０．０５的水平;∗∗ 表示P 值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

既然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之

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这种长期关系却受到协整

方程的约束.为了得到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

构创新水平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表现形式,采用最

小二乘法进行协整回归,估计结果如下:
lnARSI＝０．７３１＋０．６７１lnGTI

t　(１１．５６４)　(２１．３４６)

P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AdjustedR２＝０．５１２２０２　F＝４５５．６６３

Loglikelihood＝－３８７．８５９ (１)

回归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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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面板回归系数为

正,且t统计值高达２１．３４６),验证了GeraldodaSilＧ
vaeSouza等的研究[１７].进一步分析可发现,财政

科技投入每增加１％个单位,将会使农业科研机构

科创新水平提升０．６７１％个层次,这证实了财政科技

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具有显著贡献.
(３)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之间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利用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

研机构科创新水平的协整检验及 OLS回归估计模

型,揭示了我国３１省GTI 与ARSI 之间的长期均

衡关系,然而由于时间跨度较短(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
为了检验这一结果的稳定性,建立面板误差修正模

型(PECM)考察财政科技投入(GTI)与农业科研机

构创新(ARSI)之间的短期修正效应,式(１)表明财

政科技投入变量已通过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模

型为:
ΔlnARSIit＝β０t＋β１tΔlnGTIit＋ECMiγi,t－１＋νit (２)

ECMt－１＝lnARSIt－１－０．６７１lnGTIt－１ (３)

式(２)、(３)中:ECMi 为误差修正项,它反映了

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影响由短

期偏离回至长期均衡的速度,γi,t－１为残差.
利用Eviews７．２,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ΔlnARSIit＝－０．００５＋０．５５ΔlnGTIit－０．４２７ECMt－１(４)

式(４)中,F 统计量高达７９．３１,表明模型整体

显著;变量回归系数均在１％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

检验,且残差项也通过单位根检验,表明残差序列是

平稳的(表３).误差修正方程(４)表明,短期内,财
政科技投入将会引起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０．５５％
的波动.另外,误差修正项回归系数为－０．４２７,表

明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之间的长期均

衡关系确实存在短期修正效应,即当农业科研机构

创新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４２．７％的调整

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
表３　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残差序列单位根检验

检验方法 统计量 P 值

LLC －１１．５１８∗∗∗ ０．０００
IPS －６．０６９∗∗∗ ０．０００

ADFＧFisher １４３．６１８∗∗∗ ０．０００
PPＧFisher １８３．８１０∗∗∗ ０．０００

　注:∗∗∗ 表示t统计量通过了１％显著性水平.

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果关系

检验宜采用误差修正模型[１８],因此,基于财政科技

投入和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对数数据是非平稳

的且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误差修正模型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其进行分析.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在滞后

一阶时,在１％的置信水平下能够拒绝原假设“GTI
不是ARSI的格兰杰原因”,也即财政科技投入是农

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二阶和

三阶时,在５％的置信水平下拒绝“GTI 不是ARSI
的格兰杰原因”,在１０％的水平下拒绝“ARSI 不是

GTI的格兰杰原因”,即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

机构创新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滞后四阶

时,在５％的置信水平下能够拒绝原假设“ARSI 不

是GTI的格兰杰原因”,即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

是财政科技投入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知,GTI 与

ARSI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增加

财政科技投入能推动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同时创新水

平越高的农业科研机构能获得越多的财政科技投入.
表４　GTI与ARSI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检验结果 观测数 滞后阶 F 值 P 值

GTI不是ARSI的格兰杰原因
４００ １

９．７３６２５∗∗∗ ０．００１９
ARSI不是GTI的格兰杰原因 ０．２５８４５ ０．６１１５
GTI不是ARSI的格兰杰原因

３６９ ２
３．６１７１１∗∗ ０．０２７８

ARSI不是GTI的格兰杰原因 ２．５４５０１∗ ０．０７９９
GTI不是ARSI的格兰杰原因

３３８ ３
２．８３３０２∗∗ ０．０３８４

ARSI不是GTI的格兰杰原因 ２．３２８７２∗ ０．０７４４
GTI不是ARSI的格兰杰原因

３０７ ４
０．７５９７０ ０．５５２２

ARSI不是GTII的格兰杰原因 ２．７９２３６∗∗ ０．０２６５

　注:∗∗∗、∗∗、∗分别表示t统计量通过了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

　　２．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短

期动态分析

(１)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法是分

析误差项对一个内生变量所带来冲击的反应,即对

随机误差项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

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在进行脉

冲响应函数分析前,需确定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的滞后阶数,基于GTI 与ARSI 为一阶单整变量,
建立一阶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１)如下:

xt＝γ１１xt－１＋γ１２zt－１＋μ１t

zt＝γ２１xt－１＋γ２２zt－１＋μ２t
　 (t＝１,２,．．．,n) (５)

式(５)中:γ１１、γ１２、γ２１、γ２２是参数,μ１t,μ２t是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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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向量,当μ１t发生变化时,当期的xt 会立刻发生变

化,同时,当期变化会对未来xt 和zt 未来值产生影

响.首先对 VAR(１)的稳定性进行 AR视图检验,
结果显示 VAR(１)的所有根的倒数值均小于１,全
部在单位圆内,表明 VAR(１)是稳定的,可进一步分

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所

示:第一,在图１中,给GTI函数的随机误差项一个

标准差的冲击,对GTI 的当期影响基本为零,在第

２至３期的影响程度迅速提高,但第３期后逐渐缓

慢下降趋于一个稳定的正响应值.总体而言,表明

我国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变动会对财政科技投

入的稳定性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第三期达到最

大.第二,在图２中,给ARSI函数的随机误差项一

个标准差的冲击,ARSI 会在当期迅速反应并产生

较大的正响应状态,说明财政科技投入的增加能带

来创新的迅速增加,随后逐渐下降,在第８至９期

趋于一个稳定的正响应值,总体上均为正向影响,
说明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产生了很

图１　ARSI对GTI的脉冲响应 图２　GTI对ARSI的脉冲响应

大的正向促进作用,影响作用较为显著.
总体来看,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对当期的财

政科技投入未能产生影响,此后在短期内产生较小

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并不具有持续效应;财政科

技投入则对当期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产生较大的

正向影响,此后短期内影响逐渐下降且趋于稳定.
综上可知,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

的影响高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对财政科技投入

的影响.
(２)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法可以更精确地考察

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与财政科技投入之间的相互

影响程度,得到不同向量自回归方程的冲击反应对

内生变量的贡献度.由表５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第３０个和第４０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相同,表
明在第３０个预测期之后,GTI 与ARSI 之间的相

互作用趋于稳定.第二,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性几

乎全部受自身影响,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对财政

科技投入方差的贡献较小,说明财政科技投入依赖

于政府科技资金分配体制等内部属性,受农业科研

机构创新水平的影响不大,但也须肯定脉冲响应函

数分析中得出的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对财政科技投入

具有正向冲击的结论.第三,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

平的稳定性主要受自身影响,但是财政科技投入对

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方差的贡献较大,说明农

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稳定性依赖于财政科技投

入.总体而言,趋于稳定时,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

对财政科技投入的贡献仅为２．７％,而财政科技投入

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贡献达４７．８％.
分地区来看(表５所示),东、中、西部地区财政

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贡献分别为

５２．９％,２８．６％,４４．３％,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农业科

研机构集经济与区位优势于一身,担负着国家农业

科技原始创新的重责.基于原始创新的难度和国家

创新体系的要求,政府对东部农业科研机构的财政

支持力度依然较大,加上良好的科研环境,财政科技

投入在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中贡献很大;而西部地区

自然环境相对恶劣,难以吸纳高级科研人员.在农

业科研人才贡献不足的情况下,国家西部大开发对

西部科技投资的倾斜,无疑为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注

入了活力;与东部地区强大的地方政府支持和西部

地区国家税收补贴扶持不同,中部地区财政科技投

入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的贡献较低.另外,东、中、
西部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对财政科技投入的贡献分别

为３．１％、５．５％和１．６％,差异不大,说明整体上财政科

技投入几乎不以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为依据,政府

分配资金时须考虑效率、公平及国家发展目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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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方差分解结果

变量 时期
全国

ARSI GTI
东部

ARSI GTI
中部

ARSI GTI
西部

ARSI GTI
ARSI １０ ５２．２０３６ ４７．７９６４ ４７．０８０９ ５２．９１９１ ７１．２１００ ２８．７９００ ５５．５２００ ４４．４８００
GTI １０ ２．７０５０ ９７．２９５０ ３．０６８１ ９６．９３１９ ５．５０３３ ９４．４９６７ １．６２８９ ９８．３７１１
ARSI ２０ ５２．２２４６ ４７．７７５４ ４７．０８２７ ５２．９１７３ ７１．２１８６ ２８．７８１４ ５５．５３４８ ４４．４６５２
GTI ２０ ２．７２１３ ９７．２７８７ ３．０６７９ ９６．９３２１ ５．５０２６ ９４．４９７４ １．６２８１ ９８．３７１９
ARSI ３０ ５２．２２４７ ４７．７７５３ ４７．０８３３ ５２．９１６７ ７１．３８２６ ２８．６１７４ ５５．６７７３ ４４．３２２７
GTI ３０ ２．７２１３ ９７．２７８７ ３．０６４５ ９６．９３５５ ５．５０２１ ９４．４９７９ １．６２７３ ９８．３７２７
ARSI ４０ ５２．２２４７ ４７．７７５３ ４７．０８３３ ５２．９１６７ ７１．３８２６ ２８．６１７４ ５５．６７７３ ４４．３２２７
GTI ４０ ２．７２１３ ９７．２７８７ ３．０６４５ ９６．９３５５ ５．５０２１ ９４．４９７９ １．６２７３ ９８．３７２７

　　四、结论与启示

　　１．结　论

农业科研机构作为国家重要的创新系统之一,
其科技创新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选取了３１个省

市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农业科研机构的发表论文、著作及

专利授权等指标,利用 Topsis方法测算了农业科研

机构科技创新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方法检

验和测度了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的长

期均衡、短期修正效应及短期波动.研究结论如下:

①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间存在长期均

衡关系,并具有短期修正效应,当短期贡献偏离长期

均衡时,误差修正将以４２．７％的力度使其回至长期

均衡状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财政科技投入

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之间存在正的双向互动关系;

②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对财

政科技投入的稳健性具有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较

小且不具有持续性;而财政科技投入短期内对农业

科研机构创新的稳定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

种影响会逐年下降且趋于常态.③方差分解结果表

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对财政科技投入的贡献

仅为２．７％,冲击作用较小;而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

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贡献达４７．８％,冲击作用较大;
且东、中、西区域变量之间的贡献度存在差异.

２．启　示

通过对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关系

的实证研究,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加大财政对

农业科研机构的扶持力度,建立健全财政科技资金

的稳定投入机制,使农业科研机构科技创新形成良

性循环(即财政科技投入Ｇ创新产出Ｇ财政科技投入Ｇ
创新产出).第二,实证发现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科

研机构创新水平的贡献仅为４７．８％,具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因此,要优化财政科技投入配置,增强财政

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产出的贡献.由于财政科

技投入具有选择性,各行业和各地区获得财政科技

投入存在差异.在资金约束条件下,坚持效率原则

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优化财政科技投入在行业间和

区域间的配置.第三,加快科研体制改革,提高农业

科研机构产出对财政科技投入的贡献.由于农业科

研机构创新对财政科技投入的贡献较小,创新水平

高的省份和创新水平低的省份获得财政科技投入的

差距不大,这不利于激励各省农业科研机构创新.
因此,形成“高创新”吸引“高财政科技投入”的科研

体制,利于有效激发农业科研机构创新的积极性.
这样,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系统才能成为一个

良性互动的科技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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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LongＧrunEquilibriumandShortＧrunDynamic
RelationshipBetweenFinanceRandDInputandInnovationLevel

ofAgriculturalResearchInstitutions
———BasedonProvincialPanelDataofChinabetween１９９８and２０１１

WUXueＧlian,ZHANGJunＧbiao,HEKe,FENGJunＧhu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beiRuralDevelopmentResearchCenter,

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４３００７０)

Abstract　ThispaperfirstusesTopsismethodtomeasuretheinnovationofagriculturalresearchinＧ
stitutionsfrom３１provincesbetween１９９８and２０１１andthenpredictstheshortＧtermandlongＧtermdyＧ
namicrelationshipsbetweenfinanceR&Dinputandinnovationofagriculturalresearchinstitutions．The
empiricalresultshowsthatlongＧtermelasticityoffinanceR&DinputoninnovationofagriculturalreＧ
searchinstitutionsis０．６７,andshortＧtermelasticityis０．５５．WhendeviatingfromlongＧtermequilibrium,

shortＧterminnovationwillbeadjustedtoequilibriumstateataspeedof４２．７％byerrorcorrection．This
paperalsoverifiesthecauseandeffectrelationsbetweenfinanceR&DinputandinnovationofagriculturＧ
alresearchinstitutions．Thatistosay,increasinggovernmentinvestmentinS&TcanpromotetheinnoＧ
vationofagriculturalresearchinstitutions,andagriculturalresearchinstitutionswithhigherinnovation
levelscanobtainmorefinanceR&Dinput．Intheshortterm,innovationofagriculturalresearchinstituＧ
tionsonlyhasaweakandpositiveimpactongrowthinfiscalR&Dinput,withacontributionofonly
２．７％,whilethelatterapplie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formerone,withacontributionof
４７．８％．Andtherearevisibledifferencesinthecontributionsofeastern,centralandwesternregions．Due
tothelittlecontributionofinnovationofagriculturalresearchinstitutionstofinanceexpenditureinsciＧ
enceandtechnology,thegapisquitenarrowamongprovinceswithhighinnovationlevelandoneswith
lowerlevels．ItisevidentthatthissituationisnotconducivetoencouraginginnovationofprovincialagriＧ
culturalresearchinstitutions．Therefore,itisessentialtodevelopanew mechanismthathighinnovation
levelattractshighfinanceR&Dinput,whichwillgreatlystimulateinnovationenthusiasmofagroＧreＧ
searchinstitutions．
　　Keywords　financeR&Dinput;agriculturalresearchinstitutioninnovation;panelVAR model;

shortＧtermdynamic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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