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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简单梳理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研究发现，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社会

资本的积累较为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微弱。基于演化分析的视角，从近代信息技术革命以

来的世界经济出发，构建了新社会资本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面板数据考察了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因

此，新社会资本积累是创新型经济的第一大资本，需要通过打造安全、零边际成本和可得性强的互

联网平台，大力促进物联网产业发展，引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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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驱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

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创新被提升至核心战略层面，我

国也不例外。在传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

式难以为继时，创新驱动成为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

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指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

１　相关文献综述

众所周知，社会资本是社会学家最早使用的术

语。一般而言，狭义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信任、规范

和社会网络，广义的社会资本还包括人们交往时共

享的知识、规范和预期。从功能上讲，社会资本能够

有效保障组织运行，不断提高组织效率。托克维尔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１８３０）曾经阐述了民情和社团参与这

两种社会资本有助于美国民主。汉尼芬（ＬｙｄａＪｕｄ

ｓｏｎＨａｎｉｆａｎ，１９１６）是首位明确提出社会资本研究

对象的学者，他主要强调教育和社群中的社会交往

形成的关系网络。简·雅各布斯（ＪａｎｅＪａｃｏｂｓ，

１９８４）从美国城市变迁中研究发现，关系网络对于城

市发展而言必不可少。美国经济学家洛瑞（Ｇｌｅｎ

Ｌｏｕｒｙ，１９７７）首次将社会资本引入经济研究，主要

从剖析种族收入差异的原因中发现，社区组织和家

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不同于常见的物质资本

和人力资本，会导致种族之间的收入差异。

聚焦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方面，

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呈现正

相关的关系。代表性的研究主要包括：讷克（Ｋｎａｃｋ

＆ Ｋｅｅｆｅｒ，１９９７；Ｄｉｎｃｅｒ＆ Ｕｓｌａｎｅｒ，２０１０）研究发

现，信任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即便控制法律

制度等变量，这种相关关系仍然存在。布格尔斯迪

克（Ｂｅｒｇｅｌｓｄｉｊｋ，２００１）对欧洲的信任与组织进行了

测算，研究发现以组织参与为代表的社会资本能较

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赫利韦尔（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１９９６）选

择的样本为亚洲国家的协会参与等，得出社会资本

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赫利韦尔和普特南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ａｎｄ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７）在度量社会资本方

面，主要选取市民社区、制度行为、市民对政府的满

意度等指标，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高度正

相关。周（Ｃｈｏｕ，２００６）的主要贡献是将人力资本引

入生产函数，同时剖析了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

内在机理，社会资本影响金融资本，进而促进经济增

长。同时，社会资本使不同企业的网络更方便，技术

更新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少数学者持有社会资

本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观点，代表性的研究是伊斯

特利（Ｅａｓ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７）以种族语言的多样性作为社

会资本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种族语言的多样性与

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的关系。

国内学者刘长生、简玉峰（２００９）通过构建基于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

现：社会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私

人生产性的教育消费支出和公共教育支出总体上促

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但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相对

于政府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支出，人力资本积累可

能更加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严成睴（２０１２）通过

对中国各个省份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展开分析，

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数据测算，发现社会资本每增

加１％，知识增长速度能够增加０．２１１％，实际产出

可增加０．０７４％。刘灿、金丹（２０１１）研究指出，社会

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也在相应增

加，主要探索我国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

问题。

现有文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较好地考察

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仍存在一些有待

完善之处。例如，过去研究主要是强调社会资本通

过作用于生产，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现实经

济中，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可以增

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合作和交流，从而提高人们

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在经济增长框架下内生化

社会资本时，一个更为合理的设定是，社会资本可以

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代表性个体的福利。尽管

一些学者曾尝试通过实证分析考察社会资本对我国

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对社会资本指标的选

取主要是从信任和社会参与的视角考察的，而不是

基于信息共享（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和相互沟通

（ｍｕｔｕ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视角给出的分析。

相对于已有研究而言，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之

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长周期经济发展过

程中，注重对社会资本积累的考察，近而研究均衡经

济增长决定等问题；二是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资

本Ｉ型与社会资本ＩＩ型，社会资本Ｉ型主要指普通

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ＩＩ型主要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信息革命之后所形成的新社会资本；三是借鉴

Ｔｅｍｐｌｅ＆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９８）、Ｉｓｈｉｓｅ＆Ｓａｗａｄａ（２００９）

关于社会资本指标的构建方法，从信息共享和相互

沟通的角度来构建社会资本测度指标，并在此基础

上，利用实证分析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对我国创新经

济增长的影响，提出相应对策。

２　新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模型构建

在过去的千多年经济发展过程中，世界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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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２２倍，人均收入提高了１３倍，世界ＧＤＰ提高

了近３００倍，与在此之前的那个千年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当时的世界人口仅增长了１／６，人均收入也没

有得到提升（见表１）。

表１　世界人均犌犇犘增长率以及２０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犌犇犘增长率（０—１９９８年）

年份 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１８２０ １８２０—１８７０ １８７０—１９１３ １９１３—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１９７３ １９７３—１９９８

奥地利 ０．１７ ０．８５ １．４５ ０．１８ ４．９４ ２．１０

比利时 ０．１３ １．４４ １．０５ ０．７０ ３．５５ １．８９

丹麦 ０．１７ ０．９１ １．５７ １．５６ ３．０８ １．８６

芬兰 ０．１７ ０．７６ １．４４ １．９１ ４．２５ ２．０３

法国 ０．１６ ０．８５ １．４５ １．１２ ４．０５ １．６１

德国 ０．１４ １．０９ １．６３ ０．１７ ５．０２ １．６０

意大利 ０．００ ０．５９ １．２６ ０．８５ ４．９５ ２．０７

荷兰 ０．２８ ０．８３ ０．９０ １．０７ ３．４５ １．７６

挪威 ０．１７ ０．５２ １．３０ ２．１３ ３．１９ ３．０２

瑞典 ０．１７ ０．６６ １．４６ ２．１２ ３．０７ １．３１

瑞士 ０．１７ １．０９ １．５５ ２．０６ ３．０８ ０．６４

英国 ０．２７ １．２６ １．０１ ０．９２ ２．４４ １．７９

１２国合计 ０．１５ １．００ １．３３ ０．８３ ３．９３ １．７５

葡萄牙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５２ １．３９ ５．６６ ２．２９

西班牙 ０．１３ ０．５２ １．１５ ０．１７ ５．７９ １．９７

其他 ０．１５ ０．７２ １．２８ ０．８７ ４．９０ ２．３９

西欧合计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９５ １．３２ ０．７６ ４．０８ １．７８

东欧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６３ １．３１ ０．８９ ３．７９ ０．３７

前苏联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６３ １．０６ １．７６ ３．３６ １．７５

美国 ０．３６ １．３４ １．８２ １．６１ ２．４５ １．９９

其他西方衍生国 ０．２０ ２．２９ １．７６ １．１４ ２．５２ １．６４

西方衍生国合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４ １．４２ １．８１ １．５５ ２．４４ １．９４

墨西哥 ０．１８ ０．２４ ２．２２ ０．８５ ３．１７ １．２８

其他拉丁美洲国家 ０．１３ ０．２５ １．７１ １．５６ ２．３８ ０．９１

拉丁美洲合计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１０ １．８１ １．４３ ２．５２ ０．９９

日本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１９ １．４８ ０．８９ ８．０５ ２．３４

中国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１０ ０．６２ ２．８６ ５．３９

印度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５４ ０．２２ １．４０ ２．９１

其他亚洲国家（地区）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６４ ０．４１ ３．５６ ２．４０

亚洲合计（不包括日本）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３８ ０．０２ ２．９２ ３．５４

非洲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６４ １．０２ ２．０７ ０．０１

世界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５３ １．３０ ０．９１ ２．９３ １．３３

数据来源：（英）麦迪森，伍晓鹰．世界经济千年史［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６３页

２．１　生产函数的构建

从世界现代经济长期增长的历史来看，有四个

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解释了人均产出的差异，这些因

素包括：（１）技术进步；（２）物力资本的积累；（３）人的

技能、教育、组织能力的改变；（４）经济一体化。

本研究主要采用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即

犢１＝犃犔
α１犓β１μ （１）

其中：犢１代表国内生产总值；犃 代表全要素生

产率；犔代表投入的劳动；犓 代表投入的资本；α１代

表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１代表资本产出的弹性

系数；μ代表随机干扰项。

从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中可看出，劳动

力的贡献和资本的贡献具有一定的指数效应，二者

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效应。在同等条件下，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不仅是乘数效应，而且还必须通过提

高劳动技能和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来加以改善。在

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综合技术水平几乎没有

变化，增加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或者劳动力和资

本投入的增加，可以创造经济社会财富，提高经济增

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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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索洛余值的发现

索洛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展开研究，

分析了从１９０９年到１９４９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数据，

惊奇地发现时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不是劳

动，也不是资本，而是一个没有定义决定性的因素，

占近８０％的经济增长源泉。由于缺乏准确的信息

来源，索洛将其归因于知识、技术和其他因素的共同

贡献。后来，经济界称其为索洛盈余。公式如下：

Δ犢１＝Δα＋α１＋β１Δ犓 （２）

其中：Δ犢１是产出增长率；Δ犪是综合要素生产

增长率带来的产出余量；Δ犔是劳动投入增长率；Δ犓

是（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α是资本产出弹性系数；

β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

２．３　引入社会资本

早在１９９７年６月，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财富

测度的扩展：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将经济总量归纳

为一国拥有的人造资产、自然资产、人力资源和社会

资本的总和。从中可以发现，与过去度量财富相比

较，社会资本占据重要地位。

至此，我们可以对索洛余值进行打开分析，引入

社会资本变量。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公共资源，会导

致全社会每个创新要素的配置成本会随之大幅度下

降，从而大幅度提升产出效率。公式如下：

Δ犢１＝Δ犫＋α１Δ犔＋β１Δ犓＋γΔ犛 （３）

其中：Δ犛是社会资本存量增长率；γ为社会资

本产出弹性系数。

２．４　社会资本的分型———社会资本犐型与社会资

本犐犐型

对社会资本进行分型，可分为社会资本Ｉ型与

社会资本ＩＩ型。社会资本Ｉ型主要指普通的社会资

本；社会资本ＩＩ型主要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信息革命

之后所形成的新社会资本。新社会资本指在以大数

据、移动、智能化、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前提下，网络、定制等特定关

系所形成的社会价值。与传统的社会资本不同，在

新社会资本体系下，它是极具变动的一个变量，能够

解决风险识别、风险分散和风险预防等问题。新社

会资本重塑了经济体的发展空间，改变了原社会资

本———制度、网络及信任关系的作用机理和功能，运

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它能够使信息详细化、

社会关系透明化，再聚焦人文基础和社会信任，就形

成了得天独厚的重建社会资本的基础，这也是最长

远潜力的资产。公式如下：

Δ犢１＝Δ犫＋α１Δ犔＋β１Δ犓＋γ１Δ犛１＋γ２Δ犛２ （４）

其中：Δ犛１是原社会资本存量增长率；γ１为原

社会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Δ犛２是新社会资本存量增

长率；γ２为新社会资本产出弹性系数。

为检验社会资本Ｉ型与社会资本ＩＩ型直接的相

关关系，引入交叉项进行分析：

Δ犢１＝Δ犫＋α１Δ犔＋β１Δ犓＋γ１Δ犛１＋γ２Δ犛２＋

γ３Δ犛１×Δ犛２ （５）

所以，式（５）表明，创新经济体的长期财富增长

率，可以从社会资本的增长率和弹性系数来分析。

经济创新能力的提高，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总体

创新，还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社会资本的弹性系数和

相关性。

３　新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３．１　变量选取

犢，指经济增长，在此选用 ＧＤＰ代表总产出作

为经济增长的总量指标；犓，指经济系统运行中所使

用的资本量，本研究中资本量主要使用资本存量净

额；犔，指经济系统中所投入的劳动量，本研究选择

各年度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劳动力投入的度量。

社会资本测度指标的选取是本研究的重点，现

有研究主要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信任（ｔｒｕｓｔ）以及社

会参与（ｓｏｃ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来衡量社会资本的。课

题组借鉴 Ｔｅｍｐｌｅ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９８）、Ｉｓｈｉｓｅ ＆

Ｓａｗａｄａ（２００９）的方法，从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的角

度来测度社会资本。Ｉｓｈｉｓｅ＆Ｓａｗａｄａ（２００９）认为，

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特征，这与

社会资本研究的经典论述是一致的。但Ｉｓｈｉｓｅ＆

Ｓａｗａｄａ（２００９）用人均邮件数量以及人均收音机数

量来衡量社会资本水平却存在较大的缺陷。这是因

为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纸质邮件不再是人

们沟通的主要手段，收音机也不再是人们获得信息

的主要渠道，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主

要渠道，人们之间的沟通也开始更多依赖于电话与

互联网。

从１９７１年到２０１７年，横扫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

已经走过两大浪潮，目前正在进入第三次浪潮。第一

次浪潮是第一代微处理器问世，即１９７１年１月Ｉｎｔｅｌ

公司的霍夫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块４位微处理器芯

片Ｉｎｔｅｌ４００４，这是信息处理技术的革命肇始。

第二次浪潮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阿帕网的诞生，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快速发

展，这意味着信息传输技术的变革。

第三次浪潮是物联网和传感网的出现与应用，

如同１９９９年在美国召开的移动计算和网络国际会

议上所指出的，“传感网是下一个世纪人类面临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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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展机遇”，这标志着信息采集技术的革命。

当前，第三次浪潮正在掀起。当信息处理、信息

传播和信息采集处于“三波融合”时，人类可能迎来历

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破坏”。如果信息不对称被消

除，企业和企业的经济组织模式将被事件或项目所取

代，长期的合作模式可以得到普遍的认识，传统的金

融产业和贸易将会被新的商业模式所取代。物联网

所产生的客观信用体系也将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交易效率，进一步使市场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课题组经过研究认为，从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

的角度出发，基于数据的可得性，社会资本Ｉ型用信

息、通信和技术基础设施投入（ＩＣＴ＿ｃａｐｉｔａｌ）和个人

拥有电脑数量（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与总人口的

比值进行替代。社会资本ＩＩ型，采用移动电话数量

与总人口的比值（Ｍｏｂｉｌ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个人接入移动

互联网（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数量与总人口的比

值、物联网产业产值（ＩＯ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进行近似替代。

因为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来解决公共

风险，打造最强大的资源整合、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

的平台离不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同时，物联网

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之后的又一次信

息产业浪潮，物联网产业产值是代表物联网发展规

模的重要指标。

３．２　数据来源

对于全球而言，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增长是１８

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在工业革命

之前，即使在现代欧洲等发达国家，他们的长期经济

增长缓慢。根据经济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工业革命

之前，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只增长了０．０５％，需要

１４００年才能实现人均收入两倍增长（见表２）。

表２　世界犌犇犘增长率以及２０个国家和地区的犌犇犘增长率（０—１９９８）

年份 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１８２０ １８２０—１８７０ １８７０—１９１３ １９１３—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１９７３ １９７３—１９９８

奥地利 ０．３３ １．４５ ２．４１ ０．２５ ５．３５ ２．３６

比利时 ０．４１ ２．２５ ２．０１ １．０３ ４．０８ ２．０８

丹麦 ０．３８ １．９１ ２．６６ ２．５５ ３．８１ ２．０９

芬兰 ０．６０ １．５８ ２．７４ ２．６９ ４．９４ ２．４４

法国 ０．３９ １．２７ １．６３ １．１５ ５．０５ ２．１０

德国 ０．３７ ２．０１ ２．８３ ０．３０ ５．６８ １．７６

意大利 ０．２１ １．２４ １．９４ １．４９ ５．６４ ２．２８

荷兰 ０．５６ １．７０ ２．１６ ２．４３ ４．７４ ２．３９

挪威 ０．５４ １．７０ ２．１２ ２．９３ ４．０６ ３．４８

瑞典 ０．６６ １．６２ ２．１７ ２．７４ ３．７３ １．６５

瑞士 ０．５０ １．８５ ２．４３ ２．６０ ４．５１ １．０５

英国 ０．８０ ２．０５ １．９０ １．１９ ２．９３ ２．００

１２国合计 ０．４２ １．７１ ２．１４ １．１６ ４．６５ ２．０３

葡萄牙 ０．５１ ０．６３ １．２７ ２．３５ ５．７３ ２．８８

西班牙 ０．３１ １．０９ １．６８ １．０３ ６．８１ ２．４７

其他 ０．４１ １．６１ ２．２０ ２．４５ ５．５５ ３．１０

西欧合计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４１ １．６５ ２．１０ １．１９ ４．８１ ２．１１

东欧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４１ １．３６ ２．３１ １．１４ ４．８６ ０．７３

前苏联 ０．０６ ０．２２ ０．４７ １．６１ ２．４０ ２．１５ ４．８４ １．１５

美国 ０．８６ ４．２０ ３．９４ ２．８４ ３．９３ ２．９９

其他西方衍生国 ０．３４ ５．５１ ３．７９ ２．６５ ４．７５ ２．８８

西方衍生国合计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７８ ４．３３ ３．９２ ２．８１ ４．０３ ２．９８

墨西哥 ０．１４ ０．４４ ３．３８ ２．６２ ６．３８ ３．４７

其他拉丁美洲国家 ０．２５ １．７５ ３．５１ ３．６１ ５．１０ ２．９０

拉丁美洲合计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２１ １．３７ ３．４８ ３．４３ ５．３３ ３．０２

日本 ０．１０ ０．１８ ０．３１ ０．４１ ２．４４ ２．２１ ９．２９ ２．９７

中国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４１ ０．３７ ０．５６ ０．０２ ５．０２ ６．８４

印度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１９ ０．３８ ０．９７ ０．２３ ３．５４ ５．０７

其他亚洲国家（地区）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７２ １．６７ ２．４７ ６．０５ ４．６７

亚洲合计（不包括日本）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９４ ０．９０ ５．１８ ５．４６

非洲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５２ １．４０ ２．６９ ４．４５ ２．７４

世界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３２ ０．９３ ２．１１ １．８５ ４．９１ ３．０１

数据来源：（英）麦迪森，伍晓鹰．世界经济千年史［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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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稳定的历史经济和社会

中，由于文化、法律、习俗、制度等变化较为缓慢，社

会成员和个体的行为准则基本不变，这将导致社会

资本的变化较少，我们可以视其为一个常数。例如

美国新教伦理下的经济社会制度，中国和平时期形

成的以宗法为主的社会网络，正是这种典型代表，社

会资本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１８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逐渐加

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资本正在缓慢形成，导致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社会资本的积淀与形成，也

是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拉开发展水平差距的重要

原因。

ＧＤＰ数据、各年度从业人员数量来源于世界银

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信息、通

信和技术基础设施投入、个人拥有电脑数量、移动电

话数量、接入移动互联网源于 ＯＥＣＤ数据库（ｈｔ

ｔｐｓ：／／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ｏｒｇ／）；物联网产业产值来源于世

界物联网大会。

３．３　实证分析过程

在社会资本Ｉ型分析过程中，采用式（４）的分析

结果，利用面板分析数据，得到犵犱狆＝犈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

＋犆犪狆犻狋犪犾＿狊狋狅犮犽＋犐犆犜＿犮犪狆犻狋犪犾＋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

犮狅犿狆狌狋犲狉的面板回归结果。

表３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犵犱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１．１４８１０６ ２．４６２７８６ ８．２６９ ６．３３４ 犖＝１８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８１２８８０１ ．４７４７ ２．７９３１ 狀＝１８

ｗｉｔｈｉｎ ２．３３１９０１ ７．８３６１９４ ５．６１７８０６ 犜＝１０

犲犿狆犾狅狔～狋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２２．３５９６９ ３３．２６１２ １．８３８ １４６．３０６ 犖＝１８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３４．１２０９２ １．９６１３ １４２．９１２１ 狀＝１８

ｗｉｔｈｉｎ ０．７７９００２７ １８．５２４５８ ２５．７５３５９ 犜＝１０

犆犪狆犻狋犪～犽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２２．１１６２３ ３．２７７９２３ １４．６３１９８ ３１．８９１６５ 犖＝１８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４１０１４７ １７．２８５８５ ２７．８７６９８ 狀＝１８

ｗｉｔｈｉｎ ２．２８６４８９ １６．１１８２６ ３１．０８５ 犜＝１０

犻犮狋＿犮犪～犾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３．３７１１１１ １．５７０１６５ ０．３ ７ 犖＝１８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３１２６５３ １ ５．９８ 狀＝１８

ｗｉｔｈｉｎ ．９１０４９１３ １．２８１１１１ ５．８７１１１１ 犜＝１０

犮狅犿狆狌狋犲狉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７６．２７８６７ １０．３９８９４ ４５．５９ ９５．１７ 犖＝１８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９．１１６４２１ ５６．４５６ ８８．５７１ 狀＝１８

ｗｉｔｈｉｎ ５．４０４３９６ ６０．９２３６７ ８９．７０３６７ 犜＝１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结果为，在１％的置信水平下

拒绝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无差异的原假设，选择固

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面板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 犘值

犈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 ０．０１ ０．０４４

犆犪狆犻狋犪犾＿狊狋狅犮犽 ０．２８ ０．０００

犐犆犜＿犮犪狆犻狋犪犾 ０．３４ ０．００４

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犮狅犿狆狌狋犲狉 ０．０２ ０．３００

犆狅狀狊 ７．６２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犈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的系数为０．０１，犘值为０．０４４，即

就业率对ＧＤＰ的影响显著为正，就业率越高，经济

增长速度越快。一国的资本形成占ＧＤＰ的比重与

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资本形成每增加

一个单位，将拉动经济增长０．２８个单位。犐犆犜 资

本品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系数为０．３４，

统计上较为显著。个人拥有的电脑数量（犐狀犱犻狏犻犱狌

犪犾狊＿犮狅犿狆狌狋犲狉）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在社会资本ＩＩ型分析过程中，采用式（５）分析

结果，利用面板分析数据，该部分是犵犱狆＝犈犿狆犾狅狔

犿犲狀狋＋犕狅犫犻犾犲＿犮犲犾犾狌犾犪狉＋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犐狅狋

＿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的面板回归结果。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结果为，在１％的置信水平下

拒绝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无差异的原假设，选择固

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有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

＿犻狀狋犲狉狀犲狋和犐狅狋＿犻狀犱狌狊狋狉狔变量对ＧＤＰ的影响是显

著的，符号为正。其他变量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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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Ｍｉｎ Ｍａ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犵犱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１．５７５０７９ ３．６５８２０１ １４．８１４ １５．２４ 犖＝３３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４３０１３７ １．９５６６ ５．９６９９ 狀＝３３

ｗｉｔｈｉｎ ３．３７５３６５ １６．４５８５２ １０．８４５１８ 犜＝１０

犲犿狆犾狅狔～狋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１３．０４７０２ ２６．５９８８５ ．１５ １４６．３０６ 犖＝３３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６．９６３７５ ．１６４３ １４２．９１２１ 狀＝３３

ｗｉｔｈｉｎ ．５８６０７７２ ９．２１１９２ １６．４４０９２ 犜＝１０

犿狅犫犻犾犲～狉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１１３．５５８２ ２２．２３７５８ ５２．７６ １７２．３２ 犖＝３３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４５６０３ ７０．３２ １５３．６９１ 狀＝３３

ｗｉｔｈｉｎ １１．２３９５７ ７６．２９３１５ １４９．２５５２ 犜＝１０

犻狀犱犻狏犻～狋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７０．９３２０３ １６．４８５６２ ２３．４ ９８．１６ 犖＝３３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３．８００８８ ４４．６９３ ９３．０２４ 狀＝３３

ｗｉｔｈｉｎ ９．３０１６９９ ３８．８０９０３ １０２．５９４ 犜＝１０

犻狅狋犻狀犱～狔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４６４．４７６７４３ ７６５．４８５６２ ５６．５４６４ ９４９．１６ 犖＝３３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８．３８４６ ３２６．５６４ ４３５．５３６５ 狀＝３３

ｗｉｔｈｉｎ １２．３５４６８ ２３．４３６３６ ３４３６．５９ 犜＝１０

表６　面板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 犘值

犈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 ０．００６ ０．５５４

犕狅犫犻犾犲＿犮犲犾犾狌犾犪狉 ０．００４ ０．７４３

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犻狀狋犲狉狀犲狋 ０．０３ ０．０３９

犐狅狋＿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犆狅狀狊 ４．２１ ０．３９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４　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社会资本通过促进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信息共

享，提高人们工作的效率，从而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

长有促进作用。表５给出了通信和技术基础设施投

入（犐犆犜＿犮犪狆犻狋犪犾）、个人拥有电脑数量（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

＿犮狅犿狆狌狋犲狉）对实际产出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社会资本Ｉ型对应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社会资

本Ｉ型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实际产出增加和经济

增长。

表６给出了移动电话数量、个人接入移动互联

网（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物联网产业产值（犐狅狋＿

犻狀犱狌狊狋狉狔）对实际产出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犐犆犜＿犮犪狆犻狋犪犾对应的系数为０．３４，说明犐犆犜＿犮犪狆

犻狋犪犾每增加１％，实际产出可增加０．３４％；人均移动

电话数对应的系数为０．０３，说明人均移动电话数每

增加１％，实际产出增加０．０３％；物联网产业产值对

应的系数为０．０１，说明物联网产业产值每增加１％，

实际产出能够增加０．０１％。

值得注意的是，新社会资本和实际产出之间可

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例如，新社会资本水平可以促

进产出水平的增加，并导致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

济增长越快的地区对应人们的收入水平越高，从而

越利于人们选择更多的新社会资本投资，新社会资

本水平可能越高。此外，为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我

们取滞后１期的新社会资本为解释变量，进一步考

察新社会资本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７　稳健性检验

自变量

稳健性检验Ｉ

（滞后１期）

系数 犘值

稳健性检验Ｉ

（滞后２期）

系数 犘值

犈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 ０．００５ ０．７８３ ０．００４ ０．５５４

犕狅犫犻犾犲＿犮犲犾犾狌犾犪狉 ０．００７ １．２３６ ０．００８ １．８７５

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犻狀狋犲狉狀犲狋 ０．０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６ ０．０３６

犐狅狋＿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０１９

犆狅狀狊 ３．１３ ０．００２ ３．５８ ０．００２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７给出了稳健性检验Ｉ的相应结果，可以看

出，滞后１期新社会资本对应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这

说明新社会资本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

用。此外，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具有

持续性，即当期新社会资本不仅可以影响当期经济

增长，而且还可以影响未来几期的经济增长。考虑

到样本数据量的限制，我们假设新社会资本对实际

产出和经济增长影响的持续时间为２年，即当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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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可以影响当期和未来两年的实际产出和经

济增长率，表７的稳健性检验ＩＩ给出了相应的结

果，可以看出，新社会资本对应的系数仍显著为正，

这进一步说明了新社会资本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

５　简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越强，个体用于社

会资本的投入越多，知识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越

快。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从信息共享和相

互沟通的视角构建了社会资本测度指标，并运用面

板数据模型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

究发现，社会资本Ｉ型对我国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新社会资本对实际产出和经济增长也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本研究理论模型对应的政策含义是，新社会资

本是影响人们社会福利和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因

此，除了形成庞大的面向创新的非正规社会网络，企

业实行扁平化管理，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等级弱化，人

员流动无障碍，网络成员共享创新理念、信息、技术、

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之外，还需要积极构建雄厚的

新社会资本。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新社会资本积累

是创新型经济的第一大资本。建议通过打造安全、

零边际成本和可得性强的互联网平台，大力促进物

联网产业发展，引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

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资源创造、资源整合和

资源优化配置。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在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

分析中都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在数据可

得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实证分析考察社会资本差异

对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贡献度。此外，本研究主要

是从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的角度来衡量新社会资本

的，而新社会资本是一个很宽广的概念，还包括很多

其他内容。因此，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如何选取更

为合理的指标来衡量新社会资本水平，进而更全面

地考察新社会资本对创新型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进

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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