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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级开发区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创造就业、人才培养、吸收外资、引进技术、

技术扩散、产业集群、扩大出口、企业家精神形成和制度创新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章探讨了开发区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 结合开发区的产出为多种品种和多种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构造了开发区生产函数; 构造了反
映企业家决策随机因素的开发区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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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国家级开发区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创造就业、人才

培养、吸收外资、引进技术、技术扩散、产业集群、扩大出口、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和制度创新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

以库茨尼茨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强调，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重

新配置所引致的结构转变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起飞。企业家随机决策要

素是指企业家随机决策过程对生产函数要素投入的影响，这一影响过程取决于

企业家对市场信息的判断，以及由此影响到企业家对企业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决策。对生产函数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包括 Spence，Dixit 和 Stiglitz，
Ether，Ｒomer，Grossman 和 Helpman 以及 Barro 等学者。国内有关生产函数的相

关研究主要包括: 武增海、李忠民对高新技术开发区生产函数进行了探讨［1］; 王

稼琼、肖永青等运用生产函数探讨了家庭的时间偏好与储蓄率决定以及中美的

储蓄率差异问题［2］; 冯晓、朱彦元等基于人力资本分布方差的中国国民经济生产

函数问题进行了研究［3］; 王志平运用主成分分析与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的方法，对生产效率的区域特征与生产率增长的分解问题进行了探讨［4］; 陈立

泰、周靖祥运用生产函数在对制造业外资流入的数量控制与政策选择探讨的基

础上，研究了 FDI 流入与中国制造业“挤占”的问题［5］; 马赞甫、刘妍珺研究了基

于 DEA 的生产函数估计问题［6］; 章上峰、许冰探讨了时变弹性生产函数与全要

素生产率问题［7］; 张定胜运用生产函数对国际产业转移进行经济分析［8］; 蒲勇

健、杨秀苔运用一种修正的 Ｒomer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人力资本增长与新产品

开发问题进行了探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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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只是提到企业家的作

用会影响生产函数中的技术系数，本文希望对此进

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即将企业家对生产函数的影响

进一步分解到对具体投入要素的影响之中，这也正

是本文要将企业家随机决策要素纳入到生产函数之

中的原因所在。

二、开发区生产函数要素投入与产出分析

( 一) 生产要素投入分析

要素投入包括间接投入要素和直接投入要素。

间接投入要素包括对人影响的要素、对企业影响的

要素和对投融资影响的要素等。对人影响要素包括

制度( 产权制度对企业家和高端技术人才的创新激

励) 要素和文化意识( 创新意识) 要素; 对企业影响

要素包括基础设施( 软硬件设施) 和政府服务要素

等; 对投融资影响要素包括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以

及作为投入要素信息的重要来源中对科研成果和发

明创造的激励政策等要素。

直接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技术。资本可

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包括企业家和高级技术

创新人才的隐性知识) ; 劳动可分为一般劳动和专业

技能劳动; 技术可分为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 显性知

识) 。技术知识主要有两个来源: 其一，企业 Ｒ＆D 投

入，其可产生新产品和新工艺，也会存在技术扩散;

其二，政府基础性研究投入，这些投入所派生的科研

项目大多由大学和科研机构承担，其产出为科研成

果，也会存在知识溢出。由于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

技术创新和大学及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存在技术

扩散和知识溢出，这样便会降低企业对 Ｒ＆D 投入的

积极性和大学及科研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但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因此，政府有必要对

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增加企业对 Ｒ＆D 投入的补贴，

有必要增加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经费的投入。

管理知识来自于正规的系统管理教育，来自于

中学和经验积累后管理理论提升培训和个体对管理

经验的感悟和总结。人力资本形成主要来自于国家

教育投入和干中学。专业技能形成主要来自于企业

专业技能培训和干中学。

( 二) 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分析

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影响要素包括要素配置改

进、结构因素( 包括需求、产业和劳动结构) 、规模经

济、知识进步、劳动分工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专业化

技能和企业家才能。本文将市场信息、资源获取与

配置、规模选择、分工与专业化、产业及结构和范围

经济等要素归结为开发区的要素使用效率影响因

素，这些要素与企业家进行生产经营和转换过程密

切相关，要素使用效率影响因素和生产投入要素结

合在一 起 最 终 会 影 响 到 开 发 区 生 产 函 数 的 产 出

效果。

( 三) 建立生产函数进行产出分析

开发区生产函数总产出表现为企业向市场提供

多品种和多种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本文建立包含企

业家决策过程生产函数进行产出分析。企业家主要

通过对开发区企业配置资源，促进企业研发更多的

产品和服务以及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来促进开发区经

济增长。因此对开发区产出进行分析主要从以下两

个方面展开。

1． 包含企业家决策要素的多品种的产品和服务

的生产函数

结合 Spence，Dixit 和 Stiglitz，Ether，Ｒomer，Gross-

man 和 Helpman 以及 Barro 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考虑企

业家随机决策要素，本文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 i

的多品种产品和服务生产函数写成:

Yi = ［φi ( e) A］·［( η i ( e) Li) ］1－α·

∑
N

j = 1
［ξi ( e) X ij］

α

第 i 个企业的企业家对资本获取与配置决策随

机过程为 ξi ( e{ }) ，i ∈［1，2，． ． ． ，n］; 此时可投入

的资本总量( 中间品的数量) 为∑
N

j = 1
［ξi ( e) X ij］; 第 i

个企业，企业家对劳动获取与配置决策随机过程为

η i ( e{ }) ，i∈［1，2，． ． ． ，n］，此时可投入的劳动总

量为 η i ( e) Li ; 第 i 个企业，企业家对技术获取与配

置决策随机过程为 φi ( e{ }) ，i ∈［1，2，． ． ． ，n］，此

时可投入的技术水平为 φi ( e) Ai ; 其中，0 ＜ α ＜ 1 ，

Li 是劳动投入，X ij 是所购买的第 j 种专门的中间品，

而 N 是中间品的种类数量。参数 A 是生产效率或效

率的总体度量。

本文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多品种产品和服

务总的生产函数表示为:

YTV =∑
S

i =1
Yi =∑

S

i =1
［φi( e) A］·［( ηi( e) Li) ］1－α{ ·

∑
N

j = 1
［ξi ( e) X ij］ }α

S 表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总数。

2． 包含企业家决策要素的多种质量的产品和服

务的生产函数

根据 Schumpeter，Grossman 和 Helpman，Aghion

和 Howitt 以及 Barro 的工作，考虑到质量提升中存在

质量阶梯因素的影响，如再考虑企业家随机决策要

素，企业 i 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i = ［φi ( e) A］·［( η i ( e) Li )
1－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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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j = 1
［ξi ( e) 珘X ij］

α］

在部门 j 中，中间品的质量为 qkj ，j 表示在企业

的第 j 部门存在 kj 次质量改进; 假设各种产品在刚被

发明时的质量为 1，那么该部门可获得质量阶梯表示

为 1，q1 ，q2 …，qkj 。如果企业 i 所使用的中间品的

物理 量 为 X ij ，那 么，这 种 投 入 的 质 量 调 整 量 为:

珘X ij = ( qkjX ij )
α ; 此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 i 个企

业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i =［φi ( e) A］·［( ηi ( e) Li )
1－α·∑

N

j =1
( ［ξi ( e) q

kjXij］
α

本文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多种质量的产品和

服务 的 总 产 出 生 产 函 数 表 示 为: YTQ = ∑
M

i = 1
Yi =

∑
M

i = 1
［φi ( e) A］·［( η i ( e) Li )

1－α·∑
N

j = 1
( ［ξi ( e) q

kjX ij］{ }α

三、含有随机过程的开发区生产函数

产出除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外，还取决于要

素的使用效率。一般认为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

和技术( 信息) ; 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要素包括劳动

分工、管理与决策、资源配置、技术升级和结构选择

等要素，本为将这些影响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要素

归结为企业家要素。因此，本文将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生产函数表示为:

F = F( K，L，A) ·E( K，L，A)

生产函数前半部 F( K，L，A) 称为要素投入决定

的产出可能性，生产函数后半部 E( K，L，A) 称为要

素使用效率决定的产出有效性。将企业家要素对资

本、劳动和技术( 信息) 影响内化到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生产函数，此时生产函数可以表达为:

F = F［ξ( e) K，η( e) L，φ( e) A) ］

这些参数反映了企业家根据市场经营环境和企

业能力进行资源配置的情况，ξ( e) 反映了企业家对

可获取总资本的利用程度，0 ≤ ξ( e) ≤ 1 ; ξ( e) 反

映了企业家对可获得的总劳动的利用程度，0 ≤

η( e) ≤ 1; ξ( e) 反映了企业家对可获得的总技术

( 信息) 的利用程度，0 ≤ φ( e) ≤ 1 。

( 一) 连续型随机过程开发区生产函数

在 t 时刻，企业家对资本获取与配置决策随机过

程为 ξt ( e{ }) ，t∈［T0 ． T1］这一周期一般为 1 年; 此

时可投入的资本总量为 ξt ( e) K t ; 在 t 时刻，企业家

对劳动获取与配置决策随机过程为 η t ( e{ }) ，t ∈

［T0 ． T1］; 此时可投入的劳动总量为 η t ( e) L t ; 在 t 时

刻，企 业 家 对 技 术 获 取 与 配 置 决 策 随 机 过 程 为

φt ( e{ }) ，t ∈［T0 ． T1］; 此时可投入的技术水平为

φt ( e) At 。在 t 时刻，企业家的综合决策随机过程为

ξt ( e) ，η t ( e) ，φt ( e{ }) ; t∈［T0 ． T1］; 企业家的资源

获 取 与 配 置 决 策 随 机 过 程 为:

ξt ( e) K t，η t ( e) L t，φt ( e) A{ }
t 。现 实 中，进 行 连 续 决

策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企业家进行决策后，还需各职

能部门实施决策方案，而实施决策方案要经历一定

的周期。但这一过程却可刻画出企业家进行决策时

的思考过程。

假设连续型随机过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产

函数形式:

F t = F t［ξt ( e) K t，η t ( e) L t，φt ( e) At) ］

进一步将连续型随机过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生产函数写成 Cobb – Douglas 函数:

F t = ［φt ( e) At］·［ξt ( e) K t］
α·［η t ( e) L t］

β

其中，0 ≤ ξt ( e) ≤ 1 ，0 ≤ η t ( e) ≤ 1 ，0 ≤

φt ( e) ≤1 。F t 表示第 t 时刻的总产出; t 在 T0 － T1 内

取值。T0 － T1 时期内技术投入量 A = ∫
T1

T0
φt ( e) Atdt ，

资本投 入 量 K = ∫
T1

T0
ξt ( e) K tdt ，劳 动 投 入 量 L =

∫
T1

T0
η t ( e) L tdt。

连续型随机过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产函数

写成 Cobb – Douglas 函数:

F = ［∫
T1

T0
φt ( e) Atdt］·［∫

T1

T0
ξt ( e) K tdt］α·

［∫
T1

T0
η t ( e) L tdt］β

( 二) 离散型随机过程开发区生产函数

假设将 T0 － T1 时期分成 n 时段，则第 i 阶段企

业家对资本获取与配置决策随机过程为 ξi ( e{ }) ，i

∈ ［1，2，． ． ． ，n］; 此 时 可 投 入 的 资 本 总 量 为

ξi ( e) K i ; 第 i 阶段，企业家对劳动获取与配置决策随

机过程为 η i ( e{ }) ，i ∈［1，2，． ． ． ，n］; 此时可投入

的劳动总量为 η i ( e) L i ; 第 i 阶段，企业家对技术获

取与配置决策随机过程为 φi ( e{ }) ，i∈［1，2，． ． ． ，

n］; 此时可投入的技术水平为 φi ( e) Ai 。在 i 阶段，

企 业 家 的 综 合 决 策 随 机 过 程 为

ξi ( e) ，η i ( e) ，φi ( e{ }) ; i∈［1，2，． ． ． ，n］; 企业家的

资 源 获 取 与 配 置 决 策 随 机 过 程 为:

ξi ( e) K i，η i ( e) L i，φi ( e) A{ }
i 。现 实 中，进 行 离 散 决

策的可能要大一些，因为企业家进行决策后，还需各

职能部门实施决策方案，而实施决策方案要经历一

定的周期。因此，这一过程刻画出企业家进行决策

时的实际过程。

假设离散型随机过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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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形式:

F i = F i［ξi ( e) K i，η i ( e) L i，φi ( e) Ai) ］

进一步将离散型随机过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生产函数写成 Cobb – Douglas 函数:

F i = ［φi ( e) Ai］·［ξi ( e) K i］
α·［η i ( e) L i］

β

其中，0≤ ξi ( e) ≤1 ，0≤ηi ( e) ≤1 ，0≤φi ( e)

≤1。Ft 表示第 t 时刻的总产出; t 在 T0 － T1 时期内取

值。T0 － T1 时期内技术投入量 A = ∑
n

i =1
φi ( e) Ai，资本

投入量 K =∑
n

i =1
ξi ( e) Ki ，劳动投入量 L =∑

n

i =1
ηi ( e) Li 。

离散型随机过程的开发区生产函数写成 Cobb-

Douglas 函数形式:

F = ［∑
n

i = 1
φi ( e) Ai］·［∑

n

i = 1
ξi ( e) K i］

α·

［∑
n

i = 1
η i ( e) L i］

β

( 三) 含有随机过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产函

数模拟

在 F t = ［φt ( e) At］·［ξt ( e) K t］
α·［η t ( e) L t］

β

中，假设 φt ( e) = 0． 8; ξt ( e) = 0． 9; η t ( e) = 0． 85; α

= 0． 5; β = 0． 6; 代入到上式中，可得

F t = ［0． 8·At］·［0． 9·K t］
0． 5·［0． 85L t］

0． 6

含有随机过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产函数:

F t = 0． 8·0． 90． 50． 850． 6·At·K0． 5
t ·L0． 6

t

四、结论和进一步探讨

( 一) 结论

本文结合开发区的产出为多种品种和多种质量

的产品和服务构造了开发区生产函数; 构造了反映

企业家决策的随机因素的开发区生产函数。

开发区产出为多种品种的生产函数:

YTV = ∑
S

i = 1
［φi ( e) A］·［( η i ( e) L i) ］1－α{ ·

∑
N

j = 1
［ξi ( e) X ij］ }α

多种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情况构造了开发区总

的生产函数:

YTQ = ∑
M

i = 1
［φi ( e) A］·［( η i ( e) L i )

1－α{ ·

∑
N

j = 1
( ［ξi ( e) q

kjX ij］ }α

考虑到投入要素中企业家因素对产出的影响，

本文将企业家获取和配置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决策

因素，引入了随机变量，并将其考虑在其中，构造了

连续性和离散性随机型开发区生产函数。

开发区连续性型生产函数:

F = ［∫
T

0
φt ( e) Atdt］·［∫

T

0
ξt ( e) K tdt］α·

［∫
T

0
η t ( e) L tdt］β

开发区离散性随机型生产函数:

F = ［∑
n

i = 1
φi ( e) Ai］·［∑

n

i = 1
ξi ( e) K i］

α·

［∑
n

i = 1
η i ( e) L i］

β

一般认为开发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益于

制度创新、良好的经营环境、高素质的人才、企业家

的密集等要素。本文将企业家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用

于构建开发区生产函数，对于解释开发区对经济增

长促进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途径。

( 二) 进一步探讨

进一步对开发区生产函数和非开发区生产函数

进行比较分析，当能够获得适当的数据时就可对开

发区生产函数和非开发区生产函数进行拟合，从而

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发现两者的差别。

开发区与非开发区生产函数的探讨。假设开发

区生产函数为: E = E( K，L) ; E = AEKα1
E Lα2

E ; 其中，

AE 是开发区资本和劳动在企业家才能经营下的技术

系数; KE 是开发区企业家经营的企业资本投入; LE

是开发区企业家经营的企业劳动投入; 假设 E 本身

既是开发区企业的产出也是企业家才能的量化体

现; 生产函数规模报酬的性质取决 α1 + α2 与 1 的关

系。假设非开发区生产函数为: E = E( K，L) ; EU =

AUKλ1
U Lλ2

U ; 其中，AU 是非开发区资本和劳动在企业家

才能经营下的技术系数; KU 是非开发区企业家经营

的企业资本投入; LU 是非开发区企业家经营的企业

劳动投入; 假设 EU 本身既是非开发区企业的产出也

是企业家才能的量化体现; 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取

决于 λ1 + λ2 与 1 的关系。

企业家与开发区发展分析。企业家的作用在于

通过创新对生产投入进行整合，从而提高生产投入

要素的产出效果。假设将企业家作为投入要素的开

发区生产函数如: D = D( K，L，E) ，其中，E = E( K，

L) = AEKα1
E Lα2

E ; D = ADKβ1
M Lβ2

M Eβ3 ; 将 E 代入到开发区

生产函数 D，则有 D = ADKβ1
M Lβ2

M［AEKα1
E Lα2

E ］β3 ; D =

ADKβ1
M Lβ2

M Aβ3
E Kα1β3

E Lα2β3
E 。其中，AD 是资本和劳动在开发

区环境下的技术系数; KM 是开发区环境下管理者运

营的企业资本投入; LM 是开发区环境下管理者运营

的企业劳动投入; 生产函数规模报酬的性质，取决于

β1 + β2 + β3 与 1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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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Establishing the Fun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Based on the Entrepreneurs’Decision Process

WU Zenghai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P． Ｒ． China)

Abstract: State-level development zones have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formatting entrepreneur human capital and innovating system． Development zone also has a strategic role in China;
it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on． The inputs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is discusse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is quantitatively analyzed，proces-
ses including the making decisions procession of the entrepreneur about configuration resources to enterprises in or-
der to promote enterprise developing more products and services，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is constructed by reflecting the random factors in the
decision of entrepreneurs．

Key words: entrepreneurs; development zone; produc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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