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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报告是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接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课题《“十三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规划咨询研究》的一项子课题成果。根据课题分

工，我们进行了应用 SED模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我国GDP关联分析研究工作，

完成其中的上海市案例，形成了这份分报告《应用 SED模型分析战略性新兴产

业对上海市 GDP的影响》（以下简称《上海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

（1）基于 SED模型建立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仿真和分析的模块；

（2）为进一步制定“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提供技术手段和工具。

研究内容：

以上海市为例，运用 SED模型测算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当地经济的影

响问题，主要包括：

（1）应用 SED模型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上海市 GDP的影响，分析战略

性新兴产业整体占上海市 GDP份额情况；

（2）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存在的问题；

（3）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到 2015年增加值占上海市GDP的份额为 15%
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

（4）研究实现 2015年目标需要的政策措施，为进一步制定“十三五”战略

性新兴产业规划提供依据。

研究成果：

（1）基于 SED模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析模型，输入国家统计数据及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数据的微观经济数据，并运行 SED模型进行历史过程仿真，

在完成历史回归仿真 2010-2012年三年的全国主要经济指标 GDP与统计数据误

差在 5％以内的基准校验的基础上，仿真 2010-2015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

展情况，测算得出 2014-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份额均为 13.9%
的仿真结果，未能完成规划中“到 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达到 15%左右”的目标；

（2）基于上述仿真结果，结合现实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并

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有：虽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但仍存在产业之间发展不均衡的情形，

技术成果产业化程度较低、发展动力不足，甚至产能过剩的问题。

（3）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利用 SED模型进行 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上

海市社会经济的贡献的仿真预测，2015年上海市要完成 “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

标，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加速战略新兴产业中的重点产业的发展；加大政府科技

投资和科技补贴；建立相应的经济快车道管理制度。

（4）将以上仿真结果与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可

以在仿真过程中通过对政府科技投资、物价补贴等参数的调控实现以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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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政府投资政策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不变，仿真政府科

技投资、物价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仿真结果显示，政府科技投资

加大 15%，2011-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上海地方生产总值增长是最优的，国民

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超过 6万亿、上海地方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约 3千亿，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数十亿的促进；政府物价补贴提高 20%，2011-2012年国

民生产总值、上海市地方生产总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的增长是最优的，

国民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接近 2.7万亿、上海市地方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约 2.6
千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超 6百亿。由此可见，政府加大科技投资和物

价补贴，对国民生产总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其中，加大科技投资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增长作用更优，若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而

言，则物价补贴有更直接的影响。

结论和建议：

SED模型在历史回归仿真2010-2012年三年的全国和上海的主要经济指标方

面具有较好的仿真精度。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进一步仿真、测算 2010-2015年
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由此可见，利用 SED
模型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问题是可行的。

由表 4.1.1可知，2010-2015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呈良好的增长趋势，前

期 2011、2012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其增加值占 GDP的份额分别

增长了 2.5和 2个百分点；随后保持平稳的增长。2015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 13.9%，虽然还差 1个百分点才达到上海预期 15%的目标，

但就全国而言，已经名列前茅了。要完成预期目标，上海市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的

激励政策。

（1）因科技投资具有延时性，由仿真结果可知，当科技投资加大 15%的时

候，且至少连续三到五年的一个投资计划，即从 2010开始加大科技投资，战略

性新兴产业有较好的发展，到 2015年的时候，全国和上海均可以达到 8%和 15%
的目标。

（2）物价补贴政策具有直接且见效快的特点，由仿真结果可知，在 2014
年年底或 2015 年年初进行物价补贴，补贴幅度在 15%到 20%之间对 GDP和新

兴产业有较大且较优的影响，到 2015年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广东生产总值

达 14.10%，距离预期 15%的目标非常接近。若未来进一步研究其他因素，以多

因素组合的形式，即多种政策组合进行研究，相信要达成预期目标不是问题。

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极大地推动上海市 GDP的增长，也为上

海市税收收入做出一定的贡献，此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生良好的循环推进作用，以及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在政策上的倾斜和

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发展产生了很好的效益。

根据仿真结果，结合我国和上海市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上海市要实现 2015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预期目标，加快“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采取

的政策措施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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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资源配置，加速战略新兴产业中的重点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

上海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

（2）加大政府科技投资和科技补贴，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消除过剩产能。

（3）建立经济快车道管理制度，保证上海战略新兴产业与上海经济发展的

协调性。

总结：

基于 SED模型对国民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SED模型可以成为

一个国家和省、市经济区域宏观经济调控的“科学实验室”，对宏观经济计划和政

策进行仿真分析，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该模型也可以成为一个经济

日常生活领域的“天气预报系统”，定期发布经济信息预报、预警；该模型还可以

成为一个“社会经济最优规划系统”，对现有社会经济资源进行最优规划和配置，

使得未来人类的社会经济可以适应于大数据时代，实现真正的科学的现代化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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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过 2008年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成为各国

产业竞争的焦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宠儿”。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当今世

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和方向，具有广大的市场前景、经济技术效益和产业带动

效用，并且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

和创新，推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提供新的增长引擎，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

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到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三

五”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时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

关键核心问题。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承接国家发改委的委托课题，进行“十
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发展规划咨询研究。两院将以院士为核心、专家为

骨干，综合政、产、学、研、用等各个方面的力量联合开展调查研究。中国航天

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也参与了以上课题的研究。

在该课题下，我司受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委托，结合现有的工作

基础，进行“应用 SED模型对战略新兴产业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的研究”子课题

的定量分析和研究。

在本课题中，我们将以上海市为例，运用 SED模型模拟上海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现状，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上海市经济的影响。通过 SED
模型仿真结果与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预期目标的对比分析得出我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及发展过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更好发展提供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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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 综述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是推

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决定》以来，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宏观政策环境不断完善，

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领域快速健康发展。

从上海自身来看，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上海转变发展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的必然选择。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肩

负着建设“四个中心”、推进“四个率先”的历史使命。但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显，

可用建设用地十分有限；水环境和大气容量也十分有限，资源环境的约束对产业

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上海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

密集度高、资源耗费量少、环境友好、综合效益明显、且具有较强成长潜力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促进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十二五”期间，围绕“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推动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产业结构”的产业发展方针，上海要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放

在更突出的位置，实现更快速的发展，加快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战略性新兴

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但同时

必须看到，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还处于培育阶段，存在着很过问题，有待

规划引导和政策。

1.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战略性新兴产

业市场空间巨大，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和扩大就业的重要引擎。

第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制高点的重要契机。

第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内生增长、集约式发展

的重要途径。第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产力的

重要选择。如果我国掌握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支

撑产业长远发展的标准体系，推动龙头企业发展，就会提高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际竞争力，以及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到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三

五”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时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

关键核心问题。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起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我国经济社会能否真正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持续

发展的轨道，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十一五”期间，上海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着力

培育新兴产业，为“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2011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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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上海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明确提出了 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到 2015年，上海战略

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5%左右。”
本课题的研究以创新的研究方式，利用 SED模型的仿真技术，以上海市统

计数据为基础，分析 2010-2013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现状，测算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占当地 GDP的份额；测算 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当

地社会经济的贡献；并通过将 SED仿真结果与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预期目标

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若要实现以上的目标，加快“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

要采取的政策措施。仿真这样一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海路径”，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1.3 SED模型的应用意义

SED模型的省级系统是基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一体化的虚拟社会经济系

统计算机仿真模型的创新技术建立的一个与现实经济社会逼近的省级政府宏观

经济决策支持系统。该模型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公理假

设体系和《财富论》第一、二卷的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具有经济的理性人的模拟

功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模拟功能、经济运行的最优化分析功能、经济临界条

件分析模拟功能、理论正确性验证模拟功能等，是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智能

化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支持系统。

SED模型在输入微观经济数据初值之后，便可以开始进行相关的经济仿真

运行。如图所示，SED模型拥有居民、企业、行业、市场、银行、证券、政府

等子模块，可以模拟成千上万个居民、42个行业、每个行业有上千个企业、每

一个行业都有一种特定的商品、每一种商品在同一时刻有 4种不同的档次，即低、

中、高、新产品。每一个档次的产品，随着仿真过程的推演，行业会进行技术创

新，政府会投资科技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推动市场中流通的产品的更新换代，淘

汰掉低档产品，出现新产品，原来的中高档产品变成了中低档产品。SED 模型

可以模拟以上所述的经济对象的每一天的物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动的变化情况。

在仿真运行过程中，人们可以随时中断仿真进行外部参数的调整，改变或影响接

下来仿真的趋势。

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其处于产业发展的萌芽和形成阶段，具有很强的不确

定性，所以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环境的动态性与

复杂性，战略的复杂性，还要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制定出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SED模型具有经济的理性人的模拟功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模拟功能、

经济运行的最优化分析功能、经济临界条件分析模拟功能、理论正确性验证模拟

功能等，不仅能够仿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能够在充分考虑各种

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还能够在仿真过程中，根据外部环

境的变化，随时中断仿真过程，进行调整，使之实现平行控制，最优规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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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虚拟经济社会系统流程图

1.4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

（1）基于 SED模型建立适用于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仿真和分析的模块；

（2）为进一步制定“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提供技术手段和工具。

2．研究内容

2.1 研究思路

本课题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包括（1）节能环保产业、（2）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3）生物产业、（4）高端装备制造产业、（5）新能源（能源新

技术）产业、（6）新材料产业、（7）新能源汽车产业，具体考察这七大产业的发

展对 GDP增长的贡献和影响，通过对“十二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化过

程的仿真，包括产业发展目标、产业规模、产业增长速度、增加值等方面，深入

研究这些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从中分析产业发展所需的条件，包括经济

扶持、政策支撑等。

（1）从模型仿真中了解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通过仿真实验，以确定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主要的外部条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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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现阶段我国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最优的发展策略；

（3）通过 SED模型的仿真实验，预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形势，及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和宏观决策，才能够实现“十三五”
规划的发展目标。

2.2 研究内容

以上海市为例，运用 SED模型测算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当地经济的影

响问题，主要包括：

（1）应用 SED模型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上海市 GDP的影响，分析战略

性新兴产业整体占上海市 GDP份额情况；

（2）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存在的问题；

（3）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到 2015年增加值占上海市GDP的份额为 15%
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

（4）研究实现 2015年目标需要的政策措施，为进一步制定“十三五”战略

性新兴产业规划提供依据。

2.3 研究团队

项目负责人：吴杰

（1）模型组：组长：罗海健、副组长：杨洋；

成员：杨金雄、王清杭、李杨、周兴华、禹磊、彭显锋。

（2）经济分析与数据组：组长：吴杰

成员：石裕娜、李简、蒋思远。

（3）专家顾问：中国航天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2.4 研究计划

第一阶段（9月 17-19日），数据收集与处理

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划分及其内涵，结合 SED行业属性进行重新分类使

之匹配 SED模型的行业数据结构，收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统计数据并

进行必要的预处理。

第二阶段（9月 22日-26日），模型调整

对模型结构进行调整，增加企业数量，调整企业、政府的相关参数等，并利

用上述处理完的数据校验相关模型调整的精度，使仿真结果更逼近现实。

第三阶段（10月 8-17日），仿真调试与校验

进行 SED模型仿真的基准校验，使 SED模型仿真 2010-2013年的输出结果

与现实情况逼近，并在完成基准校验的基础上，进行 2014与 2015年的相关经济

指标的仿真测算。

第四阶段（10月 20-22日），相关性分析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上海经济的影响进行整体分析，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与当地 GDP、居民收入、税收收入、基尼系数、城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

恩格尔系数等数据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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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10月 23-24日），政策仿真与发展预测

在完成以上基准校验的基础上，调试具体行业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仿真与

测算，分析其发展现状，以及完成 2015年预期目标所需要的条件，并形成报告

初稿。

第六阶段（10月 27-31日），征求意见完成终稿

对上述工作的完成情况做整体的汇报，征求专家顾问的意见和反馈，对报告

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最终稿。

2.5 研究重点与难点

（1）研究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贡献；

（2）研究难点：一是数据收集及处理：由于官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数

据的公布尚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的收集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二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对国家经济各种宏观指标，包括 GDP、通胀率、失业率、财政收入、

税收、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等的敏感度分析。

3．研究过程

3.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划分

3.1.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

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

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七大产业，分别为（1）节能环保产业、（2）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3）生物产业、（4）高端装备制造产业、（5）新能源（能源新技术）

产业、（6）新材料产业，以及（7）新能源汽车产业，从属于国民经济行业。（详

见附件 1：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家行业分类、SED行业分类的对应关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强调两点，一是“战略性”，二是“新兴性”。对上海市而

言，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主要是能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引领未来经济转

型升级并发挥主导作用的产业；而“新兴性”产业是那些发展尚好却方兴未艾或产

业链尚待完善的产业，并不是指那些刚刚“兴起”的产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

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而这些产业主要强调新技术的使用，是发展潜力巨大并

有广阔市场空间的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战略性和新兴性的有机统一，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

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完全可能推动新

一轮产业革命。

3.1.2 SED行业划分及其内涵

SED行业根据其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划分，分别是原材料、设备、消费

品、银行、证券、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省级政府）、劳动力、商业批发和

商业零售。其中，原材料、设备、消费品行业生产物质产品，其他行业则以提供

服务的方式创造价值。在此，我们根据研究需要，重点阐述原材料、设备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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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业的划分及其内涵。

（1）消费品

SED模型中，消费品分为基本、一般、发展三个等级，每一个等级又细分

为吃、日用、消耗、耐用四种用途。对消费品的等级及用途进行组合，SED模

型中包括以下组合：基本吃消费品、基本日用消费品、基本耐用消费品，一般消

耗消费品、一般耐用消费品、发展消耗消费品、发展耐用消费品。

其中“基本”表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元素，如大米、衣服等；“一般”表示人

类生存常用的元素，如洗衣粉、水杯等，其重要性稍次于基本；“发展”表示人类

对生活质量有着更高追求的元素，如化妆品、奢侈品等。每一个等级又细分为“吃、

日用、消耗、耐用”四种用途。其中“吃”表示人类活动中与食物有关的元素，如

蔬菜、肉类；“日用”为人类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物质元素，如牙膏、牙刷、手机、

电脑等；“消耗”表示生活中容易消耗的物质元素，如办公耗材、纸张等；“耐用”
表示可反复利用，经久耐用的物质元素，如房产、金属制品等。

比如说，基本吃消费品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食物类消费品。例如生活

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食物。基本日用消费品为人类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日

用类消费品。例如生活中的水杯、洗洁精等等。

SED分类码 产品名称

111 基本吃消费品

112 基本日用消费品

114 基本耐用消费品

123 一般消耗消费品

124 一般耐用消费品

133 发展消耗消费品

134 发展耐用消费品

表 3.1.1：SED消费品分类码及其名称

（2）原材料

SED模型中的原材料有五种，分别为农业原材料、能源煤炭原材料、能源

石油原材料、矿业金属原材料和矿业非金属原材料。

其中农业原材料是指国家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农业大类，包括农业、林业、畜

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能源煤炭原材料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能源生

产及供应业；能源石油原材料包括能源和石油开采、加工及其供应业；矿业金属

原材料指金属矿采选业及其冶炼、延加工业；矿业非金属原材料指矿业非金属采

选及制造业。

SED分类码 产品名称

211 原材料（农业）

212 原材料（能源煤炭）

213 原材料（能源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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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原材料（矿业金属）

215 原材料（矿业非金属）

表 3.1.2：SED原材料分类码及其名称

（3）设备

在 SED模型中，设备泛指生产资料，不仅能够生产商品，还能提供服务。

因此，SED 模型中的设备既有生产原材料、设备、消费品产品的设备，又有提

供银行、证券、政府服务的设备。在此，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只阐述生产原材料、

设备、消费品产品的设备。

设备与其生产的产品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具体如下：

设备

分类码
设备名称

产品

分类码
产品名称

311 生产基本吃消费品的设备 111 基本吃消费品

312 生产基本日用消费品的设备 112 基本日用消费品

314 生产基本耐用消费品的设备 114 基本耐用消费品

323 生产一般消耗消费品的设备 123 一般消耗消费品

324 生产一般耐用消费品的设备 124 一般耐用消费品

333 生产的发展消耗消费品设备 133 发展消耗消费品

334 生产发展耐用消费品的设备 134 发展耐用消费品

411 生产原材料（农业）的设备 211 原材料（农业）

412 生产原材料（能源煤炭）的设备 212 原材料（能源煤炭）

413 生产原材料（能源石油）的设备 213 原材料（能源石油）

414 生产原材料（矿业金属）的设备 214 原材料（矿业金属）

415 生产原材料（矿业非金属）的设备 215 原材料（矿业非金属）

501 生产消费品设备的设备 311-334 消费品设备

502 生产其他设备的设备 411-415 原材料设备

503 生产【生产设备】的设备 501-503 设备的设备

表 3.1.3：SED设备及其产品对应表

注：本表仅为 SED行业编码表的一部分，为避免理解混乱，在此略去其他跟战略性新兴产

业无直接相关的行业及其编码的说明。

3.1.3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 SED行业的对应

在 SED模型中，每一个行业都有一种特定的商品、每一种商品在同一时刻

有 4种不同的档次，即低、中、高、新产品。每一个档次的产品，随着仿真过程

的推演，行业会进行技术创新，政府会投资科技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推动市场中

流通的产品的更新换代，淘汰掉低档产品，出现新产品，原来的中高档产品变成

了中低档产品。其中，新产品的出现受到行业技术创新、政府科技投资和市场需

求的影响，高档和新产品就是该行业高新技术，也是该行业新兴产业的具体体现。

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特性，结合 SED模型中的行业分类，上海市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 SED行业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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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产业类别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 SED行业的区别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 SED行业的

联系划分重点 产业范围

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

新兴性

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

物、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

保、新能源、新材料

战略性新兴产业包含在 SED行

业的范畴内，体现为 SED行业

中的高新技术产品，由于两者

的划分重点不同，同一战略性

新兴产业可能属于多个 SED行

业

SED新兴行业 经济属性 原材料、消费品、设备行业

中相应的高新产品部分

表 3.1.4：战略性新兴产业与 SED行业的区别与联系

图 3.1.3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 SED行业的对应关系

上图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国民经济行业和 SED行业一一对应的转换关系请

详见附件 1：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家行业分类、SED行业分类的对应关系。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 SED行业的对应比例请详见下文数据处理的相关部分。

3.2 数据来源及处理

3.2.1 数据来源

（1）数据来源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公开性

权威性是指数据的提供者是公认的、官方的、权威的统计部门或机构，包括

国家统计局、各省市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局、各部委等官方

部门或机构，也包括国际著名经济组织，如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稳定性是指数据的提供者必须是固定的，某个数据采用了 A统计的数据，

就必须一直沿用 A作为数据来源，而不能采用 A以外的统计数据，否则会产生

同一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的问题。公开性是指数据允许被修正，但必须公开修正

该数据的原因和方法。

（2）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对应国家经济行业分类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家经济行业的对应分类参照国家统计局于 2012 年 12
月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国务

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的要求，为推动“十二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顺利实施，满足统计上测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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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速度的需要而制定的，适用于对“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进行宏观监测和管理；适用于各地区、各部门依据本分类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统

计监测。

（3）仿真情况可能有误差，由于统计数据存在断链、碎片的情况。

由于上海所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并没有具体公布到每一个产业的年度增加值。

而在实际操作中又必须用到各个产业的比例情况才能更好地对上海新兴产业进

行历史回归。因此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使用 2010年上海的新兴产业比例数值进行

估算：

产业 全国 上海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0802% 1.8361%

新能源汽车产业 0.0023 1.1548%

生物产业 0.1135% 1.7872%

高端装备制造业 1.2530% 1.3106%

节能环保产业 0.1842% 0.7516%

新能源产业 0.4716 0.0397%

新材料产业 0.2545 0.4827%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6.3593% 7.3628%
2015年预期目标 8% 15%

表 3.2.1：20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 GDP比重

3.2.2 数据处理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

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

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其统计数据已包含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详见附件 1：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家行业分类、SED行业分类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根据SED
模型数据结构的需要，将投入产出表按国民经济行业 135部门划分的数据转换为

符合 SED模型 42行业结构的数据后，其数据亦包含在 SED模型 42行业中。

因而，利用 SED模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仿真时，需要把 42行业中的相

关行业中对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部分体现出来。其转换规则为：参考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的历史数据，特别是各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数据，进行比

例分配，使各新兴产业的比例情况与实际相符，进而运用 SED模型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进行历史仿真及未来预测。（其比例分配情况详见详见附件 1：战略性新

兴产业与国家行业分类、SED行业分类的对应关系）

其比例反推方法如下：

已知 20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产业的产值 , 1, 2, ,7Y    ，由预处理程序

可得到 2010 年 SED模型各行业的增加值 , 1, 2, , 42X     ，设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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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ED行业的对应比例关系为 a （估算值），若无对应关系，则 0a  ，于是

有

1 11 1 12 2 1

2 21 1 22 2 2

7 71 1 72 2 7

Y a X a X a X
Y a X a X a X

Y a X a X a X

 

 

 

   

   

   







其中，模型首次输入的a 为估算值，之后根据模型仿真结果与现实数据的基准

校验，可再次反推修改a ，逐次收敛，至仿真结果与现实逼近。同时也可作为

外部调控参数，在进行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仿真时，如重点发展某个战略

性新兴产业，则可加大该产业对应的a 。

3.3 基准校验

以 2010年作为 SED模型运行的初始年，其中 2010-2012年为基准年份。我

们将这三年的仿真结果与国民经济指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GDP）、税收收入，

以及通胀率、失业率等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现实数据作对比分析，以验证模型仿

真效果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3.3.1 GDP的基准校验

在输入国家与上海统计局公布的微观经济数据（详见附件 2：SED模型数据

来源及预处理算法）进行仿真运算后，2010至 2012年上海的 GDP仿真结果如

下：

年份
全国 GDP

误差率
上海 GDP

误差率
现实数据 仿真数据 现实数据 仿真数据

2010 401512.8 407106.0 1.39% 17165.98 17840.42 3.92%

2011 473104.0 460411.9 2.68% 19195.69 19036.02 0.83%

2012 518942.1 500899.7 3.57% 20181.72 20121.38 0.29%

表 3.3.1：上海 GDP数据对比（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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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全国、上海 GDP数据对比（单位：亿元）

由以上图表可知，2010-2012年 SED模型仿真的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相比，误差率分别是 1.39%、2.68%、3.57%，与上海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相比，

误差率分别是 3.92%、0.83%、0.29%。平均误差率为 2.13%。

3.3.2 税收收入的基准校验

在输入国家与上海统计局公布的微观经济数据进行仿真运算后，2010至
2012年上海的税收收入的仿真结果如下：

年份
全国税收

误差率
上海税收

误差率
现实数据 仿真数据 现实数据 仿真数据

2010 77390 103940 34.3% 8003 4497 43.8%

2011 95729 121729 27.1% 9595 4540 52.6%

2012 110740 149239 34.7% 10409 478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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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上海税收收入数据对比（单位：亿元）

图 3.3.2：全国、上海地税收入数据对比（单位：亿元）

由于 SED模型现有税种的局限，在现有的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的税种

之外，未补充其他税种和费用收入，税费结构和税收系统较现实简单，由此仿真

结果按照逻辑来讲应该比现实数据小。但结果确是，2010-2012年上海税收收入

符合上述的这个情况，而全国税收收入的仿真数据要比现实数据的略高，差额在

3万亿左右，具体原因待查，但就全国而言，不排除现实中存在偷税漏税想象。

未来将进一步完善税收模块，增加税种、完善税费结构和税收系统、细化税收宏

观调控参数，使税收仿真结果更逼近现实情况。

3.3.3 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基准校验

其他的宏观经济指标的模拟情况如下：

 通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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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全国和上海通胀率数据对比（%）

SED模型仿真我国 2010至 2012年的通胀率分别是 5%、0.4%、1.1%。仿真

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通胀程度较高，而 2011年全国的通胀率仿真结果下降到

1%以下，与现实数据相差 5个百分点，2012年全国的通货膨胀程度仍比现实数

据低，且通胀趋势与现实统计情况相反。具体原因待查。

 失业率

图 3.3.4：全国、上海失业率数据对比（%）

此外，SED模型模拟我国 2010至 2012年的失业率分别是 9.1%、11%、7.2%。

目前 SED模型的失业率统计是失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包括城镇居民也

包括农村居民，而实际统计数据只是城镇失业率，故仿真数据比现实数据要大。

 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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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全国基尼系数数据对比

由上图所示，SED模型仿真 2010-2012年的全国基尼系数保持在 0.15-0.3之
间，说明在模型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是较为平等的。而现实中，中国从 2000年
开始，全国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 0.4的警戒线，近年来仍在这个范围内。上海未

公布数据，在此以全国数据作检验。

仿真数据比现实数据小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 SED模型的经济仿真遵循

整体最优的原则运行，而并不是单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有效地避免收

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二是 SED仿真的居民单位较大，一个单位居民相当于现实

中的 50万人，相对缩小了贫富悬殊。这个问题在未来 SED模型从现有的微机串

行版升级到大型机并行化，甚至到超级计算平台的时候可以得到解决。

 恩格尔系数

图 3.3.6：全国、上海恩格尔系数数据对比

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联合国根据

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

庭恩格尔系数大于 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
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由上图所示，仿真数据

比现实数据小，说明 SED模型仿真的居民生活水平更高，原因是 SED模型的经

济仿真遵循整体最优的原则运行，经济对象能更好地支配现有收入。

综上所述，使用 SED模型在输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微观经济数据对现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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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进行仿真运算后，使得输出的宏观数据（GDP）连续三年与国家统计年鉴

的 2010至 2012年的统计结果误差在百分之五以内，具有较好的仿真精度。同时，

其余的主要经济指标与实际统计数据对比，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具有更优的社会

经济效益。这说明 SED模型的仿真结果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基本刻画了现

实的社会经济情况，而且能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实现比现实经济自发运行更好

的目标。

3.4 系统仿真

3.4.1 仿真流程

（1）选取数据

根据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目标，SED仿真系统的基期为 2010年，运行至至

2015年。选取的数据包括 2010-2013年全国和上海市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包括

GDP、通胀率、失业率、税收等，2010-2013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

2015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预期目标等。

（2）设定方案

根据本课题研究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选择 SED区域模型，界定

相应的地域属性，将上海市设定为当地，则全国其他省市地区统称为外地；行业

分类、企业个数、企业资产比例等均按照上海市占全国的比重进行设置，再根据

上海市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设定具体的仿真方案。

（3）输入数据

根据以上设定的仿真方案，进行相关数据的输入。（具体数据内容详见附件

1：SED模型数据来源与预处理算法）

图 3.4.1：产业经济仿真系统流程图

（4）运行方案

完成以上操作之后，SED仿真系统根据以上的设定运行方案。在运行方案

的过程中，允许暂停程序，修改外生变量的调控参数。例如，政府为实现“十二

五”规划的目标在 2014年将加大科技投资，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则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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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时中断仿真程序，加大政府科技投资的相关参数，保存后继续进行仿真。

（5）输出结果

根据需要，选取课题相关的仿真结果进行输出，其显示和保存方式，包括

表格、文本、图形等形式。

（6）分析结果

得到以上仿真结果后，模型提供一套相关的现实统计数据作为参考，在确

定系统方案与现实逼近的情况下，利用 SED自带的分析工具，使用描述性统计、

多变量统计、概率分布、方差分析、回归分析、预测分析等方法对仿真结果，如

GDP、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胀率与失业率等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分析。

（7）比较优劣

前后进行多个方案的模拟，则可以根据仿真结果对这些方案进行比较分析。

比如说，在全国经济环境已知的情况下，假设政治、自然、外贸环境是稳定的，

区域经济能够很好顺延过往几年的发展趋势，为方案 A，仿真结果为 A，包括

GDP、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主要经济指标。比如说，由于政府加大科技投资，在方

案 A 的基础上，将政府财政投资调控方案的参数进行了调整，生成方案 B，此

时再进行仿真，得出结果 B。然后只要将结果 A和 B进行比较，便可以直观地

看到政府加大科技投资对 GDP和相关产业经济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调整其他

参数，生成方案 C、D甚至其他方案，通过比较分析，考察其他因素的影响。

（8）作出决策

通过对不同方案的仿真、比较、分析，得出客观的决策参考依据。

3.4.2 系统功能

（1）经济系统的过程仿真

通过对整个虚拟社会经济系统的仿真，对政府宏观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

值、国民生产净值、财政收支等进行历史事件回归模拟、经济现状模拟分析，以

及经济发展的前景预测。

（2）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模拟

在某种给定的经济条件下，通过修改某些外生的输入数据或参数，制定的货

币政策、财政政策、福利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等，模拟政策推行后的效果。

（3）经济运行的最优化分析

在某种给定的经济条件下，通过运行模型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优化分析

模型，给出在外部条件不同的情况下的优化政策，为政府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提

供依据。

（4）经济临界条件分析模拟

在某种给定的经济条件下，给出经济运行的扰动因子，然后通过运行模型的

模拟运行，分析导致社会经济问题发生的临界状况，及时进行科学的经济预警。

（5）理论正确性验证模拟

通过模型的运行，模拟各种有代表性的经济运行状况，验证政府宏观经济调

控决策的理论依据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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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在基准校验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即 SED模型在输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微观

经济数据进行模拟运算后，使得输出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如 GDP等连续三年与

国家、上海统计年鉴的2010至 2012年的统计结果误差在百分之五以内的情况下，

我们进一步测算和分析2010-2015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问

题，通过将仿真结果与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数据以及预期目标进行对比

分析，研究上海市加快“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

4.1 2010-2015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仿真和分析

年份 增加值（亿元） 增加值占 GDP的份额（%） 贡献率（%）

2010 1312.52 7.3% /

2011 1964.01 9.8% 22.2%

2012 2794.06 13.8% 36.7%

2013 2998.52 13.7% 25.3%

2014 3490.91 13.9% 15.1%

2015 3819.45 13.9% 24.3%

表 4.1.1：2010-2015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仿真与测算

（注：1. SED模型中，新兴产业增加值的算法为：新兴产业增加值=（新档次产品生产设备

折旧额分摊+新档次产品企业销售利润+新档次产品设备劳动报酬分摊+新档次产品销售税

收分摊）*新产品占新兴产业比例

2. SED模型中，新兴产业贡献率的算法为：新兴产业贡献率（%）=新兴产业当年增

量/国民生产总值当年增量×100%），增量=本期数值-前期数值

由表 4.1.1可知，2010-2015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呈良好的增长趋势，前

期 2011、2012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其增加值占 GDP的份额分别

增长了 2.5和 2个百分点；随后保持平稳的增长。2015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 13.9%，虽然还差 1个百分点才达到上海预期 15%的目标，

但就全国而言，已经名列前茅了。

其中，因战略性新兴产业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是产业产值当年增量对 GDP
当年增量的比率，2010年为仿真初始年，不做测算。

4.2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其他国民经济宏观指标的统计分析

由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上海市 GDP、居民收入、税收收入、基尼系数、城镇

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恩格尔系数等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战略

性新兴产业与上海市 GDP、居民收入、税收收入均有很强的相关性，其中不乏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上海市 GDP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良好的循环推进作用，以及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在

某种程度上对其发展产生了很好的成效。在其它经济指标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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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与基尼系数、城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恩格尔系数有太大的相关性。（具

体分析过程详见附件 3：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上海市经济发展的统计分析）

由上海市 GDP与七大新兴产业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SED模型

能够很好地体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上海市经济发展的强相关关系，是极具科

学性的，能得到很好的仿真效果。同时，SED模型也很好地体现了战略性新兴

产业与行业经济的关系。（具体分析过程详见附件 3：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上海市

经济发展的统计分析）

由政府科技投资额与经济发展、物价补贴与宏观经济指标的统计分析，我们

得到的结论是：SED模型很好地体现了政府科技投资额与物价补贴在现实经济

社会中的经济规律，能够体现政府科技投资、物价补贴与宏观经济指标先升后降

的倒 U形关系。（具体分析过程详见附件 4：政府科技投资额与物价补贴对经济

发展影响的统计分析）

4.3 政府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

在以上的仿真基础上，即 SED模型通过了 2010-2012 年的基准校验，并较

好地仿真了 2010-2013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情况下，我们进一步研究政府

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假设，以及我们对行业产能的研究发现，除消费品、

政府、劳动力行业外，原料、设备、银行、证券行业均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全国经济处于不景气的经济危机的中期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发展收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特别是政府科技投资和物价补贴。因此，我们假

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政府投资政策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不变，通过分别

调整政府科技投资和物价补贴的调控参数，得出两套不同的政策影响下的仿真结

果，再与之前的仿真结果做对比分析，由此得出有关政府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影响。

根据 SED模型的测算，政府科技投资加大 15%，2011-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

上海地方生产总值增长是最优的，国民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超过 6万亿、上海地

方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约 3千亿，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数十亿的促进；政

府物价补贴提高 20%，2011-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上海市地方生产总值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的增长是最优的，国民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接近 2.7万亿、

上海市地方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约 2.6千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超 6百
亿。由此可见，政府加大科技投资和物价补贴，对国民生产总值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的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加大科技投资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增

长作用更优，若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则物价补贴有更直接的影响。（具体

政策依据和相应的仿真情况请详见附件 5：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议的理论依

据）

4.4 实现 2015年预期目标的必要条件和影响因素

在 SED模型中，政府对科技投资和科技建设方面的影响从政府预算支出体

现。在此，我们加大政府预算支出中科技投资的比例，仿真 2010-2015年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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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情况的变化，主要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达标情况。

达标建议方案从科技投资和物价补贴两个方面进行模拟，同时考察这两个方

案的长期和短期效果。长期效果从 2010年开始进行建议方案的模拟，考察 2015
年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达标情况；短期效果也是以 2010年为初始年，但 2015
年年初才开始施加政策影响，运行至 2015年年底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情

况。

4.4.1 达标所需的科技投资条件

在 SED模型中，政府对科技投资和科技建设方面的影响从政府预算支出体

现。在此，我们加大政府预算支出中科技投资的比例，仿真 2010-2015年社会经

济情况的变化，主要考察全国和上海 GDP，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

（1）假设政府科技投资预算支出在原计划的 21%比例上，2015年增加 5%、

10%、15%、20%、25%的情况下得到相应的仿真结果：

比例
上海新兴产业占

上海 GDP
上海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量（亿元）

全国新兴产业

占全国 GDP
全国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量（亿元）

原计划 13.88% 0 7.82% 0

5% 13.76% -32.1 7.83% 32.3

10% 13.68% -53.2 7.81% -107.1

15% 13.64% -65.4 7.82% -14.0

20% 13.53% -95.2 7.80% -153.3

25% 13.54% -92.9 7.81% -100.9

由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来 2015年增加科技投资的影响并不是非常的有效，

GDP，新兴产业都呈现不规则的波动而且增加的并不多也不能达到目标的新兴产

业产值增加值占 GDP15%的这个目标。这个也不难理解，因为科技投资是一个长

期才能见效的政策，他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对 GDP和新兴产业产值增加值带来巨

大的影响所以单单增加科技投资并不能为当年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由 SED模

型模拟科技投资得出的结论是加大投资并不一定能迅速的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

他需要长期的一个投资过程。

（2）科技投资是一个长期投资才能看到效果的政策，我们下面模拟了

2010-2015年的数据，分别加大每年的科技投资额 5%，10%，15%，20%，25%
得到的数据如下。

比例
上海新兴产业

占上海 GDP
上海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量（亿元）

全国新兴产业占全

国 GDP
全国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量（亿元）

原计划 13.88% 0 7.82% 0



24

5% 13.07% -220.36 8.11% 1978.60

10% 12.17% -467.25 7.64% -1270.04

15% 15.55% 459.32 8.45% 4369.20

20% 12.30% -431.22 7.67% -1044.67

25% 10.50% -925.86 8.27% 3067.24

由上图可以看出在长期科技投资的情况下新兴产业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由

此可得出结论，科技投资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是可行的，能给新兴产业带来很大

的提升，当科技投资达到 15%的时候全国和上海均可以达到 8%和 15%的目标，

全国新兴产业产值增加值可以提升 4369.2亿元，上海新兴产业产值增加值可以

增加 459.323亿。科技投资是一个长期的结果短期内不能见效甚至会有反效果，

但是如果坚持长期进行科技投资效果会越来越明显，且是朝好的方向发展，投资

的力度也会影响到其他经济指标也并不是说越大越好，他存在拐点加大投资 15%
就是拐点在大就反而会下降。

4.4.2 达标所需的物价补贴条件

（1）在 SED模型中，政府对各种产品实行物价补贴政策。在此，我们加大

政府对企业生产新档次产品的价格补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分别对生产

一单位产品以价格的 5%、10%、15%、20%、25%进行补贴，仿真 2010-2015年
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主要考察全国和上海 GDP，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

相应的仿真结果如下：

比例
上海新兴产业占

上海 GDP
上海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量（亿元）

全国新兴产业

占全国 GDP
全国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量（亿元）

原计划 13.88% 0 7.82% 0

5% 13.91% 9.12 7.89% 473.4

10% 13.92% 12.59 7.91% 623.8

15% 14.10% 60.97 7.97% 1044.43

20% 13.98% 28.06 7.97% 1027.47

25% 13.90% 6.28 7.87% 306.06

由上面的数据可以很直观的看出随着加大物价补贴 GDP和新兴产业都有一

个曲线上升的趋势，当到达一个临界点时再加大物价补贴得到的结果反而会下

降。由 SED模型模拟物价补贴得到的结论是加大物价补贴对 GDP和新兴产业都

有很直接且见效快的特点，建议政府可以选择物价补贴在15%到20%之间对GDP
和新兴产业有较大且较优的影响。距离新兴产业占 GDP15%的这个目标非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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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我们下面模拟了 2010-2015年的数据，分别加大每年的物价补贴 5%，

10%，15%，20%，25%得到的数据如下。

比例
上海新兴产业占

上海 GDP
上海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量

全国新兴产业

占全国 GDP
全国新兴产业增加

值增量

原计划 13.88% 0 7.82% 0

5% 13.98% 184.63 8.34% 4113.91

10% 11.78% -150.42 8.43% 9701.305

15% 13.51% 573.60 8.03% 8422.453

20% 12.27% -113.97 6.89% 5340.554

25% 12.14% -695.45 7.61% -2337.44

由上图可以知道物价补贴有及时性，但是长期下来会对社会带来不好的影

响，物价补贴对当年的新兴产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长期下来却是不如科技投

资带来的效果好，物价补贴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综上所述，短期的科技投资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有一点效果但是并不明显，甚

至会起到反效果。但是长期的科技投资却是可以带来不错的效果的，科技投资是

具有延时性的。物价补贴能起到及时的良好效果，但是长期加大物价补贴带来的

后果却是不理想的。

5．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根据以上的仿真结果和分析可知，在输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微观经济数据对

现实经济社会进行仿真运算后，SED 模型输出的宏观数据（GDP）连续三年与

国家统计年鉴的 2010至 2012年的统计结果误差在百分之五以内，具有较好的仿

真精度。同时，其余的主要经济指标与实际统计数据接近，在合理的范围内，也

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在此基准校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仿真 2010-2013年上海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并测算和分析 2010-2015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对

当地经济的影响问题，通过将仿真结果与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数据以及

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也都基本刻画了现实的社会经济情况。由此可见，利用

SED模型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问题是可行的。

2010-2015 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呈良好的增长趋势，前期 2011、2012
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其增加值占 GDP的份额分别增长了 2.5和 2
个百分点；随后保持平稳的增长。2015年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生

产总值的 13.9%，虽然没有达到上海当地预期 15%的目标，但已经超额完成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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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要加快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使之能完

成上海市“十二五”的规划目标，需要上海市政府的政策激励：

（1）因科技投资具有延时性，由仿真结果可知，当科技投资加大 15%的时

候，且至少连续三到五年的一个投资计划，即从 2010开始加大科技投资，战略

性新兴产业有较好的发展，到 2015年的时候，全国和上海均可以达到 8%和 15%
的目标。

（2）物价补贴政策具有直接且见效快的特点，由仿真结果可知，在 2014
年年底或 2015 年年初进行物价补贴，补贴幅度在 15%到 20%之间对 GDP和新

兴产业有较大且较优的影响，到 2015年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广东生产总值

达 14.10%，距离预期 15%的目标非常接近。若未来进一步研究其他因素，以多

因素组合的形式，即多种政策组合进行研究，相信要达成预期目标不是问题。

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极大地推动上海市 GDP的增长，也为上

海市税收收入做出一定的贡献，此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生良好的循环推进作用，以及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在政策上的倾斜和

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发展产生了很好的效益。

5.2 建议

1、优化资源配置，加速战略新兴产业中的重点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我

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根据仿真结果，结合现实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并与战略性新兴

产业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趋

同，低水平重复建设，缺乏真正创新的并具有前瞻性的技术。由于缺乏全国的总

体区域布局和相应的宏观指导，各地方和企业无法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合理

配置资源，出现了“齐抓共上”的混乱局面，导致在国家和区域层面都难以集中

优势资源，在关键技术和重点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对战略性新兴产

业进行定量分析，科学判断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根据我国现有的产

业基础和比较优势，进一步突出重点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

环保、新能源和生物产业的发展，集中优势资源，着力突破。

2、加大政府科技投资和科技补贴，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消除过剩产能。

根据 SED模型的测算，政府科技投资加大 15%，2011-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是最优的，国民生产总值、上海地方生产总值增

长是最优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超过 3万亿、上海地方生产总值增长近 1.5千亿，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数十亿的促进；政府物价补贴提高 20%，国民生产总

值、上海市地方生产总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的增长是最优的，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接近 1.4万亿、上海市地方生产总值增长超 1.3千亿，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增长近 1百亿。政府通过科技投资，并对企业生产高新产品实行一定的物

价补贴，鼓励企业加大高新产品的生产，消耗过剩产能，淘汰低档产品和旧产品，

提高产品质量标准，促进产品和技术的更新换代，企业的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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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经济快车道管理制度，保证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

调性。

具体的实现方法：要国家统计部门对各个行业产品更新换代的相关信息进行

经常性的统计，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输入 SED模型进行动态仿真分析，采取

科学技术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要结合产品生命周期和经济周期），定性分析

与定量分析结合，长期策略研究与当前的阶段性政策研究结合的分析研究的具体

研究方法，计算出国民经济快车道，从中获得有价值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包括技术进步奖励政策和产业质量标准制定规定两个方面。

总的来说，就是要通过对战略新兴产业的研究，建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课题的研究是为了获得有价值的政府宏观

调控政策建议，为我国各级政府提供有实际参考价值的政策方案。效果衡量方式，

要用政策采用率和政策实施后经济效益进行定量评价。

建立合理的政策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很重要。它可以为科研提供研究方向和目

标。可以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

5.3 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基于 SED模型对国民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SED模型具有创新性、唯一性、全局性、差异性、集成性的特点。其中创

新性是指 SED 模型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具有很大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的产

品；唯一性是指目前还是全球唯一的一家公司拥有的新技术；全局性是指 SED
模型是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系统中仿真一个经济区域；差异性是指基于 SED
模型仿真的经济区域能够因地制宜，在不同的经济区域中提供不同的信息服务内

容；集成性是指 SED模型不仅是一个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经济复

杂大系统，还集成了包括大数据挖掘、大数据存储、超级计算能力、远程网络通

讯、人机交互技术、优化算法、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现代先进的大数据技术，

以实现整体性能最优。

SED模型的功能包括：（1）国家、省、市、行业经济平行控制功能；（2）
国家、省、市、行业经济预警功能；（3）国家、省、市、行业经济现状分析功能；

（4）国家、省、市、行业经济短期预报功能；（5）国家、省、市、行业经济发

展五年计划的静态条件下，最优规划功能；（6）国家、省、市、行业经济决策效

应动态推演功能。

SED仿真中心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和省级经济区域宏观经济调控的“科学实验

室”，对宏观经济计划和政策进行仿真分析，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该中心也可以成为一个经济日常生活领域的“天气预报系统”，定期发布经济信息

预报、预警；该中心还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经济最优规划系统”，对现有社会经济

资源进行最优规划和配置，实现习主席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得未来人类的社会经济可以适应于大数据时代，实现

真正的科学的现代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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