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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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其中的广东省案例，形成了这份分报告《应用 SED模型分析战略性新兴产

业对广东省 GDP的影响》（以下简称《广东省研究》）。

研究目的：

（1）运用 SED模型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问题研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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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为进一步制定“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提供依据。

研究内容：

以广东省为例，运用 SED模型测算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本省经济的影

响问题，主要包括：

（1）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以广东省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 2010-2013年
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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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

GDP的份额，并分析相关统计数据与仿真结果的对比关系；

（2）测算 2014-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本省社会经济的贡献；

（3）与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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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成果：

（1）基于 SED模型的行业属性，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形成相关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贡献率等算法，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的相关性分析方法；

（2）输入广东省统计数据及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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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的全国和广东的主要经济指标 GDP与统计数据误差在 5％以内的基准校验

的基础上，仿真 2010-2013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八大产业的发展情况，得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八大产业产生的增加值占本省 GDP的份额逐年为 5.1%、5.5%、

7.2%、8.1%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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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省社会经济的贡献的仿真预测，2015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广东

生产总值的 8.6%，虽然没有达到广东本省预期 10%的目标，但已经超额完成了

全国“十二五”的目标“到 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到 8%左右”。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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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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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以上仿真结果与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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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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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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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2万亿、广东省地方

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近 4千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两年总增长超 8百亿；政

府物价补贴提高 10%，2011-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广东省地方生产总值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是最优的，国民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超 2.3万亿、广东

省地方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近 5千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两年总增长超 2.5
百亿。

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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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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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对本省经济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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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5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呈良好的增长趋势，在前期 2010、2011
年平稳发展的基础上，2012、2013年开始迅速发展，随后保持平稳的增长。2015
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广东生产总值的 8.6%，未达到预期的 10%的

目标。要完成预期目标，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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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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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广东生产总值

的 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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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的目标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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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距离预期 10%的目标非常接近。

根据仿真结果，结合我国和广东省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广东省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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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府加大科技投资，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消除过剩产能；

（2）完善产业升级转型的财政补贴、财税激励等机制，对高新产品进行价

格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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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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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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全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本课题中，我们将首先以广东

省为例，运用 SED模型模拟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研究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对广东省经济的影响。通过 SED模型仿真结果与广东省战略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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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幸

福广东的重要举措和突破口，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确定了高端新型

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LED）、生物、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领域作为我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二五”期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量

约占全国的 40%，居全国首位；生物医药成为我省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各项经济

指标居全国前列；轨道交通装备、航空等产业技术进步和发展速度走在全国前列；

掌握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尤其在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LED 三大

领域有了众多突破；培育发展了一批核心竞争力较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骨干

企业，初步形成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但同时必须看到，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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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 2010年以来正式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广东省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半导体照明（LED）产业已经占据了全国半壁江山，新能源

汽车的研发和生产也位于全国前列。2011年，广东省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

部署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明确提出了 2015、2020年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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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2015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超过 2.5万亿元，增

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0%左右；到 2020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比

2010年翻两番，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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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省统

计数据为基础，分析 2010-2013年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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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 GDP的份额；测算 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本

省社会经济的贡献；并通过将 SED仿真结果与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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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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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SED模型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问题研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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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为进一步制定“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提供依据。

2．研究内容

2.1 研究思路

本课题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包括（1）高端新型电子信息

产业、（2）新能源汽车产业、（3）半导体照明（LED）产业、（4）生物产业、（5）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6）节能环保产业、（7）新能源产业、（8）新材料产业，具

体考察这八大产业的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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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值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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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广东省为例，运用 SED模型测算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本省经济的影

响问题，主要包括：

（1）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以广东省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 2010-2013年
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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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

GDP的份额；

（2）测算 2014、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本省社会经济的贡献；

（3）与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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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研究团队

项目负责人：吴杰

模型组：组长：罗海健、副组长：杨洋；

成员：杨金雄、王清杭、庄凤珍、李杨。

经济分析与数据组：组长：吴杰

成员：石裕娜、李简、罗思、蒋思远。

专家顾问：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的卢跃、葛弘志。

2.4 研究计划

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6月 18-28日），研究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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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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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7月 7日），进行 SED模型仿真的基准校验，使 SED
模型仿真 2010-2012 年的输出结果与现实情况逼近，由此验证 SED 仿真系统的

合理性及可行性；

第三阶段（7月 7-14日），在完成以上基准校验的基础上，调试具体行业进

行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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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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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产业和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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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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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过程

3.1 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划分

3.1.1 战略性新兴产业划分及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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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东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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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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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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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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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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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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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 SED行业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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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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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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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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收集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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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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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由于官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数据的公布尚少，全国乃至各个地区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均呈现零星的现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的收集工作造

成一定的困难。对于广东而言，由于广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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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地对广东新兴产业进行历史回归。因此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广东新兴

产业比例是综合参考全国 2010年的新兴产业比例情况及上海的新兴产业比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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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估算：

产业 全国 广东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0802% 2.1041%

新能源汽车产业 0.0023 0.3178%

生物产业 0.1135% 0.4871%

高端装备制造业 1.2530% 0.5618%

节能环保产业 0.1842% 1.4971%

新能源产业 0.4716 0.7755%

新材料产业 0.2545 0.4243%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6.3593% 6.1678%

2015年预期目标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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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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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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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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输入国家与广东统计局公布的微观经济数据（详见附件 1：SED模型数据

来源及预处理算法）进行仿真运算后，2010至 2012年全国和广东的 GDP仿真

结果如下：

年份
全国 GDP

误差率
广东 GDP

误差率
现实数据 仿真数据 现实数据 仿真数据

2010 401512.8 410779.0 2.31% 46013.06 43915.53 4.55%

2011 473104.0 462238.0 2.29% 53210.28 51602.60 3.02%

2012 518942.1 528564.5 1.85% 57067.92 55216.07 3.24%

表 3.3.1：全国和广东 GDP数据对比（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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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a：全国 GDP数据对比（单位：亿元）

图 3.3.1b：广东 GDP数据对比（单位：亿元）

由以上图表可知，我国 2010至 2012年的 GDP仿真结果与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 GDP数据 401512.8、473104.0、518942.1（亿元）的误差率分别是 2.31%、2.29%、

1.85%；广东GDP的仿真结果与广东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 46013.06、53210.28、
57067.92（亿元）的误差率分别是 4.55%、3.02%、3.24%。SED模型仿真的数据

与国家及广东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相比，平均误差率为 2.9%。

3.3.2 税收收入的基准校验

在输入国家与广东统计局公布的微观经济数据进行仿真运算后，2010至
2012年全国和广东的税收收入的仿真结果如下：

年份 全国税收 误差率 广东税收 误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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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数据 仿真数据 现实数据 仿真数据

2010 77390 135468 75.0% 10053 10803 7.46%

2011 95729 138840 31.0% 11768 12447 5.77%

2012 110740 164176 48.2% 13054 13161 0.81%

表 3.3.2：全国和广东税收收入数据对比（单位：亿元）

图 3.3.2a：全国税收收入数据对比（单位：亿元）

图 3.3.2b：广东地税收入数据对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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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和广东税

收收入的仿真数据要比现实数据的略高，不排除现实企业存在偷税漏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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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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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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3：全国和广东通胀率数据对比（%）

SED模型仿真我国和广东 2010至 2012年的通胀率分别是 1.52%、2.01%、

6.02%。仿真结果显示，2010-2011年的仿真数据比现实数据低，2012年的则比

现实数据要高。具体原因待查。

 失业率

图 3.3.4：全国失业率数据对比（%）

此外，SED模型模拟我国 2010至 2012年的失业率分别是 11.7%、18.1%、

12.2%。仿真数据比现实数据要大，主要是因为目前 SED模型的失业率没有统计

农村人口，估计在 5%以上。而实际统计数据也只是城镇失业率。

 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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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基尼系数

由上图所示，广东的基尼系数略低于全国的，说明广东居民的收入分配差异

相对没有那么悬殊，但总体的趋势是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加大。

实际上，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 0.4的警戒线，并呈逐年上

升的趋势。2004年超过 0.465后，国家统计局开始不公布基尼系数。2010 年，

据中国社科院两位研究员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 0.5。总之，现实数据是

较难采集的。

根据 SED仿真的结果，我国和广东的基尼系数是较低的，平均在 0.15到 0.3
之间，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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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恩格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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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

一个国家或地区越贫穷，恩格尔系数越高。上图中广东的恩格尔系数总体而言比

全国的恩格尔系数低，说明广东的生活水平相对全国平均水平是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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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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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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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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刻画了现实的社会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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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年限

至 2020年。选取的数据包括 2010-2013年全国和广东省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包括 GDP、通胀率、失业率、税收等，2010-2013年全国和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2015年全国和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预期目标等。

（2）设定方案

根据本课题研究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选择 SED省级模型，界定

相应的地域属性，将广东省设定为本省，则全国其他省统称为外省；行业分类、

企业个数、企业资产比例等均按照广东省占全国的比重进行设置，再根据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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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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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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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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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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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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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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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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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东统计年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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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本省经济的影响问

题，通过将仿真结果与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数据以及预期目标进行对比

分析，研究广东省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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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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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14 5.1% /

2011 2882.21 5.5% 8.3%

2012 3999.69 7.2% 30.9%

2013 5003.71 8.1% 16.1%

2014 5472.13 8.2% 9.9%

2015 6393.27 8.6% 12.0%

表 4.1.1：2010-2015年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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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呈良好的增长趋势，在

前期 2010、2011年平稳发展的基础上，2012、2013年开始迅速发展，随后保持

平稳的增长。2015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将占广东生产总值的 8.6%，

虽然没有达到广东本省预期 10%的目标，但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国“十二五”的目标

“到 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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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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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新兴产业与广东省 GDP、居民收入、税收收入均有很强的相关性，其中不乏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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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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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广东省经济发展的统计分析）

由广东省 GDP与八大新兴产业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SED模型

能够很好地体现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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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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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行业经济的关系。（具体分析过程详见附件 3：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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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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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

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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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总增长超过 2.2万亿、广东省地方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近 4千亿，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两年总增长超 8百亿；政府财政补贴加大 10%，2011-2012年国民

生产总值、广东省地方生产总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是最优的，国民

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超 2.3万亿、广东省地方生产总值两年总增长近 5千亿，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两年总增长超 2.5百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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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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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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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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察全国和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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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5%的情况下得到相应的仿真结果：

比例
广东新兴产业占

广东 GDP
广东新兴产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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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 0 8.47% 0

5% 8.72% -13.67 8.46% -92.56

10% 8.71% -19.32 8.46% -104.28

15% 8.65% -63.96 8.44% -178.81

20% 8.82% 58.87 8.49% 142.82

25% 8.90% 115.69 8.48% 47.90

由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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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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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附件 5是可以看出科技投资确实能够对新兴产业带来影响

的，受限于时间和人力没有做进一步的细致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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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兴产业占

广东 GDP
广东新兴产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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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 0 8.47% 0

5% 8.80% 43.70 7.81% -4468.32

10% 8.15% -434.60 8.10% -2484.17

15% 8.88% 101.18 8.32% -1050.56

20% 9.67% 688.11 7.79% -4621.81

25% 8.88% 100.56 8.50% 18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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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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广东地区的特殊性，科技投资已经很大了，再加大效果也并不

是特别的明显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当投资到 20%的时候，离目标已经很近

了。

4.4.2 达标所需的物价补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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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察全国和广东 GDP，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相

应的仿真结果如下：

比例
广东新兴产业占

广东 GDP
广东新兴产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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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 0 8.47% 1638.9

5% 9.07% 246.09 8.71% 3334.99

10% 9.38% 472.75 8.96% 4353.52

15% 9.73% 730.64 9.11% 4499.13

20% 9.60% 637.79 9.14% 4383.34

25% 9.65% 671.29 9.12% 1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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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目标广东新兴产业占广东 GDP的 10%的

目标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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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兴产业占

广东 GDP

广东新兴产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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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 0 8.47% 0

5% 9.49% 556.65 9.05% 39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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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05% -1997.67 4.99% -23543.42

15% 6.01% -2021.55 4.86% -24445.77

20% 5.44% -2449.27 4.88% -24309.31

25% 5.36% -2503.34 4.97% -236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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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并测算和分析 2010-2015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对

本省经济的影响问题，通过将仿真结果与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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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呈良好的增长趋势，在前期 2010、2011
年平稳发展的基础上，2012、2013年开始迅速发展，随后保持平稳的增长。2015
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将占广东生产总值的 8.6%，虽然没有达到广东

本省预期 10%的目标，但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国“十二五”的目标“到 2015年，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8%左右”。要加快广东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使之能完成广东省“十二五”的规划目标，需要广东省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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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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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广东生产总值

的 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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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的目标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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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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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距离预期 10%的目标非常接近。

5.2 建议

1、政府加大科技投资，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消除过剩产能

根据测算，政府科技投资加大 20%，国民生产总值、广东省地方生产总值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是最优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超过 2万亿、广东省

地方生产总值增长超过 3.5千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近 9百亿。由此可

见，政府科技投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影响是最直接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

推动作用也是较大的。政府通过科技投资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消除落后生产力；

生产高档产品，消耗过剩产能。

2、完善产业升级转型的财政补贴、财税激励等机制，提高产品质量标准

根据测算，政府财政补贴加大 10%，国民生产总值、广东省地方生产总值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是最优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超过 2万亿、广东省

地方生产总值增长近 5千亿，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约 3百亿。政府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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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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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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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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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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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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