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语】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新的产业革命契机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谁能率

先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

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高技术水平、建设创新型国家是适应

新常态、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不断

加速，截至2016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31亿，占总人口的16.5%。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将在

2030年前后迎来老龄化的高峰，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5%—40%。人口老

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日益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技术创新成为政府与学

界关注的问题，厘清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期《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开辟了专题栏目，组织了两篇文章讨论老龄化与创新关系。我和博士生姜

振茂的文章《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运用动态因子方法构建了新的技术创新综合能力

指数，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会产生两种对立效应，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通

过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以及加重老龄负担、挤占创新资源对技术创新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

化通过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劳动效率对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我们的文章在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构建和

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等方面丰富了现有研究。姜雨峰博士的文章《退缩还是创新：受年龄歧

视影响的员工行为解析》发现老龄员工在企业中受到的年龄歧视最大，并且年龄歧视对员工创新行为具

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研究对理解老龄化、年龄歧视与创新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汪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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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及我国经济对技术创新日渐倚重的双重背景下，研究人口老龄化如

何影响我国的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动态因子模型，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绩效、协同

创新能力、创新环境五个方面测算了我国1990–2014年29个省份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构建了新的技术

创新综合能力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文章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产生两种对立效

应：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通过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劳动效率对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具有“劳动效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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