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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改革开放４０年间我国技术创新实践描述为“四阶爬坡”，即学习引进补短期、引进模仿改进期、整
合助推自创期、自主迭代提升期，并对各个阶段的时代背景及其具体创新模式作出了解释。进而，梳理并

讨论了４０年间我国技术创新实践的主要特点、基本经验与主要教训。随着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化，特别是国

家、业界越来越重视“创新引领发展”，现阶段亟待关注如下几个方面：国际治理结构重构背景下国际创新

竞争与合作机制可能发生的变化；大科技时代“引领性科技创新”的发生及实现机制，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应

有的结构和体制机制，未来科学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在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中应处的“生态位”；“基于

科学的产业”创新和发展机制以及中国情境下创新与发展研究的逻辑构建问题。
关键词：技术创新；中国情景；四阶轨迹；创新驱动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９／ｋｊｊｂｙｄｃ．２０１８１００６７４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ＯＳＩＤ）：
中图分类号：Ｆ２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４８（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５２－０９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ｏｒｄｅｒ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Ｔｒａｃｋ

Ｌｅｉ　Ｊｉａｓｕ１，Ｌｉｕ　Ｙｉｎｇ２，Ｑｉ　Ｙａｏｙｕａｎ１，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ｚｈｉ　３

（１．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２，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６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ｂ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４０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
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ｉｔ　ａｓ"ｆｏｕｒ－ｏｒｄｅｒ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ｉｍｉｔａｔ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ｎｇ－ｉｔ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Ｉ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ｔ
ｃｏｍｂ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ｂａｓ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０ｙｅａｒ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ｖａｌｕｅｄ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ｇｅ，ｉｔ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　ａｔｔｅｎ－
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ｌａｓｔ　ｂｕｔ　ｎｏｔ　ｌｅａｓｔ，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ｒ－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ｃｋ；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０　引言

改革开放４０年 来，我 国 科 技、经 济 实 现 了 跨 越 式

发展，成为具 有 重 要 全 球 影 响 力 的 科 技 大 国 和 经 济 大

国，与技术创新相关 的 多 项 指 标 位 居 世 界 前 列。同 时，
国家创新体 系 不 断 完 善、企 业 创 新 主 体 地 位 和 主 导 作

用显著增强；基础研究 重 大 成 果 不 断 涌 现，战 略 性 高 新

技术研究有 不 少 突 破，技 术 创 新 引 领 产 业 向 中 高 端 迈

进，新动能产业蓬勃发展。
具体看，全社 会Ｒ＆Ｄ经 费 由１９８８年 的９０亿 元，

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７　６０６亿 元，位 居 全 球 第 二；国 家 创

新能力全球排名５年 间 提 升３位，即 由２０１２年 的 全 球

第２０位，提升到２０１７年 的 全 球 第１７位。直 接 反 映 创

新成果的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论文由１９８８年的０．５６万

篇，增加到２０１６年 的３２．４２万 篇，位 居 全 球 第 二；尽 管

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才建立专利制度，但国内发明

专利申请量已由１９８８年的０．４７８万件，增加到２０１７年

的１３８．１６万件，位 居 全 球 第 一。综 合 反 映 创 新 效 果 的

技术进步对于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一 路 爬 坡，先 由１９８５
年约２７％提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５２．２％，随后又提升到２０１７
年的５７．５％。

这些成绩的取得，可 从４０年 间 中 国 技 术 创 新 走 过

的道路中看到不少成因。

１　中国技术创新４０年基本图像：四阶爬坡

轨迹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２２日，中 共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在

北京召开。在 全 会 关 于“把 全 党 的 工 作 重 点 转 移 到 社

会主义现 代 化 建 设 上 来”和“改 革 开 放”的 历 史 性 方 针

指引下，中 国 开 启 了“改 革 开 放 的 大 时 代”。随 着 此 后

“农村改革”和“工 业 改 革”的“历 史 进 行 曲”，中 国 人 民

也开始了技术创新的伟大实践。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的４０年间，中国的技术 创 新 实 践 大

致经历了４个 阶 段，且 基 本 是１０年 攀 爬 一 个“台 阶”。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是技 术 创 新 实 践 的“学 习 引 进 补 短 期”，
即学习国外 商 业 理 念 和 思 路，进 而 引 进 国 外 技 术 在 国

内制造。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 是“引 进 模 仿 改 进 期”，即 持 续

引进、模仿改进，进而迭代 提 升 国 外 技 术“中 国 化”后 的

新产品。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 是“整 合 助 推 自 创 期”，即 整 合

国内外技术和利益，谋求 技 术 整 合 基 础 上 的“自 主 集 成

创新”；同时，改 进 国 外 典 型 创 新 在 中 国 场 景 下 的 放 大

应用。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是“自 创 迭 代 提 升 期”，即 开 展 更

加广泛的自主研发，同 时 借 鉴 国 外 高 水 平 创 新，进 而 快

速迭代提升前一轮形成的自主创新成果。
表１　爬坡模式、对应时段及方式方法

爬坡模式 学习引进补短 引进模仿改进 整合助推自创 自创迭代提升

对应时间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１９８８－１９９８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基本方式方法

学习国 外 商 业 理 念 思 路→
引进国 外 技 术→在 国 内 制

造

持续引 进→模 仿 改 进→迭

代提升所模仿产品

整合内 外 技 术 和 利 益→谋

求集成创新；改 进 国 外 创 新

在中国场景的应用

广泛的 自 主 研 发＋借 鉴 国

外高水 平 创 新→快 速 迭 代

提升自创

　　这一判断可以从图１中看到相应痕迹：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 国 内 Ｒ＆Ｄ支 出 与 技 术 引 进 合 同

（支出）额（折 合 为 人 民 币）基 本 持 平，由 此 可 看 到 该 阶

段技术引进 力 度 之 大。而 且 当 时 不 少 国 内Ｒ＆Ｄ支 出

是为了“消化吸 收”而 引 进 技 术，故 可 认 定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年为中国技术创新实践的“学习引进补短期”。

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 间，其 中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 国 内 Ｒ＆Ｄ
支出与 技 术 引 进 合 同（支 出）额 基 本 持 平，而１９９２－
１９９８年技术引 进 合 同（支 出）额 竟 然 超 过 了 国 内Ｒ＆Ｄ
支出。再加上１９９２年后“以技术换市场”方针的实施和

“模仿改进”的 案 例 佐 证（见 后 文），基 本 可 以 认 定１９８８
－１９９８年为“引进模仿改进期”。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国内Ｒ＆Ｄ支 出 以 较 快 的 增 速（于

２００１年）超过 了 技 术 引 进 合 同（支 出）额，此 后 一 路 走

高，２００７年时前者已达到后者的１．９２倍，且随着对“以

市场换技术”战 略 的 反 思 性 讨 论 和２００５后“自 主 创 新

战略”的提 出，再 加 上 此 间 诸 多“基 于 技 术 整 合 的 自 主

创新”案例佐证（见后文），基本可以认定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

为“整合助推自创期”。
而２００８年 后，国 内Ｒ＆Ｄ支 出 明 显 达 到 技 术 引 进

合同（支出）额的２．４５倍（２００８年）～７．６８倍（２０１６年），
同时，２００８年 后Ｒ＆Ｄ经 费 支 出 相 当 于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比例持续超过１．５％。再 加 上 此 间 诸 多“自 主 创 新 基

础上的迭 代 提 升”案 例 佐 证（见 后 文），基 本 可 以 认 定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为“自创迭代提升期”。

２　中国技术创新“四阶爬坡轨迹”解释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中 国 的 技 术 创 新 实 践 经 历４个 阶

段走到了今天。我国至少已在２０％领域可以与发达国

家争先，在３０％领域与发达国家并进，在５０％领域还需

要继续 赶 超。可 将 这４个 阶 段 整 体 上 称 为“四 阶 爬

坡”，相应地将走过的路称为“四 阶 爬 坡 轨 迹”。但 如 站

在拟借鉴中 国 经 验 的 其 它 新 兴 国 家 的 角 度，或 许 也 可

以将“四阶爬坡轨迹”称 为“四 阶 爬 坡 模 式”。因 为 与 其

说我们是 一 路 走 过 来 的，不 如 说 我 们 是 艰 难 地“爬 上

来”的。下面对４个阶段作出解释。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是 中 国 技 术 创 新 实 践 的“学 习 引 进

补短期”。一 是 补“短 缺 经 济（供 给）”之 短；二 是 补“创

新能力落后”之短。这 一 阶 段 的 主 题 词 是“学 习、引 进、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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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Ｒ＆Ｄ支出与技术引进合同（支出）走势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Ｒ＆Ｄ经费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走势

表２　阶段之１：学习引进补短

阶段 时段 创新模式

学习引进补短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学习国外商 业 理 念 思 路→引 进 国 外 技

术并国内制造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２２日，中 共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在

北京召开。全 会 的 中 心 议 题 是 讨 论“把 全 党 的 工 作 重

点转移到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上 来”，并 做 出 了“改 革

开放”的历 史 性 决 策，同 时 启 动 了 农 村 改 革 的 新 进 程。
随着改革开 放 的 逐 步 推 进，中 国 与 发 达 国 家 开 展 了 前

所未有的人员交流、学 术 交 流 及 商 贸 交 流。这 期 间，特

别是国外的科技信息和 家 电 类 消 费 品 实 物 通 过 各 种 途

径（较稀少的进口、出国 人 员 带 回）进 入 中 国，长 期 封 闭

的中国人很快看到 了 与 发 达 国 家 的 巨 大 差 距。再 加 上

“十年文革”后 整 个 经 济 的 苍 凉 局 面，人 民 群 众 所 需 的

主要工业品（自行车、手 表、缝 纫 机）和 城 市 居 民 所 需 的

粮、油、棉（含布）都要凭票供应。１９８６年匈牙利经济学

家亚诺什·科 尔 奈 所 著《短 缺 经 济 学》在 中 国 翻 译 出

版。国人一下 子 意 识 到“原 来 我 们 陷 入 的 经 济 状 态 叫

短缺经济”，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提 出 的“把 全 党 的 工 作 重

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 建 设 上 来”的 伟 大 方 针，迅 速

成为“改 革 开 放 大 时 代”中 国 技 术 创 新 实 践 的“源 动

力”。
这期间，国内技 术 创 新 的 主 要 做 法：一 是 走 出 去、

请进来。即各级政 府 领 导 人、企 业 负 责 人 以 及 科 技 人

员出国考察、学习。同 时，国 外 政 府、企 业 派 人 来 中 国

寻找合作机会和 市 场；二 是 引 进 国 外 技 术。此 间 国 内

政府和企业较多地 接 触 了 国 外 市 场 经 济 的 商 业 理 念、
发展思路与技术，再 加 上 改 变“短 缺 经 济”局 面 的 强 烈

愿望，引发了国内 企 业 学 习、引 进 国 外 先 进 技 术 的“井

喷式需求”。典型的是，１９８０年９－１１月，当 时 的 第 一

机械工业部分别与美国 ＷＨ（西屋）和ＣＥ（燃烧工程公

司）签订“汽 轮 发 电 机 组 和 锅 炉 技 术 转 让 与 购 买 部 分

零部件合同”，共 购 买 了１７６项 技 术；三 是 先 行 的 外 资

企业看到了中国快 速 成 长 的 市 场，积 极 谋 求 与 中 国 企

业在华合 资 或 合 作 办 厂，在 华 生 产 适 用 于 中 国 的“东

道国化新产品”。这 在 当 时 的 情 况 下，迅 速 弥 补 了 国

内某些工业产品的供给 短 缺。典 型 的 是，１９８５年 德 国

大众公 司 决 定 与 上 海 轿 车 厂 合 作 生 产 桑 塔 纳 轿 车。
大众公司发 现 原 来 上 海 轿 车 中 能 用 到 桑 塔 纳 车 中 的

零件只有４样，即轮胎、喇叭、天线和标牌，其仅占整车

成本的２．７％。不 久 之 后，这 家 中 外 合 资 企 业 即 启 动

了桑塔纳轿车的国 产 化 进 程；四 是 围 绕 加 快 发 展 家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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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国 内 掀 起 了 引 进 国 外 先 进 家 电 生 产 线 的 热

潮。仅冰箱生产线 就 引 进 了９条，且 相 当 部 分 是 搞 军

民结合、军转民的军工企业。
表３　阶段之２：引进模仿改进

阶段 时段 创新模式

引进模仿改进１９８８－１９９８ 持续引进→模仿改进→迭代提升产品

　　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 是 中 国 技 术 创 新 的“引 进 模 仿 改 进

期”，核心特 征 是“引 进、学 习、模 仿、改 进”。并 非 简 单

模仿，而是在模仿基础 上 改 进 所 引 入 的 国 外 技 术，进 而

研制、生产更好的产 品。特 别 是 此 间 实 施 的“以 市 场 换

技术”方针，加快并扩大 了 技 术 引 进，也 深 化 了“模 仿 改

进”。

为实现国内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和国外高新适用

技术在中国 的 产 业 化，１９８８年５月，国 务 院 批 准 成 立

了中国第一 个 国 家 级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即 北 京 市

海淀高新技术产 业 开 发 试 验 区（中 关 村 科 技 园 前 身）。

１９９２年，面对西方对我国的经 济 制 裁 及 国 内 改 革 开 放

的“短暂徘徊”，总 设 计 师 邓 小 平 毅 然“南 巡”。此 后，

政府 开 始 明 确 倡 导 实 施“以 市 场 换 技 术”的 方 针。

１９９３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 立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若干问 题 的 决 定》，明 确 了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市场经济体 制 的 目 标 和 措 施。１９９９年 中 央 召 开 首 次

全国技 术 创 新 大 会，时 任 总 书 记 江 泽 民 同 志 明 确 提

出，要依靠科技进步 与 创 新 提 高 经 济 增 长 的 质 量 与 效

益，并在全 社 会 真 正 形 成 推 动 技 术 创 新 的 有 效 机 制。

所有这些努力，皆 为 企 业 引 进 技 术、模 仿 改 进，以 及 通

过模仿改进 培 育 自 身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等 创 造 了 良 好 的

政策环境。

这一阶段的 主 要 做 法：一 是 外 资 公 司 东 道 国 化 的

新产品在中 国 创 造 了 新 的 需 求。典 型 的 是，以 桑 塔 纳

为代表的中 外 合 资 或 合 作 公 司“东 道 国 化”的 新 产 品，

进一步激发了国内家 用 车、家 电 等 市 场 的 快 速 形 成；二

是在“以市 场 换 技 术”方 针 之 下，国 内 更 多 企 业 加 入 到

技术引进的大潮之中，同 时，部 分 企 业 开 始 改 进 前 一 轮

引进的技术，力 求 藉 此 形 成 具 有 自 有 知 识 产 权 的 新 技

术，并对既有 产 品 进 行 迭 代 升 级。这 以 前 文 提 到 的 九

条冰箱生产线最为典型。其中，３家冰箱生产企业引进

国外生产线 后 注 重“模 仿 改 进”产 品 设 计，从 而 产 品 在

市场中“三支并秀”，另３家引进技术后，改进了若干工

艺环节，从而勉强维持着“市场份额”，还有３家没有作

任何改进，从 而 导 致 市 场 份 额 直 线 下 降。这 就 引 导 更

多企业开始 重 视“模 仿 基 础 上 的 改 进”，同 时 力 求 在 模

仿改进过程中积累自身创新能力。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是 中 国 技 术 创 新 实 践 的“整 合 助 推

自创期”，核心特征是“整 合 内 外 技 术 和 利 益、谋 求 自 主

集成创新；同时，改进 国 外 创 新 在 中 国 场 景 下 的 放 大 应

用”。

表４　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中国技术引进情况

年份 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万美元） 技术引进合同数（件）

１９８９　 ２９２　３２０　 １９０
１９９０　 １２７　３９９　 １０３
１９９１　 ３４５　９２３　 ３５９
１９９２　 ６５８　９８８　 ５０４
１９９３　 ６１０　９４３　 ４９３
１９９４　 ４１０　５７６　 ４４４
１９９５　 １　３０３　２６４　 ３６２９
１９９６　 １　５２５　７００　 ６０７４
１９９７　 １　５９２　３１２　 ５９８４
１９９８　 １　６３７　５１０　 ６２５４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１７年所有实体书

表５　阶段之３：整合助推自创

阶段 时段 创新模式

整合助推自创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整合 内 外 技 术 和 利 益→谋 求 自 主 集

成创新；同 时，改 进 国 外 创 新 在 中 国

场景下的放大应用

　　经过１９９２年后“以 市 场 换 技 术”的 数 年 实 践，我 国

从国外获得了不少技 术，或 是 购 买 技 术 使 用 授 权，或 是

利用组建中外合作、合资企业，或 是 利 用ＦＤＩ的 技 术 外

溢效应。但这 也 使 不 少 企 业 对 国 外 技 术 形 成 了 依 赖，
一些企业合 资 后 甚 至 取 消 了 自 己 的 研 发 机 构。同 时，
由于部分企 业 迷 信 国 外 技 术，在 技 术（设 备）采 购 竞 争

中，偏重于选 择 国 外 技 术，这 就 减 少 了 国 内 企 业、院 所

参与技术供给竞争 进 而 在 竞 争 中 提 升 技 术 的 机 会。同

时，受到地理条件、经 济 水 平、文 化 观 念、开 放 程 度 等 限

制，东部率先 改 革 开 放 地 区 引 进 国 外 技 术 的 数 量 和 额

度等都明显 多 于 中 西 部 地 区，东 中 西 部 地 区 的 技 术 水

平势差因为“以 市 场 换 技 术”而 进 一 步 扩 大，进 而 影 响

了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图３　２００５年中国技术引进（合同）金额的地区差异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０６

２０００年前后国内开始热议“以市场换技术”的利弊

得失，此间，以不同文字表达的基本共识是：“以市场换

技术”的确使我们获得 了 一 些 技 术，使 我 们 在 二 三 十 年

间迅速形成 了 强 大 的 现 代 技 术 体 系。不 过，也 使 我 们

形成了对欧 美 发 达 国 家 技 术 的“双 重 依 赖”，一 是 因 为

我们自身技 术 落 后 而 依 赖 于 国 外；二 是 国 外 企 业 将 核

心技术搞成 了 专 利 和 标 准，锁 定 了 中 国 产 业 发 展 的 技

术范式和路 径。由 此，亟 待 调 整“以 市 场 换 技 术”的 方

针，即在继续努力获取 急 需 的 国 外 技 术 的 同 时，也 应 通

过自主创新缓解我国自 有 知 识 产 权 技 术 供 给 短 缺 的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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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故在１９９５年的“九五计划”中首次提出“自主创新”，

１９９８年“十五大”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

１９９９年 美 国 军 机 悍 然 轰 炸 我 驻 南 联 盟 使 馆 事 件 的 发

生，以及２０００年后中国正式成为 ＷＴＯ成员国，国内企

业直接使用所获得的国 外 技 术 与 发 达 国 家 企 业 展 开 竞

争，这进一步加重了国内的“忧虑感”。紧接着，２００３年

中央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 规 划》时 将“自 主 创 新”作 为

指导方针。
此时实施 自 主 创 新 的 主 要 做 法 是：①积 极 推 动３

种形式的自主 创 新，即 原 始 创 新、集 成 创 新、消 化 吸 收

再创新；②鉴于我国基 础 研 究 相 对 落 后，将 基 于 技 术 整

合的自主 集 成 创 新 作 为 主 要 方 式，或 者 说 以“技 术 整

合”助推相关领域 更 多 方 面 的 自 主 创 新。诸 如 手 机、计

算机、程控交 换 机、汽 车、大 功 率 发 电 机、高 铁 等，以 及

相关机电类大系统创新。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高铁“基于技术整合的自主

集成创新”开 始 起 步。２００４年，引 进 国 外 高 铁 技 术，

２００７年高铁即投入运 营，３年 间 国 内 就 此 开 展 的 基 本

是“基于 技 术 整 合 的 自 主 集 成 创 新”。在 此 基 础 上，

２００７年国家“９７３”计划资助了３个与高铁 有 关 的 科 研

项目，即高 铁 安 全 服 役、高 性 能 滚 动 轴 承 和 高 铁 基 础

力学研究，这 对 高 铁 科 技 发 展 无 疑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 汽 车 工 业 也 开 始 走 上“自 主 集 成 创

新”道 路，基 于 此，２００５年 我 国 汽 车 出 口 首 次 超 过 进

口。２００６年我国汽车 产 量 已 达 到７２７．９万 辆，同 比 增

长２７．６％，其 中，轿 车 产 量３８６．９万 辆，同 比 增 长３９．
７％。２００６年底，华 晨 集 团 与 欧 洲 大 型 知 名 物 流 公 司

ＨＳＯ汽车贸易公司一次 签 署 为 期５年 共１５．８万 辆 中

华轿车的出口协议，这 标 志 着 中 国 本 土 汽 车 开 始 登 陆

发达国家市 场。２００７年 华 晨 又 与 俄 罗 斯 帝 国 贸 易 公

司签订了８万辆华 晨 金 杯 出 口 俄 罗 斯 协 议，合 同 金 额

达１３亿美元；③随 着 互 联 网 创 新 创 业 的 兴 起，商 业 模

式创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表６　阶段之４：自主迭代提升

阶段 时段 创新模式

自创迭代提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广泛 的 自 主 研 发＋借 鉴 国 外 高 水 平

创新→快速迭代提升自创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 是 中 国 技 术 创 新 实 践 的“自 创 迭 代

提升期”，核 心 特 征 是“强 调 实 施 广 泛 的 自 主 研 发 和 借

鉴国外高水 平 创 新，快 速 迭 代 提 升 已 有 的 自 主 创 新 成

果与能力”。

这期 间 的 背 景，一 是２００８年 国 内Ｒ＆Ｄ投 入 相 当

于ＧＤＰ的比重首次超过了１．５％；二是国际上新一轮产

业革命进程加快，学 界 估 计 约 在２０２５－２０３０年 间 欧 美

发达国家将 基 本 完 成 这 轮 产 业 革 命，我 国 也 出 现 了 新

产业革命的端 倪。中 央 高 层 审 时 度 势，２０１１年３月 在

“十二五”规 划 中 提 出“大 力 培 育 发 展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三是２０１２年７月 中 央 召 开 全 国 科 技 创 新 大 会，当

年年底又召 开 了“十 八 大”，时 任 总 书 记 胡 锦 涛 同 志 提

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及 中 国 特 色 创 新 体 系，依 靠 创 新 驱

动发展”。２０１４年 李 克 强 总 理 代 表 国 务 院 作 出“双 创”

部署，在２０１４年６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提出“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四 是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中共中央 发 布 了《关 于 制 定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 建 议》。所 有 这 些，皆 引 导 中 国 的

技术创新 实 践 由 上 一 阶 段“整 合 助 推 自 创”迈 入“自 创

迭代提升”的门槛。

这一阶段的主要做法是：①基于广泛的自主研发，同
时借鉴国外高水平创新，企业和行业加快对此前自主创新

（特别是自主集成创新）的迭代提升；②基于互联网＋和人

工智能、绿色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创新日渐活跃；③金融

科技创新尤为凸显。此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急剧

增加，年度发明专利授权量也有较多增加。

图４　２００８年后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的增加

　　对于自 主 集 成 创 新 的 迭 代 提 升，高 铁 也 是 典 型 案

例。２００４－２００７间 国 内 就 高 铁 开 展 的 基 本 是“基 于 技

术整合的自主集成创新”，在２００７年国家９７３计划资助

高铁 有 关 科 研 项 目 的 基 础 上，２００８年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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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始大幅 度 资 助 高 铁 领 域 的 相 关 研 究，目 的 是 致 力

于克服高铁 领 域 的 产 业 发 展 技 术 瓶 颈。２０１０年，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高铁领域相关研究高达２６项，这

对高铁部门“加快对此前 自 主 集 成 创 新 的 迭 代 提 升”发

挥了重要作用。基于 互 联 网＋和 人 工 智 能、绿 色 技 术、
新材料新能源的创新，几 乎 是“漫 山 遍 野”，且 不 少 典 型

实践发生在“双创”之中，尤以ＢＡＴ（百度、阿里巴巴、腾

讯）和京东电商为 代 表。而 金 融 科 技 创 新，主 要 发 生 在

电商、商业银 行、证 券、保 险 等 诸 多 行 业 的 具 体 业 务 之

中，甚至交通部门的票务 系 统、大 机 构（如 大 学）的 证 件

系统（如工 作 证、饭 卡、学 籍 卡 等）也 加 入 到“金 融 科 技

创新”的队列之中，其 中 甚 至 不 乏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的 初 步

应用。
总体上，通过前述４个 阶 段（期），中 国 的 技 术 创 新

实践开始呈 现 这 样 的 图 景：企 业 创 新 主 体 地 位 明 显 形

成；全社会“双创”日 益 活 跃，甚 至 成 为 人 们 日 益 自 觉 的

意识和行动；技术创 新、制 度 创 新、商 业 模 式 创 新、组 织

创新四者互 动 深 化；技 术 性 创 业 日 益 成 为 技 术 创 新 的

重要实现方 式；若 干 产 业 的 创 新 能 力 持 续 提 升。中 国

日益成为真正的创新型国家。

３　４０年间中国技术创新的主要特点、经验

与教训

３．１　主要特点

综观中国技术创新４０年 实 践，不 难 看 到３个 鲜 明

的特点。
（１）中国 已 形 成 很 有 特 点 的 创 新 方 法 与 体 系。学

习借鉴、模仿、改 进、整 合、迭 代、将 国 外 典 型 创 新 在 中

国场景中放 大 应 用 等，都 是 有 效 的 创 新 方 法。精 英 和

草根都可能成 为 创 新 的 推 动 者，任 正 非、柳 传 志、李 彦

宏、马化腾等是有深 厚 专 业 知 识 的 精 英 类 创 新 推 动 者，
马云是英语专业毕业 生，创 业 前 是 大 学 英 语 老 师，基 本

是草根类创新者，但他创 建 了 有 全 球 影 响 力 的“阿 里 江

山”。国企（特别是央企）和民 企（特 别 是 山 寨 民 企），皆

可能成为创新主体。上个 时 段 还 在“山 寨”仿 制 他 人 产

品的民营小企 业，经 过 一 定 时 段“学 习、借 鉴、仿 制、改

进”过程中的技术积累 和 进 一 步 研 发，下 个 时 段 也 可 能

成为优秀的自主创 新 主 体。在 沿 海 一 带 不 难 看 到 这 类

创新主体的 鲜 活 案 例。同 时，科 研 院 所 和 不 少 大 学 日

益成为创新的知识 源 和 创 新 创 业 的 孵 化 器。政 府 则 日

益成为业界创新的重要 推 手 和 助 力 者，其 中“推 手 和 助

力者”作 用 的 发 挥，既 靠 规 划 引 领、资 金 支 持，更 靠 制

度、政策变革为创新者创造更加适宜的创新环境。
（２）民营 高 新 企 业 和 央 企 皆 成 为 创 新 的 劲 旅。经

过４０年的奋发图强，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５０％以上的

税收，６０％以上 的 ＧＤＰ，７０％以 上 的 技 术 创 新，８０％以

上的城镇劳 动 就 业 岗 位，９０％以 上 的 新 增 就 业 和 企 业

数量。与之同时，央 企 也 成 为 创 新 的 劲 旅。以 国 家 电

网公司为例，２０１１年 以 来 专 利 拥 有 量 连 续７年 排 名 央

企首位；截至２０１７年 底 累 计 拥 有 专 利７３　３５０项；累 计

获得国家科技奖６９项，其 中，科 技 进 步 特 等 奖２项、一

等奖７项、二等奖６０项；累计获中国专利奖９１项，其中

金奖７项；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２０项。
央企已成为创新 的 主 体 和 劲 旅。大 致 可 分 为３种

情况：①民口 央 企，诸 如 成 立 上 百 年 的 招 商 局 等，改 革

开放激活了他们本有 的 创 新 基 因；②军 工 央 企，诸 如 航

天科技、中国 电 科、兵 器 工 业，改 革 开 放 后 先 在 军 转 民

中寻找创新突破口，然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回归军

工产业创新；③改革开 放 后 新 组 建 的 央 企，诸 如 国 家 电

网、国家投资、中国海 油、中 国 移 动 等 企 业，它 们 起 步 即

站在创新的高位。
特别需要提 及 的 是，一 些 央 企 在 复 杂 系 统 产 品 领

域的创新已 国 际 领 先。诸 如 航 天 科 技 集 团 研 制 的“风

云系列气象卫星”，广泛应用于生态观测、防灾减灾、应

对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研 制 的“第 一 代 北 斗 导 航 定 位

系统北斗一号”，使 我 国 成 为 继 美、俄 之 后 第３个 拥 有

自主卫星导航系统 的 国 家。国 家 电 网 公 司 研 制 并 大 面

积使用的特 高 压 输 电 系 统，成 为 世 界 上 最 高 电 压 等 级

的输电技术，代表了国 际 高 压 输 电 技 术 研 究、设 备 制 造

和工程应用 的 最 高 水 平；研 制、建 设 的“风 光 储 输 电 示

范工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集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系

统、智能 输 电 于 一 体 的 大 型 新 能 源 综 合 性 开 发 工 程。
中移动集团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ＴＤ－ＬＴＥ）关键技

术与应用，将ＴＤ－ＬＴＥ在核心技术上与ＬＴＥＦＤＤ相 融

合，促成了全球统 一 的４Ｇ标 准，同 时 击 败 美 国 主 导 的

ＷｉＭＡＸ标准，首次成为全球主流国际标准。
尤其是２００５年后国 家 实 施 自 主 创 新 方 针，不 少 央

企在部分领域的创新能 力 已 处 于 国 际 同 行 先 进 甚 至 领

先水平。民口央企由 使 用 国 外 技 术 走 向 与 国 际 同 行 并

行甚至领先，诸 如 国 家 电 网 公 司 的 特 高 压 远 距 离 输 电

技术；军工央企的创新 提 升 了 国 防 安 全 保 障 能 力，为 我

军应对发达 国 家 军 队“超 视 距、精 确 打 击”的 现 代 作 战

样式提供了根本保障。
（３）大学、院 所 成 为 创 新 的 知 识 源、孵 化 器。４０年

间，随着２１１、９８５以 及“双 一 流 大 学”的 建 设，２０世 纪

２４０多家产业部属院所转制为高新企业，以及中科院实

施“国家知 识 创 新 工 程”，科 研 院 所 和 不 少 大 学 日 益 成

为创新的知 识 源 和 创 新 创 业 的 孵 化 器。在 知 识 源 上，
以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论文为例，１９８８年中国仅有０．５６
万篇，２０１６年 即 达 到３２．４２万 篇，居 全 球 第 二 位。同

时，在２００８年 后 逐 年 增 加 的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量、授 权 量

中，大学和科研院所也 占 有 相 当 高 的 比 例，这 皆 为 企 业

自主创新提供了最 为 基 础 和 基 本 的 知 识 源。就 创 新 创

业孵化而言，全国公立高校３　０００多所，９８５高校和２１１
工科高校普遍建立了 技 术 转 移 办 公 室、科 技 产 业 园、辅

导和服务师 生 创 新 创 业 的 专 门 机 构，甚 至 直 接 孵 化 出

不少高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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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基本经验

（１）关于创新实现。４０年的技术创新实践证明，小

的创新要靠“迭代”，即 首 先 做 出 功 能 最 为 简 化 的“最 小

化产品”，然 后 通 过 多 轮 迭 代，将 其 做 成 现 有 科 技 进 展

背景下最为优良的产 品。例 如 腾 信 公 司 早 期 的“微 信”
与现在的“微 信”、小 米 早 期 的“手 机”与 现 在 的 手 机。
大的创新要 靠 整 合 加 迭 代，即 早 期 首 先 要 整 合 最 为 基

本的相关技术，先做成成 型 的“最 小 化 产 品”，然 后 通 过

多轮“整合 式 迭 代”，将 产 品 做 成 现 有 科 技 进 展 背 景 下

最为优 良 的 产 品。大 系 统 创 新 则 有 赖 于 国 家 战 略 引

领，诸如北大（王选）激 光 照 排 系 统、清 华 同 位 素 集 装 箱

检测仪、中科院曙光大 型 并 行 计 算 机、铁 路 部 门 的 高 铁

以及中国电 科 集 团 的 预 警 机 等 的 研 制，都 有 国 家 相 关

战略引领、规划列入 和 资 金 支 持。同 时，中 国 的 自 主 创

新必须融入国际，学习 借 鉴 领 先 国 家 的 经 验 和 技 术，才

可能走得更快更远。在 创 新 活 动 类 型 上，实 践 证 明，创

业是创新的可行途径，内 部 创 业 是 企 业 创 新、转 型 升 级

的有效途径 。
（２）关 于 创 新 主 体 与 生 态。由 国 企（特 别 是 央 企）

和民企（特别是山寨民 企）的 技 术 创 新 实 践 看，大 企 业、
小企业在创新中各 有 优 势。诸 如，大 企 业 的 多 领 域、系

统性创新能力 较 强，具 有 较 强 的 资 源 动 员、筹 集、整 合

能力；甚 至 在 同 一 集 团 企 业 内 部，处 于 产 业 链 下 游 的

分、子公司可以为处于 产 业 链 上 游 的 分、子 公 司 充 当 创

新产品的“首批客户”，通 过“内 部 市 场 检 验”，促 进 上 游

分、子公司迭代提升、完 善 产 品，进 而 促 进 上 游 分、子 公

司的创新产 品 最 终 走 出 集 团 企 业 的“内 部 虚 拟 市 场”，
进入“真正的市场”实 现 其 商 业 价 值。小 企 业 只 要 如 哈

佛商学院西蒙教授所揭示 的“行 业 隐 形 冠 军”那 样 高 度

聚焦，培育独 特 的 核 心 能 力，在 少 数 领 域 聚 焦 创 新，守

住核心技术，抓 紧 关 键 客 户，善 于 放 大“新 产 品 用 途 视

野”，据此进 一 步 开 发“跨 行 业 客 户”，也 可 能 实 现 很 好

的商业收益。将 两 类 企 业 联 系 起 来 思 考，即 可 以 终 结

创新经济学 多 年 来 纠 缠 不 清 的“到 底 是 大 企 业 更 有 利

于创新、还 是 小 企 业 更 有 利 于 创 新”的“熊 彼 特、德 鲁

克、曼斯菲尔德之 问”。与 之 同 时，高 新 区、科 技 园 作 为

创新企业的 聚 集 区，其 真 正 激 发 并 促 进 企 业 创 新 的 力

量，是其 独 特 的 文 化 氛 围，而 不 是 政 府 的“偏 爱 性 政

策”。这 在 诸 多 国 家 级 高 新 区、科 技 园 已 得 到 实 践 检

验。
（３）关于 创 新 绩 效 和 效 应。一 是 在 一 定 投 资 规 模

范围内，迭代创新、整 合 创 新 的 投 资 收 益 是 递 增 的。迭

代创新是“精 益 创 新”的 本 质，它 所 带 来 的 创 新 投 资 收

益递增现 象 已 为 不 少 人 所 认 同。“整 合 创 新 的 投 资 收

益递增”是哈 佛 商 学 院 教 授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首 先 发 现

的，并得到我国技术 创 新４０年 实 践 的 进 一 步 佐 证。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不少业 界 和 学 界 人 士 感 叹 于 美 国、日 本、
韩国一些高 技 术 行 业 出 现 了“投 资 的 边 际 效 益 递 减 的

临界点后移”现 象，哈 佛 商 学 院 的 马 可·伊 恩 斯 蒂、乔

纳森·韦斯 特 等 就 此 展 开 的 研 究 发 现，关 键 就 在 于 这

些行业的企业实施了“高 效 率 的 技 术 整 合”。由 此 他 们

认为，技术整合是提高 企 业 研 发 效 率、生 产 效 率 进 而 推

出市场欢迎 的 新 产 品 的 关 键。特 别 是，马 可·伊 恩 斯

蒂、乔纳森·韦斯特 等 对 全 球 计 算 机 行 业 的 研 究 发 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市场优势常常属于那些擅长选择

技术、整合技术的企业，而 并 非 属 于 首 先 开 发 这 些 技 术

的企业。特别 是 随 着 可 供 企 业 挑 选 的 技 术 愈 来 愈 多，
产品设计和 制 造 的“技 术 宽 度”大 大 拓 展，产 品 生 命 周

期大大缩短，这 就 迫 使 企 业 将 技 术 整 合 放 在 十 分 重 要

的地位，借助 技 术 整 合 以 更 快 的 速 度 实 现 新 技 术 商 品

化。在我国４０年的技 术 创 新 实 践 中，清 华 同 位 素 集 装

箱检测仪、铁 路 部 门 的 高 铁 以 及 中 国 电 科 预 警 机 等 的

研制，之所以 能 取 得 较 为 理 想 的 收 益，整 合 创 新（基 于

技术整合的创新）也是 重 要 的 收 益 源；二 是 创 新 植 入 增

长是高质量经济增长的 重 要 源 泉，这 主 要 是 通 过“率 先

创新的引擎作用，模仿 创 新 的 扩 张 作 用，创 新 迭 代 的 提

升作用，创新 继 起 熨 平 增 长 波 动”等 实 现 的。进 而，创

新驱动发展 要 靠“科 技 长 入 经 济、创 新 植 入 增 长、创 业

促进发展”来实现。

３．３　主要教训

（１）制度环 境 决 定 着 创 新 的 发 生 和 实 现。４０年 间

的实践表明，特 定 经 济 体（诸 如 某 个 城 市）的 经 济 制 度

环境能让创 新 者（制 度 的 承 受 者）“满 意 且 不 谋 变”，至

少应满足３个 条 件：一 是 制 度 的 决 定 者 和 承 受 者 都 难

以通过“寻 租”获 得 额 外 的 好 处；二 是 财 富 创 造 者 特 别

是创新者的 收 益 率 高 于 社 会 平 均 收 益 率；三 是 人 们 无

须为了做事而过多“扯 皮”，无 需 承 担 过 多 的 交 易 费 用。
如将前述制 度 环 境 称 为“满 意 均 衡”制 度 状 态，则 在 这

种环境下，创新者从事 创 新 活 动 的 交 易 费 用 较 低，创 新

的净收益较 大，从 而 整 个 社 会 的 创 新 较 为 活 跃。改 革

开放后的深圳，其经 济 制 度 环 境 即 处 于 这 种 制 度 状 态，
故当地技术创新比 其 它 省 市 更 活 跃。如 果 特 定 经 济 体

的制度环境“不 被 满 意 且 人 们 无 法 改 进 它”，则 可 以 称

其为“非满意均衡”制 度 状 态，在 这 种 环 境 下，创 新 者 不

想干、无法干，甚 至 选 择“逃 跑”，进 而 创 新 者 群 体 日 渐

萎缩，创新活动难以 活 跃。改 革 开 放 后，一 些 内 地 想 创

新者舍家离 祖 去 深 圳，即 是 因 为 老 家 城 市 的 制 度 环 境

处于“非满意均衡”状 态。如 果 特 定 经 济 体 的 制 度 环 境

“不被满意但人们有可能 改 进 它”，则 可 以 称 其 为“非 满

意非均衡”状 态，在 这 种 制 度 环 境 下，一 些 创 新 者 会 等

待，也有一些 创 新 者 会 借 助“寻 租”或“伪 创 新”谋 求 超

常利益。４０年间，一些内地创新者借助“寻租”或“伪创

新”谋求利 益，即 是 因 为 当 地 的 经 济 制 度 环 境 处 于“非

满意非均衡”状 态。基 于 以 上，为 深 化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未来地方政 府 必 须 着 力 于 通 过 深 化 改 革 培 育“满 意 均

衡”的制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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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 于 科 学 的 产 业”的 创 新 和 发 展 仍 是 短 板。
从产业创新 和 发 展 的“知 识 来 源”角 度，可 将 诸 多 产 业

分为“基于科学的 产 业”和“基 于 技 术 的 产 业”，“前 者”
的创新和发 展 频 繁 地 依 赖 于 科 学 上 新 的 发 现，“后 者”
的创新与发展更多 依 赖 于 技 术 进 步。目 前，“基 于 科 学

的产业”已在不少发达 国 家 迅 速 崛 起，并 成 为 新 的 国 际

优势产业，成为独有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改革开放４０
年来，我国在 追 赶 发 达 国 家“基 于 技 术 的 产 业”领 域 已

取得了国内 外 共 识 的 成 就，与 发 达 国 家 该 类 产 业 的 差

距越来越小 甚 至 趋 之 日 近。但 在 生 物 工 程、化 学 基 础

材料、化学 制 药、微 电 子 器 件 等“基 于 科 学 的 产 业”领

域，我国追赶 发 达 国 家 同 类 产 业 的 成 效 并 不 显 著。究

其成因，一是限于国力，国 家 对 基 础 科 学 研 究 的 投 入 不

足，仅 占Ｒ＆Ｄ经 费 支 出 的５％左 右，而 欧 美 发 达 国 家

这一比例为１８％～２０％。基 础 科 学 投 入 少，必 然 科 研

进展小，进而“基 于 科 学 的 产 业”的 创 新 缺 少 国 内 知 识

供给。这从根 本 上 拖 累 了 我 国 赶 超 发 达 国 家，影 响 了

我国产业结 构 的 根 本 转 型。基 于 此，未 来 我 国 亟 待 加

大基础科 学 投 入、改 革 基 础 科 学 研 究 体 制，认 真 重 点

“补课”，积极推进基 于 科 学 的 产 业 创 新 和 发 展，以 期 促

进我国产 业 结 构 的 根 本 转 型 和 产 业 整 体 赶 超 发 达 国

家。
（３）“引 领 性 创 新”的 发 生 及 其 引 领 发 展 的 实 现 机

制亟待关注。依据特 定 创 新 对 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内 在

作用，可将创新分为“引 领 性 创 新”和“非 引 领 性 创 新”，
前者内在地 具 有 引 发 新 的 创 新 和 他 人 模 仿、引 领 经 济

社会发展方向 及 进 程 的 作 用，后 者 则 不 尽 然。诸 如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 几 乎 同 期 出 现 的 北 大 王 选 的 激 光 照 排 技

术与四通公 司 的 电 子 打 字 机，前 者（激 光 照 排 技 术）改

变了传统的 排 版 和 印 刷，改 变 了 计 算 机 输 入 和 输 出 的

文字，改变了 新 闻 出 版 业，也 改 变 了 文 字 处 理 习 惯，这

就是“引领性创新”。而 后 者（四 通 电 子 打 字 机）只 培 养

出大街小巷 一 个 个“打 字 门 店”，而 且 随 着 个 人 计 算 机

的出现，很快就被 淘 汰 了，这 就 是“非 引 领 性 创 新”。引

领性创新本 身 会 引 领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今 后 的 创 新，故

为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政 府 应 主 要 鼓 励、扶 持 引 领 性 创

新，且应任“非 引 领 性 创 新”被 市 场 筛 选 甚 至 淘 汰。现

在政府笼统地鼓励创新，其 中 鼓 励 了 不 少“没 有 引 领 发

展之作用”的创新，这 就 浪 费 了 稀 缺 的 政 府 资 源。现 在

提“创新引领发展”，更要 靠“引 领 性 创 新”去 引 领，而 不

能妄想依靠所有的创新。
（４）为创新产品 培 育 国 内 市 场 需 求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创新关系到产业发展，但 创 新 产 品 形 成 之 后，如 果 缺 少

国内市场需 求，很 快 就 会 夭 折。前 些 年 我 国 光 伏 设 备

制造业就有 类 似 深 刻 教 训。先 是 政 府 大 力 鼓 励，企 业

努力创新，产业加快发展，产品大量出口。但到了２０１４
年左右国外 限 制 我 国 光 伏 设 备 出 口，早 先 急 剧 成 长 的

无锡尚德、江西赛维等 行 业 龙 头 企 业 纷 纷 衰 落，原 因 在

于此间没有积极尽 早 培 育 国 内 市 场 需 求。今 后 引 导 企

业创新、促进新产业发 展，除 企 业 的 自 主 创 新 产 品 尽 可

能由政府首购、采购之 外，还 必 须 有 相 应 的 市 场 培 育 政

策，以期为创 新 企 业 的 新 产 品 培 育 下 游 市 场。可 供 思

考的是，２０１８年上半 年 中 国ＧＤＰ总 量 约６．５７６万 亿 美

元，欧盟诸 国 共 实 现 ＧＤＰ约 为９．４２８万 亿 美 元，美 国

ＧＤＰ总量为１０．１万亿美元；此间中国ＧＤＰ相当于欧盟

ＧＤＰ的６９．７５％，美国ＧＤＰ的６５．１１％。应围绕自己的

创新产品培育国内市 场，缓 解 欧 盟、美 国 等 对 我 国 创 新

产品出口的 狙 击（如 反 倾 销、反 补 贴，或 技 术 性 贸 易 措

施限制）。
（５）持续 鼓 励 某 些 产 业 发 展 会 导 致“产 业 灾 难”。

“鼓励政策”是促进和 扶 持 亟 待 发 展 的 弱 势 新 兴 产 业 的

政策工具，但在产业发展 初 期 如 果“鼓 励 过 度”，必 然 造

成产业低水 平 产 能 过 剩 和 过 度 竞 争，进 而 导 致 该 产 业

“少年夭 折”。如 果 国 家 整 体 上 该 产 业 已 经 产 能 过 剩，
中央政府的 鼓 励 政 策 不 及 时 作 出 调 整，地 方 政 府 仍 继

续鼓励该产业发展，则 势 必 造 成 进 一 步 的 产 能 过 剩、恶

性竞争、企业都不挣钱的“产业灾难”。２０００年后，国家

发改委多次 发 出 信 息，警 示 某 些 新 兴 产 业 已 经 产 能 过

剩，诸如光伏设备制 造 业 和 氧 化 铝 产 业。但 是，一 些 地

方政府仍在鼓励当地 围 绕 这 些 产 业“大 干 快 上”。现 阶

段“去产能”，也不 得 不 对 这 些 产 业 狠 下 猛 药。故 今 后，
一方面中央政府部门应 对 鼓 励 新 产 业 发 展 的 相 关 政 策

及时作出 调 整，同 时 要 及 时 向 业 界 发 出 预 警；另 一 方

面，地方政府 尤 其 应 关 注 中 央 政 府 发 出 的 产 业 预 警 信

号，随时调整当地产业发展政策和规划。

４　结语：现阶段亟待关注的问题

前文将改革 开 放４０年 间 我 国 技 术 创 新 实 践 的 基

本图像梳理、描 述 为“四 阶 爬 坡”，即 学 习 引 进 补 短 期、
引进模仿改 进 期、整 合 助 推 自 创 期、自 主 迭 代 提 升 期，
并对各个阶段的时代背 景 及 其 具 体 创 新 模 式 作 出 了 解

释。进而，梳理并讨论 了４０年 间 我 国 技 术 创 新 实 践 的

主要特点、基本经验 与 主 要 教 训。基 此，本 文 进 一 步 认

为，随着创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的 深 化，特 别 是 国 家、业 界

越来越重视“科 技 创 新 引 领 发 展”，现 阶 段 政 府 和 学 界

亟待关注以下问题：
（１）在国际层面，随 着 美 国 进 一 步 扩 大 与 诸 多 国 家

特别是与我 国 的 贸 易 摩 擦，尤 其 是 特 朗 普 有 着 借 机 重

构全球科技、经济治理结 构 的“企 图 心”，我 国 亟 待 关 注

全球治理结 构 有 可 能 调 整 甚 至 重 构 背 景 之 下，国 际 创

新竞争与合 作 机 制 可 能 发 生 的 变 化，以 便 为 我 国 进 一

步推进自主创新探明近 若 干 年 可 能 形 成 的 新 的 国 际 环

境，进而提前准备相关应对预案。
（２）在国 家 层 面，随 着 国 内 高 层 和 业 界 对 于“创 新

引领发展”的日益偏好 和 重 视，同 时，客 观 上 仅 有“引 领

性科技创新”能 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及 新 的 创 新 的 发 生 形

成引领机制，而 且 科 技 发 展 也 进 入 了 大 科 技 时 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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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一是亟 待 关 注 大 科 技 时 代 引 领 性 科 技 创 新 的 发

生及实现机 制；二 是 亟 待 关 注 大 科 技 时 代 国 家 创 新 生

态系统应有的结构和 体 制 机 制；三 是 如 果 搞 清 前 两 者，
积极推动相 关 体 制 改 革 和 机 制 塑 造，创 新 引 领 发 展 即

可能成为自 然 而 然 地“后 续 动 作”，即 凭 借 引 领 性 创 新

的内在属性，创 新 可 能 主 动、有 效 地 引 领 发 展，故 未 来

国家科学政 策 与 技 术 政 策 的 分 工 协 调 问 题，以 及 科 学

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 体 在 国 家 创 新 生 态 系 统 内 应 处

的生态位，应是政府、业界、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３）在产业层面，由于“基 于 科 学 的 产 业”创 新 和 发

展是当前的“短 板”，而 基 础 科 学 成 果 走 向 商 业 和 社 会

应用有其独特规律，故现 阶 段 尤 应 加 强“基 于 科 学 的 产

业”创新和发展的 机 制 研 究。同 时，鉴 于 美 国 等 早 期 工

业化发达 国 家 的 实 践 表 明“基 于 科 学 的 企 业”在“基 于

科学的产业”的创新与 发 展 中 有 着 独 特 作 用，现 阶 段 也

应加强对 于“基 于 科 学 的 企 业”的 关 注。鉴 于“基 于 科

学的产业”的创新与发 展 有 其 独 特 规 律，且 发 达 国 家 的

“军民融合快速响应机制”在“基 于 科 学 的 产 业”的 创 新

和发展中发挥了独特作 用，故 亟 待 关 注 中 国 背 景 下“军

民融合快 速 响 应 机 制”如 何 助 推“基 于 科 学 的 产 业”的

创新与发展问题。
（４）在技 术 创 新 研 究 方 法 论 层 面，尽 管 国 内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即开始研究技术创新问题，但至今在方 法

论上仍沿袭 熊 彼 特 创 新 经 济 学、伦 德 维 尔 国 家 创 新 体

系、曼斯菲尔 德 描 述 性 统 计 分 析、波 特 逻 辑 结 构 模 型、
德鲁克畅想 式 逻 辑 推 演 的 方 法，还 缺 少 能 深 入 揭 示 中

国技术创新 制 度 环 境 和 创 新 实 践 规 律 的 有 效 方 法，因

而需要关注中国情境下 创 新 与 发 展 研 究 的 逻 辑 构 建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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