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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促进科技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措施 

世界产业结构研究室  魏蔚  乔为国 

     

    一、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科学技术历来是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最能推动生产力革命的要素，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关系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

传统话题。早在1766年，亚当·斯密就已经意识到“机器的发明”在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方面的重要性。大卫·李嘉图进

一步认为“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可能导致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减”，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技术进步便是不可缺少

的。罗泊特·索洛则更进一步将劳动效率这个概念引入生产函数，从数学上揭示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战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资源等要素的作用持续下降，科学技术对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上升，已经

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成长、调整产业结构、催生新产业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产生，加快了发达国家通过技术

进步，实现以效率不断提高为前提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

核心战略性资源，而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种战略资源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国外促进技术进步及创新的主要政策措施  

    1．加大对研究与开发（R&D）的投入。增加R&D投入已成为国外技术经济政策调整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资料统

计，美国的R&D投入从1980年的873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2846亿美元，同期日本从269亿美元增加到1353亿美元，德国

从214亿美元增加到613亿美元，法国从133亿美元增加到385亿美元，英国从147亿美元增加到340亿美元。R&D经费占GDP

的比例美国为2.6%，日本为3.15%，德国为2.55%，法国为2.19%，英国为1.89%。 

    从投入的分布领域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如国防、农业和卫生

保健等；三是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需要而着重发展某些产业或领域的关键技术。目前，政府的R&D投入也呈现出一些新的

特征：一是在军用和民用间，重点方面更多着眼于民用，民用中又更多着眼于工业；二是除了支持大企业外，许多国家也

都在考虑以各种方式帮助中小企业创新；三是除了继续重视上游的R&D外，也逐步加强对下游（开发新技术、技术转移）

的支持；四是政府对民用R&D的资助，更多地利用官方或半官半民的组织来实施（如德国的研究联合会、日本的新技术开

发团等）。 

    2．实行税收优惠。一是税收减免。例如，美国对企业在任何一年的R&D支出，其数额超过前3年支出平均额的部分，

可实行优惠税率（20%，一般税率为34%）。日本则规定，任何一年的R&D经费超过以往年度的最高额部分，可从企业法人

税或所得税额中扣除相当于该部分20%的金额，对中小企业甚至可以免收相当于R&D经费增加额的税金。二是加速设备的折



旧。三是技术方面与国外交易所得的税收减免。四是对向R&D机构或大学提供捐赠设备或捐款的企业减免税收。五是对新

产品开发或工业产品的国产化实行税收减免。税收优惠政策属于政府间接支持手段，是普惠性的，面向所有企业，这类政

策在日本早期的企业创新中起了重要作用。 

    3．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风险投资主要投向处于创业期未上市的新兴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风险投资在美

国最成功。在美国，风险资本约80%的资金投资于创业期的高技术企业。风险资本的鲜明特点是高风险高回报，多以公司

形式设立。风险资本均以私募方式筹资，据统计在1997年，美国风险资本的资金，有54%来自于退休和养老金，有30%来自

于金融机构，有7%来自于私人投资者。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和台湾地区均明确规定，不得向公众募集资金。 

    4．大力发展政府采购。鉴于需求因素在成功和创新中的重要性，以及在发达国家里的政府采购占GDP的10%-15%这一

事实，政府采购显然是刺激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在一些新兴产业的早期发展中，政府采购对创新的作用甚至大于政府提

供研究与发展资助的作用。例如，美国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工业，其早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国

防和宇航的政府采购。1955年，美国联邦政府购买了约40%的半导体产品，1960年则高达50%，此后才逐步下降。政府采

购对美国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作用更为明显，1960年政府购买了100%的集成电路产品，1962年为94%，1968年仍占37%。一

些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美国的政府采购做法。由于政府采购对研究与开发的采购多用于国防项目，专门针对军事需求，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种刺激产生的创新是否有可能转为民用。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采购的经费分散给了较多的企业，这

刺激了企业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其专用器件也能够转为民用。通过采购合同和研究委托合同，规定产品的主要技术性能和

指标，决定了公司开发活动的过程和优先发展方向，从而加速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步伐。 

    5．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标准的重要作用。专利制度的主要目标就是为投资于新技术开发的最终成果提供保护，从而

也为企业资助此类研究和开发活动提供直接刺激，也有助于以外国直接投资、合作研究和专利许可等形式发生的技术转移

活动。以前各国专利法的保护对象一般都是前所未有的、能在产业上实现的技术方案。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

推动下，知识产权制度更多地强化了对知识所有权者的保护，发达国家通过《专利合作协议》（PCT）和《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议》（TRIPs）将这种做法“国际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实施同样的专利保护，力图保护其技术创新的垄断利

益。同时，技术标准的重要性也日益引起各国企业和政府的重视。目前，美国、英国等欧盟部分国家都将技术标准作为国

家的战略性公共政策对待。随着知识和技术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的结合日益紧密，并出现了技

术标准专利化的新特征。技术标准专利化不仅改变了技术标准作为非专利技术的特征，还使拥有技术专利标准的企业获得

了更大的市场控制权，并使其获得一个新的打击竞争对手的政策工具。 

    6．重视教育和培训。发达国家都把教育和培训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把高等教育作为创新系统的主体

之一。从发达国家的教育和培训看，第一，政府在公共教育方面有较大的投入。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其人均公共教育经费

在1000美元左右，已经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并有较高的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第二，职业教育已成体系。德国对此尤为

重视，“对所有人施以职业教育和训练”是其目标。先培训后就业，已在当今发达国家中形成制度，与此同时，对在职培

训也日益重视。经合组织国家对在职培训方面的投入约占其GDP的2.5%。日本的企业培训制度与产品和工艺创新的结合，

更显特色。第三，教育培训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结合。在美国，大学与企业间的密切关系有其历史渊源，大学的科学

研究与教学，一开始就是同产业一起成长的，大学既向产业提供技术人才，也提供了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许多思想，所以，

大学与企业间有很好的结合。第四，倡导并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促进与知识传播有关的人员流动。 

    7．完善中介服务体系，加快技术转移速度。加快技术转移速度已经成为各国的战略选择，各国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成立各种技术转移研究机构。例如，美国国防部门各主要部、局都设有技术转移管理机构，英、法、

德等国也都有从事技术转移的基础研究机构。二是增加技术转移投资。三是重视信息交流，建立全国性的信息收集、扩散

及各种数据库的信息中心。四是重视法规建设，在技术转移过程中保护技术所有国和技术所有方的利益。五是高技术园区

的出现。例如，美国的“硅谷”、日本的“筑波科学城”、英国的“剑桥工业园”、韩国大田的“科学城”等，这类园区

的主要特点是科研、设计、开发、生产和商品化一体化。六是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美、英、日、法等国

都相继执行高技术小公司资助计划，因为，高技术小公司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创造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 



    8．强化R&D的国际协调，国际科技合作日益广泛和深化。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复杂性质使其国际合作具有了重要意

义。据统计，1997年，美国政府花在多边和双边科技合作的费用是44亿美元，占美国当年联邦政府R&D预算的6%。欧盟从

1983年至今，实施了六个合作研究与技术开发框架计划，总计投入经费613.06亿欧元。不仅如此，欧洲联盟还将“尤里卡

计划”扩大为包括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在内的有25个国家参与的庞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与此同时，在各国政府放松反托拉

斯法管制的政策鼓舞下，企业层次的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也非常活跃。这一方面表现为研究开发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显加

快，另一方面表现为以跨国合并和兼并形式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国际企业间策略性技术联盟的数量也急剧增

加，但90％以上集中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三者之间。 

    9．产业促进政策。科技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一国产业的竞争力，应用产业政策也就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内

容。国际上的产业政策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可能造成的失误而由政府出台的补救政策。例如，

美国以反托拉斯为主的放松规制政策、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和鼓励企业合并的政策。另一类是以组织结构和组织政策为主

要内容的政策，其中以日本为代表。日本通产省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和70年代发展知识密集型产

业的做法，都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近年来，各国大多在推动信息产业、高技术产业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和措施。韩国

的半导体产业、印度的软件产业，都是靠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美国虽然没有公开的产业政策，但其军民两用政策等，实

质上就是以推动技术创新为目的的。 

    三、启示：应重视国家专有因素对政策措施的影响  

    总体来讲，对于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科学技术成果供应方面的政策，包括金融政策、

人力和技术上的帮助，以及建立科学技术的基础设施等。二是技术创新产品需求方面的政策，包括政府采购、合同等。三

是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方面的政策，如税收政策、专利政策和规制等，目的是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从国外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来看，必须重视国家专有因素对政策的采用和绩效的影响。国家专有因素，主要是指与一

个国家特有的历史、文化、制度与思想观念等相联系并且对创新实绩有着直接影响的诸多因素，主要包括历史背景、法律

制度、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等几个方面。由于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使各国采用的政策措施也多种多样，各有侧重。 

    美国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自由市场意识在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美国实施的是属于创业型的科技政策，

其主要政策集中在研究开发的财政刺激、各级政府的公共采购、中小企业政策、风险资本政策及规制政策，其共同特征就

是力图通过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来实现政府促进技术创新的宏观政策目标。 

    日本则重视团队精神，日本的许多经济奇迹是由民间合作精神发展的文化支柱所创造的，它可以使经济发展结合政

府、企业家、科学家、劳动者等全部的力量。因此，日本采用的政策措施就以研究开发的财政刺激，特别是专利政策和政

府协调政策为主，风险资本和中小企业政策则采用得相对较少。 

    欧盟国家偏重于研究开发合作、中小企业政策和培育完善区域技术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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