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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技投入社会化的微观基础

陈昭锋 

科技投入要素是新经济竞争的关键要素，美国所以新经济率先崛起，是因为其具有科技投
入社会化机制，市场微观行为主体高科技投入倾向高。即美国构造了有效的科技投入社会
化微观基础。这种微观基础一方面扩大了美国科技社会化投入的规模，另一方面改善了科
技投入的性质和特点。这是新经济条件下美国投资需求变化的重要表现。1994—2000年既
是美国有科技统计数据的5年，也是美国R＆D支出增长最快的5年，从1692亿美元，猛增到2
000年的2642亿美元(2000年11月份估计数字)。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平均实际年增长率高达
6％，大大超出同期实际GDP增长率。这表明，科技投入不仅成为市场微观行为主体自主行
为，成为企业战略管理行为，而且科技投入已内化为企业调动市场资源实现企业发展目标
的关键手段。这是美国科技能力建设的重要经验。 
一、培植企业成为科技投入社会化的主体 
美国企业在影响当今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技术发明上已经发挥出了重大作用。1
946年美国人J．P．ECKERT研制成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71年英特尔公司研制成微处理机。
1975年美国发明了第一台微型计算机。1977年苹果公司推出个人计算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超过了联邦政府，成为科技投入社
会化的最大主体。1980年美国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为309亿美元，占美国全国研究与开发总
额的48.97％；1990年美国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及占比分别达到834亿美元和54.98％。
1995年分别达到1111亿美元和60.71％。2000年，美国企业界的R&D使用额占全美总支出的7
5.4％，达到1992亿美元，自1994年以来年均增长率遍达7.4％。这表明，企业已经成为美
国科技投入社会化的最大需求主体。 
作为科技投入社会化的最大行为主体，美国企业既是科技投入的最大需求主体，又是科技
投入最大供给主体。1995年美国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供给规模及比例分别为1111亿美元和6
0.71％，企业研究与开发成为美国科技投入的主体，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科技投
入的主要特点之一。2000年，美国企业界R&D实际投入约为1760亿美元，自1994年来的6年
中平均实际年增长率高达8.2％，高于全国R&D投入的平均增长率。 
美国企业成为科技投入社会化的微观基础，既表现在大企业如跨国公司在研究与开发上承
担了巨额的投入，而且表现在中小企业对科技投入的旺盛需求。资料表明，一方面，美国R
&D投入社会化具有很强集中性。虽然美国近百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分布在美国13000个研究
实验室里，但美国工业的R&D的工作主要由几百个大公司完成。全美R&D支出的10家公司中
如通用汽车、福特汽车、IBM、和ATT等在R&D上的支出占到美国工业R&D支出总额的1／4。
而R&D支出最多的100家公司占美国工业R&D支出总额的比重为3／4。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在
美国科技投入社会化中的作用不可轻视。美国十分重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
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全面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投入供给能力。从历
史分析，美国政府在科技投入结构上的调整正是基于对小企业科技投入供给和高新技术产
业化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美国中小企业成为科技投入社会化进程中的活跃力量。据美
国小企业管局1996年的统计，美国小企业创造了美国销售额的47％，国内生产总值私有部
分的51%，出口占到全国的30%以上，技术创新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 
二、推动国民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 
美国国民技术创新主体力量在创办科技型小企业方面得到了实践验证。在20世纪80年代以
前，美国政府科研经费大多被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大企业瓜分，小企业获得比例极小；这
成为美国科技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动机。为了鼓励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1982年7月，美
国国会通过《企业创新发展法案》(SBIDA)，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SBIR)项目，要求所有的
联邦机构(包括国家科学基金、国防部、能源部等10个部门)，每年必须将其对外研究费用
的固定百分比用做支持小企业，当时这个法案要求这个比例为1.25％；1997年该比例已提
高了一倍，稳定在2.5％的水平，目前美国每年SBIR项目为小企业科技投入增加了12亿美元
的可用资金。在美国，中小企业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部雇员的比例约为6
4％；而在大企业，这一比例只为4.05％。拥有知识产权的大企业平均61个雇员，其中19％
从事研究和开发活动；而拥有知识产权的大企业平均拥有12879个雇员，其中从事R&D活动
的雇员仅占3％。正由于人才集聚方面的相对优势，中小企业创造出相当部分的技术创新成
果。由于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自主创业价值观在美国国民中得到普遍珍视，美国国
民自主创办中小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成为美国科技投入社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据统
计，美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成果显著，其数量上占全国55％以上，中小企业每个雇员技术
创新成果为大公司雇员的两倍。值得一提的是，中小企业已经创造了许多当代最重要的工
业创新成果。以美国为例，20世纪由中小企业创造的重大的技术创新成果包括：飞机、喷
雾器、DNA指纹技术、人造生物胰岛素、录音机、双编纤维、个人电脑、速冻、食品、光扫
描器、心脏阀、拉链等。据统计，在1953--1973年的20年中，美、英、德、法、日五国共
开发了352件重大创新项目，有157件为中小企业所创造，占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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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是美国科技投入社会化的不可轻视的重要力量 
大学是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41年美国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
以来，美国许多大学进入军事技术研究与开发领域。如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辐射实验室，
从事雷达研究；芝加哥大学成立了金属实验室，从事原子裂变研究。因此，从历史分析，
大学是美国国防科技研究的重要力量。 
大学在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培养未来高层次的科学家
和工程师。1992年美国24岁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口比例为31％，高于日本和欧洲(日本在1992
年为23％，欧洲国家低于20％)。在美国，1963年--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职工，在美国工
程界起始年薪可超过8万美元，在物理学界也可以超过7万美元。二是集聚了科学家和工程
师人才资源。1993年在美国拥有的254万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美国大学集聚了约34万
人。三是积极从事高新技术的商业化。为此，1985-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大学系统设立了
25个工程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大学高新技术的及时商业化和产业化。四是成为美国基础研
究的主要力量。2000年，美国大学仍然是美国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花费了美国全部基
础研究支出的44.3％，超过美国企业界1 3多个百分点。五是通过创办科学工业园区促进了
大学社会功能的扩展和提升，如著名的“斯坦福研究园”。20世纪90年代初，该园区内有5
0-60家公司，就业人员2.8万人，每年上交政府的税款和公用事业费1500万美元，斯坦福大
学每年获得500万美元。同时，每年约有500名学生可参与园区工作，得到收入。美国硅谷
成功经验证明，大学也是创办科技型企业和集聚创新和创业人才的重要主体。五是造就了
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是美国政府两大科技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个就是保持美
国在每一项科学前沿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六是建有和代管着国家重要研究实验室和研究
机构。 
长期以来教育投资的持续增长机制推动美国成为世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强国。在联邦诸
项财政开支中，增长最快的就是教育投资。二战以后，美国教育投资一直占美国GDP的6％-
7％高比例。2000年美国教育投资增加到了6000多亿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
得到跨越式发展。1995年美国高等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从1910年的近1000所、33万多人分
别提高到3600所、1400多万人，18—21岁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达到80％以上，即已基本实
现了“所有美国人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使美国的教育达到能与其他工业国家竞争的水
平”。美国大学的迅速成长与美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化投资机制密切对应。这方面不仅表现
在高校学校创办主体的非政府化，而且表现在企业对人力资源培训的战略性投资持续增
长。目前美国企业每年人力资源培训高达上千亿美元。 
美国高等教育的世界领先提高了美国在配置全球科技人才资源上的强大能力。目前在美国
的留学生已超过49万，约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3。不仅如此，美国著名高校还吸引了一
批世界级科学家和工程师移居美国，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这已构成了美国国家
创新体系的重要优势。 
四、推动风险投资事业的市场化和社会化 
风险投资是美国科技投入社会化的重要机制。实践表明，没有风险投资就没有美国新经济
的迅速崛起；而没有风险投资事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便难以真正建立美国科技投入社会
化机制。美国风险投资市场化和社会化在如下方面促进和完善了美国科技投入的社会化机
制。(1)风险投资本身也是广义上美国科技投入的一种重要形式；(2)风险投资的存在客观
上弥补了科技投入在高新技术商业化阶段的空白，大大提高了高新技术的供给规模；(3)风
险投资的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机制与高科技投入一一对应，这激励了科技投入社会有效需
求；(4)风险投资供给的社会化机制促进了科技投入社会化供给机制的形成。(5)与科技投
入一样，风险投资高风险性及对科技投入社会化促进性，要求对风险投资也建立一定的利
益补偿机制。这既推动了风险投资事业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也促进了科技投入的社会化。
为了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美国实施了相应的优惠税收扶持政策。通过税收杠杆，政府实现
了广义上科技资源的二次配置，这既提高了新兴行业资本集聚规模，又降低了风险投资企
业风险，另外，风险投资在激发科技人才创办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及提高高新技术中小企业
高成长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为国民技术发明和科技创业等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
条件。美国新经济的世界领先，与其发达风险投资资本市场是密切相关的。据统计，1991
年美国约有31％的资本投入到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活动，而1996年又进一步提高到4
1.9％。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活动成为全美资本投资量最大的行业。同时美国最近出台更加
鼓励对高新技术小企业的长期风险投资。从1946年美国成立世界上第一家风险投资企业—
—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以来，美国风险投资事业在90年代中期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发展促进
功能，成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创新的永动机和催化剂，创造了7300万个工作岗
位，并有力推动了美国“新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通工学院)  （2002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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