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强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 

基于技术创新的特点 

潘 庆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 

■ 

摘 要：分析了技术创新的主要特点，不确定性和对标准的依赖性。然后，基于技术创新的特点，建议政府为提 高国 

家的技术创新能力所应采取的政策：①国家技术创新体制应进行重大改革；②加大国家对科技的投入；③转变科技投入 

的方式；④利用政府采购来扶持技术创新企业；⑤政府在制定和采用标准时要考虑优先采用本国企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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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看，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明 

显，各国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国竞争的 

核心是技术创新能力。从本国看，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 

长，必须增加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而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发 

达国家，我国应采取何种政策来增强国家的 

技术创新能力，是本文的主题。 

1 技术创新的新特点 

1．1 技术创新不确定性加大 

技术创新不确定性体现在主导设计 

(dominant design)出现及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陷阱等上。 

1．1．1 主导设计难以预测 

(1)主导设计的含义和特点。主导设计 

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被当时广大顾客认 

可的商品的设计，是以一组由部件组成的和 

由部件以一定方式组合的核心设计概念⋯。 
一 般认为是由技术和市场选择的结果。包括 

该商品的基本性能和外观设计。主导设计最 

主要的特点是难以预测。主要是因为新产品 

能否被市场所接受要受许多因素影响。 

(2)主导设计对企业的影响。主导设计 

对企业创新十分重要，但是难以预测。新技 

术的价值在于与市场需求和其它共同发挥 

作用的技术相结合，因而难以预测。在主导 

设计出现以前，许多企业纷纷投资，竞争激 

烈。比如在汽车主导设计以前，汽车有电动 

的、三轮的等，许多企业都在试验。并且主导 

设计出现的时间不确定。有时主导设计会很 

长时间(比如汽车 1894～l922)，有时可能很 

快(比如VCD大约半年)，这给企业创新带来 

了难题。因为不确定性很大，试验花费很高， 

这时企业应仔细迅速做好消费者调查，尽快 

试验出主导设计。在主导设计出现以后 ，企 

业的淘汰率非常高(在汽车、晶体管、集成电 

路等行业 ，在主导设计出现后，美国行业里 

的企业淘汰率大约 90％以上)。 

1．1-2 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的陷阱 

(1)价值网络的含义。价值网络就是厂 

商进行竞争和解决顾客问题的一个商业化 

系统 。比如管理信息系统(MIS)是由主计算 

机、外设、软件、空调房间和专业数据处理的 

计算机人员等，此系统可以看成价值网络。 

而主计算机由CPU、内存和光驱等组成，这 

也可以看作价值网络，可见价值网络是一个 

相对概念。有时一个产品技术建构也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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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价值网络。一般来讲，价值网络比技 

术建构包含的范围要广。 

(2)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的陷阱及对 

企业的影响 根据技术变化与原企业能力关 

系可以把技术变化分为两种：能力增强型 

(competence—enhancing)和能力摧毁型(coi'n— 

petence—destroying) 。能力增强型技术变化 

就是这种技术变化是在以前生产同种产品 

的企业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原企业更 

容易掌握，且技术能力越来越强。比如生产 

VCD喷气式发动机的企业很容易掌握 DVD 

的技术，那么从 VCD到DVD的技术变化就 

是能力增强型技术变化。能力摧毁型技术变 

化是这种技术变化是与以前生产同种产品 

的企业技术无关，或相差较大，厂商不能通 

过积累技术经验而得到此种技术变化的能 

力。比如喷气式发动机技术相对内燃机技 

术。生产内燃机的厂商不能通过积累而自然 

转到掌握喷气式发动机的技术，以前的技术 

相对新技术就没用了，此技术对原来企业的 

技术能力是摧毁性的。在企业创新中经常会 

遇到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的陷阱。企业 

在价值网络中经营，往往会对一些技术变化 

熟视无睹，从而被新的技术变化所替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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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主机计算机生产 l4时驱动机的厂商， 

密切关注大型计算机(mainframes)的需要， 

但是忽视为微型机所用生产 8时驱动机(主 

要用在 minicomputers上)的技术 ，最终被淘 

汰。因为开始生产8时不成熟，性价比低，因 

而不占优势，但到成熟时就自然取代生产 l4 

时驱动机。为主机计算机生产 l4时驱动机 

的企业一直在主机计算机的价值网络中来 

提高 l4时驱动器性价比，技术的提高可以 

看作能力增强型变化，但是忽视了价值网络 

外的技术变化。这种在原价值网络中提高产 

品的性能和降低成本，而忽视了价值网络外 

的技术变化带来的威胁，从而被淘汰，则称 

为价值．网络陷阱 。可见企业在以前的价值 

网络中做得很出色，由于价值网络陷阱可能 

被淘汰，因价值网络陷阱的存在，也使得企 

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加。 

1．2 技术创新对技术标准依赖增强 

(1)现代技术标准的构成。现代技术标 

准主要由核心专利(essential patent)和技术 

实现专利构成。所谓核心专利就是标准中最 

重要的技术，比如移动通讯第一代的核心技 

术是FDMA；第二代的核心技术是TDMA；第 

三代核心技术是 CDMA。而利用核心技术实 

现产品功能的其他技术称之为技术实现专 

利。 

(2)技术标准对企业的影响。现在一个 

企业仅有专利而形不成标准是不行的。有一 

个典型录像机标准案例。索尼公司最早生产 

录像机(Beta型)，开始占市场份额最高，但 

由于没有形成标准，而由于JVC联合其他几 

家公司形成以VHS为基础的标准，结果尽管 

索尼公司的录像机的性能好，但竞争不过采 

用VHS标准的Matushita和JVC等公司151。 

鉴于技术创新的特点，政府应采取相应 

的措施，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的风险，提高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国家技术创 

新能力。 

2 政府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 

2．1 国家技术创新体制应进行重大改革 

(1)从计划到市场的彻底转型。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国家的研究机构单一并且投资 

额大，由于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反而效率 

低下。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在基 

础研究领域投资，而具体的创新由企业进 

行。由多个企业进行的技术创新，国家不予 

干涉，由于各企业在选择不同的方法处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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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 ，总有一个或多个企业会成功，虽然看 

起来较浪费，但总效率是较高的。因此，我国 

的技术创新体制还需进一步改革。目前，我 

国已撤了不少国有科研机构，但也不能走极 

端，还是要保留一部分企业不愿研究的领域 

由国家科研机构去研究。 

(2)加强产学研的结合，提高技术成果 

的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转化率。由于价值网络 

陷阱的存在，企业应多同高校和科研单位加 

强联系，高校和科研单位可以提供新的理 

论，避免企业走进价值网络陷阱的误区。而 

企业可以为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新理论的 

试验和改进的平台。目前，在我国有许多科 

研成果，由专家鉴定完以后，束之高阁，资源 

存在很大浪费。根据(2004年洛桑报告》，我 

国在企业间和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方面合 

作程度低，排在了世界的第5l位。这说明， 

我国的研究机构和企业间仍然缺乏基本的 

信任，我国的技术创新环境仍然较差。而国 

外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联系较紧密(比如 

斯坦福大学实验室与IT产业)，研究的方向 

性较强。具体办法有加强高校或研究机构同 

企业的合作及建立风险资本市场，尽可能提 

高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转化率。 

2．2 加大国家对科技的投入 

按国际惯例，把研究经费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例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投入的最 

重要的指标。发达国家平均2％～3％，而我国 

l998年为0．69％，l999年为0．7l％；日本、韩 

国在 1997年就分别达到2．83％、1．79％；瑞 

典更是高达 3．59％。在20o0年我国达到了 

1．0％；韩 国达到了4．0％；美国达到了2．7％。 

虽然我国R&D的投入在逐步上升，占GDP 

的比重已经由2Oo0年 1．0％上升到了2001 

年的 1．09％、20o2年的 1．23％。但无论是绝 

对量还是相对量都不是很高，总量约为美国 

的5．67％，人均支出仅为美国的 1．2％；为日 

本的 1．1％ 。因此要发展科技，增加国家技 

术创新能力必须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 

2．3 转变科技投入的方式 

(1)国家对科技的投入由直接投入转为 

间接投入。在20世纪 80年代初，国家为了 

发展录像机技术在某地投入了几十亿资金， 

可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由于VCD崛 

起，国家的投资就浪费了。在以前国家大力扶 

持工业比如钢铁石油等比较明确，也取得较 

好的效果，但现在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 

这种投资方式就失灵了。因此，国家应加大对 

基础研究的投入，减少对过于微观的投入。现 

行科技政

应为：竞争性领域政府不干涉或少干涉，环境 

营造和公共性领域应重点支持。相应的政府 

资助的领域和方式进行调整 ，调整的重点为： 

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和外溢性特点的科技活 

动。 

(2)鼓励企业加大对R&D的投入。1999 

年在对全国22万家大叶I 业的调查中． 

有一半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并且大多数 

企业没有超前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当年企业 

申请专利3．26万件，平均每个企业不到 1．5 

件。如果把小企业包括在内，数量更少。而国 

外技术储备雄厚的公司，超前研发活动一般 

在 l0年以上。在2．2万家大中型企业技术开 

发额为567．2亿，占总销售额 1．35％。而国外 

跨国公司一般为5％～10％，电信医药等高科 

技行业为 l0％～20％。国家应出台相应政策 

鼓励企业对R&D的投入。 

2．4 利用政府采购来扶持技术创新企业 

(1)历史的观点。早在 1933年美国就制 

定国家优先购买美国产品的法律，规定非军 

品只要价格不超过国外的 36％就应该买本 

国产品，军品价格不超过5O％。1955年美国 

政府采购了半导体行业产品的33％，1997 

年 l2％，1954年美国政府是计算机的唯一 

的购买者。这对美国技术进步具有巨大的推 

动作用。 

(2)政府采购对技术进步有重要的支持 

作用。第一，降低高新技术产品早期进入市 

场风险。早期开发的产品的主导设计都是不 

太完善和不太实用的，这时政府采购，可以 

增加需求，并加速高新技术的研发资金回 

笼。高新技术产品一开始价格较高，功能不 

完善，政府对样机样品的购买有利增强企业 

的再投资能力。第二，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 

效益。如：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初期，为引导 

企业进一步改进产品符合国防的高性能要 

求，国防部门以比商业市场价格高出几倍来 

收购半导体产品，这实际上是一种价格补 

贴。第三，可以加速高新产品技术在民用市 

场中应用。高新技术企业可以用政府采购的 

利润进一步研发和技术的改进，来降低产品 

价格，增强产品功能，向民用市场的渗透。 

(3)利用政府采购来扶持技术的提高对 

我国企业尤为重要÷一般来讲，研究经费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小于1％的国家属于技 

术引进国或仿制国，研究经费占国内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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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的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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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政策和发展观的变化集中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学学派对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自由化改革和渐进式改革 

方式、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认识。在开放的时机、速度和次序方面，盲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 

化政策，以普适的政策框架推进改革是有风险的。在全球化进程中，集中精力推进国内制度建设，同时提高有益于投资、 

宏观经济稳定和资本流动的政策管理能力，是开放经济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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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发展观的范式演变 

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相互作用，发展的 

政策主张也由此处于演变之中。发展政策问 

题涉及对发展趋势的理解和对世界规范的 

分析。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明确政策 

框架。例如，在看待某一发展问题时，哪些要 

素应当包含在其中，哪些应该排除在外。政 

策框架包含很多方面，其中影响发展中国家 

值的比例大于2％，属于技术领先国，引领技 

术潮流。我国要想保持经济高增长必须成为 

技术领先国。因此，政府采购必须向本国有 

技术优势的民族高科技企业倾斜，降低企业 

技术开发的风险，提高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 

2．5 政府在制定和采用标准时要考虑优先 

采用本国企业的标准 

德国和法国在GSM时期，就通过国家制 

定利用本国企业的技术标准制定来发展本 

国技术。在标准制定和采用上有一种锁定 

(1ockin)效应。如果一个或几个企业的专利成 

为标准，则这几个或一个企业会由于正反馈 

(positive feedback)越来越强，而没有成为标 

准的企业就会失去机会 。以移动通讯为例。 

我国在第一代移动通讯技术上基本为零。在 

第二代华为等企业从农村做起，逐渐掌握第 

一 代技术，由于第二代技术中国掌握较晚，也 

失去了机会。在第三代技术标准的确立过程 

中有一家公司的技术有望成为电信标准，那 

就是大唐电信的TD—ScDMA技术。由于前两 

代我国的移动通讯买的是国外的设备，我国 

移动通讯的设备供应商只能为外国企业生产 

一 些简单的器材。如果第三代标准不能采用 

一 部分本国专利，我国移动通讯的设备供应 

商就很被动，要进入就要交高昂专利费，不进 

入就永远落后，被锁定，就只能生产简单设 

备，即使生产出先进设备，要么因为核心设备 

买的是国外的，标准不同，所以也不能采用； 

要么因为设备已经投入，更换的成本太大。如 

若这样的话，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就永远也 

不能赶超。但是，国家制定标准时要注意不要 

使标准过于封闭，过于封闭不利于技术的扩 

散 。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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