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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沿海开放区域技术创新环境现状的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开放区域在技术创新方面确实在 

某些方面走在内地前面，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提出了要明晰企业产权，形成技术、管理等因素入股和参与分配的管理制 

度，以及将资本市场作为技术创新投资的主渠道等优化沿海开放区域创新环境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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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和中西部地区相比。沿海开放区域的经 

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 

年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经济发展速度较 

快，除了区域优势外，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 

不断创新，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方面形成了优 

于内地的创新氛围，并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基 

本适合沿海开放区域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 

环境。但如何适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导致 

激烈竞争和急剧变化的国内外环境，创造一 

个符合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科 

技和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机 

制和社会环境，进一步加快沿海开放区域技 

术创新的进程，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这 

里我们拟从不同层面作具体探讨。 

1 沿海开放区域技术创新环境的现 

状分析 

过去 20多年，我国部署了走向世界的 

基本格局，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 

市——沿海开放地带——内地”这样一个由 

沿海到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式开放格局。随 

着改革大潮的兴起和开放范围的扩大，我国 

内向型的创新格局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国际 

科技合作和交流的崭新格局已经形成，按照 

以我为主，平等互利，成果共享，尊重国际惯 

例等原则，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 

式的技术创新格局，加快了国内市场与国际 

市场的接轨和走向世界的步伐。在这方面，经 

济活跃的沿海开放区域更是各显神通，成就 

卓著。如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珠海等城市，利 

用毗临港澳的地理优势和特区特有的优惠政 

策，得风气之先，在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引进 

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方式方面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功。东部沿海的上海、江浙沿海诸城 

市(如宁波、温州等)则在体制创新方面迈出 

了较大的步子，充分地激活了民间资本，成为 

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龙头。青岛市则通过 

抓海尔、海信等几大企业集团的技术创新，将 

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引进日、韩资本，带动了 

一 批中小企业的崛起，从而实现了区域经济 

的超常规发展。大连则在利用新技术改造传 

统产业方面颇有成效，同时引进日、韩资本。 

营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闽东南沿海开放区 

域，如厦门等地则利用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 

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引进台资，实现技术创 

新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但是，冷静地思考我国沿海开放区域的 

发展，从营造技术创新环境的角度看，有些 

问题也是很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 

一 是企业产权不清，技术 、管理等智力 

因素如何人股及参与分配，需要从体制上有 

所突破。沿海开放区域许多企业面临中国加 

入WT0以后的挑战与机遇，作为技术创新 

主体，许多企业意识到，企业产权不清，技术 

和管理等智力因素如何入股和参与分配，是 

目前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 

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即只有大力推进制度创 

新，才能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客观地讲，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目前，大的政策环境 

比以前大为宽松，但要搞好体制创新，既需要 

各个企业及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有效 

而充分地利用有关技术创新政策，还需要政 

府部门利用相关手段加大推进这一工作的力 

度，而且不同区域的不同的企业还应该采取 

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体制创新。 

二是技术创新投资和融资体制问题。企 

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投资的 

主体，但时至今日，国家或地方政府有关部 

门仍习惯于对技术创新采取计划管理，设定 

相应的计划项目，让企业申请，然后评审，这 

种技术创新投资的计划体制与市场经济是 

格格不入的。要真正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 

并有利于技术创新市场机制的形成，政府要 

具有长远眼光，解决好技术创新的投资和融 

资体制问题，为技术创新营造适宜的环境。 

目前，得到资金最困难的是想创办高科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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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这些 人有科技成果并认 为其产品将有 

市场，但没有资金： 家设立的中小企业创 

新基金主要支持项目，而不是支持创办高科 

技企业 ，按照常理 ，孵化器本应孵化企业 ，但 

目前大部分孵化器在孵化项 目，因为孵化项 

目的成功率大大高于孵化企业的成功率，这 

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创业者创业和技术创 

新的积极性 、 

三是技术市场发育不够健全。由于长期 

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的功 

能和作用，不承认技术的商品性。改革开放 

以后，我国技术市场才开始萌芽和发育 ，政 

府亦制定 和颁布 了相应的法律，如《技术合 

同法》、《专利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但是执法不到位和 

执法力度不够的现象十分严重和普遍 众所 

周知，技术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十分严重。从理论上 讲，作 为技术转移中介 

的技术市场要将技术需求方与供给方有效 

地联系起来，并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易，但 目 

前沿海开放区域技术市场亦不令人乐观。一 

是技术市场形式单一 ，二是技术市场名不符 

实。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更是问题多多。 

以IT产业为例，盗版软件和假冒硬盘在沿 

海开放区域可谓随处可见。这类问题不从根 

本上予以解决，技术创新的环境就得不到净 

化。 

四是条块分割，企、【 设有真正成为技术 

创新的主体。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 

形成了科技 、经济“两张皮”的科技与经济管 

理体制，科技与经济相脱节 从事科学研究 

与技术开发的主要是国家和地方高等院校 ， 

科研院所，大多数企业虽然有工程技术人 

员．但却没有研究与开发(R&D)机构；少数 

企业即使设有研究与开发机构，亦很少进行 

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 这样．高等院校或科 

研院所拥有成熟或需要中试的技术，却因缺 

乏测试基地，无法将技术投入商业应用；企 

业需要技术，但没有能力开发，即使得到技 

术，亦没有能力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再者．由 

于产 、学 、研条块分割 ，由不同的机构领导 ， 

利益协调、信息沟通、管理联系等方面障碍 

重重，很多促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政策及 

措施难以落到实处。 

五是对技术需求 缺乏足够的动力 ，缺乏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企业家。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启动以来．国有企业无论是利改税 、承 

包制 、还是股份制 ，政 昕关心昕要求 的是 

产值、利润指标，对企业技术进步却没有明 

确的要求 。实行政企分歼，在转型期 ，由于缺 

乏必要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很多企业领导人 

亦未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去管理和发展企业 一 

这些人很难说是真正的企业家，按照熊彼特 

的观点，技术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进行 

创造性的组合，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企 

业家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投术创新，引入新产 

品和新工艺 ，开拓新的啄材料供 源 ，拓展 

和开创新市场．进行绢织创新：企业家是富 

有 开拓精神 、创新精冲 、敢冒风险的企业领 

导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 ．正如我们曾经指出 

的 ，任沿海开放 区域 ．同样面临企业家精神 

稀缺(Entrepr eurship Scarcity)的问题 ～ 

六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我国沿 

海 开放 区域 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 

探索过程。1979年7月创办的深圳蛇[1工业 

区，当时是按亚洲出口加工区的模式建立的 

1981年7月，国务院又确定我国4个经济特 

区，分别选择两种模式：深圳、珠海为综合性 

经济特区，汕头和厦门为出口加 L区：1984 

年 4月和 7月，国务院先后扩大 了厦门和汕 

头两个经济特区的区域面积，并把两个经济 

特区模式由出口加工区，改为综合性经济特 

区。1988年4月新建的海南经济特区也选择 

综合性经济特区模式 放眼世界，m广I加工区 

产生于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JJ，到80 

年代亚洲地区的出口加 【区转型升级．新一 

代科学工、l 园区相继诞生，并将培植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我们 

的几个特区模式规划，都是以工业为主，兼营 

商贸、旅游、房地产、金融、农业的综合性外向 

型的经济特区： 在工业部门中，行业结构和产 

品结构雷同，都是以电子』=业为主导，其产品 

多为家用电器。“这种结构不利于各个经济特 

区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不利于经济特区走向 

世界参与国际竞争，也不利于经济特区对内 

地发生辐射和带动作用”?经济特区的情况在 

沿海开放区域是很有代表性的：由于R＆D 

投入不足，企业 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据对杭 

卅l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等 1 000多个企业 1 162份有效调查问卷 

的分析，模仿创新和二次创新占丁65．0％，基 

础性创新只有 35．0％，55％的企业没有专利 ， 

只有 l4．5％的企业拥有发明专利，1．0％的企 

业在国外拥有专利。这样的调研结果是颇发 

人深省的 

2 沿海开放区域技术创新环境优化 

的对策 

针对沿海开放 区域技术创新环境方面 

仔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应该予以止视并采取 

积做的措施加以解决= 

一 是明晰企业产权．形成技术 管理等 

智力冈素入股与参 分配的管理制度 一1、 

社会，一个企、l 是否能建立技术创新激劢 

系和机制．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 重 

视知识和技 术 ．不重视 人才 ，不承认知识 和 

技术有价．是不可能建立技术创新激励机制 

的一人是卡产力要素中最活跃 的要素 ．企业 

管理 的核心是人的管理 ．技术刨新管理的 

心还是人的管理．技术创新足人的决策行 

为、投资行为、创造行为 、利益分配行为的综 

合过程=决策，彳为涉及企业管理苦．投资，亍 

为涉及投资者．创造行为涉及技术开发和产 

品(包括服务)销售人员一从制度安排上，政 

府应大力鼓励和帮助企、l 把技 术创新和制 

度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 

要求 ，严 格产权界定和股权 没置 ，惟进产权 

结构的合理化和多元化．并在产权明晰的基 

础上深化收益分配机制的改革，鼓励技术 

管理要素以多种形式人股并参与收益分配 ， 

建立起知识刨新 、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卡H结 

合的利 冁动 风险约束机制 

二是优化投融资环境 ，拓宽融资渠道 ， 

把资本市场作为技术刨新投资的主要渠道 

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目前 ．我 国 

技术创新资金主要来 自银行=然而．技术创 

新投资本身具有风险性和长期性 ，而银行贷 

款住住首先考虑资金的安全性，所以尽量支 

持某些风险小的短平快项 目 从这个意义上 

讲，能够满足技术创新投资风险性和长期性 

要求的最理想的场所只能是资本市场 一是 

因为资本市场本身就是风险投资；二是因勾 

人们一旦投资于股票 ．就不可能从投资企业 

抽 回资金 ，只能通过在股市上卖 出和买入调 

节投资数额 所以，资本市场投资的风险性 

和长期性正好符合技术创新对投资风险性 

和长期性的要求 因此．除了继续增加上『f 

公 司数量外 ，启动创业板市场 以及在经济 

活跃 的沿海开放区域设立其它类型的股权 

交易市场．从而解决企业技术创新投融资渠 

道问题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除了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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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政府还应鼓励银仃贷款支持企、I 技术创 

新．并增加各级政府创新基金，加大支持企 

业技术创新的力度 

三是培台和完善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 

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将科技成果转化为 

直接牛产力．其动力主要来自市场的拉力。 

恩格斯有 句名言 ：社会上一旦有技术 的需 

要．就比十所大学能更快地推进技术的进步 

和发展 、但是市场机制的形成不是 自发的 ， 

它需要许多条件，需要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 

的支持。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首先是要有其 

饥制．技术创新主要有其创新产品和服务的 

市场需求力度(即拉力 )和科技推力 ，技术创 

新的市场拉力亦需要有健全的市场机制。首 

先，市场交易的利益主体要明确，否则会滋 

生腐败和寻租行为；其次，要有通过市场激 

励企业或研究与开发机构将技术投入生产 

实践，产生效益，实现其自身价值，再增加技 

术开发和创新投入的机制，使技术创新具有 

连续性；再次，国家要有健全的市场法律机 

制，执法到位，消除司法腐败，保障技术交易 

和技术转化 最后，政府要积极扶持发展区 

域性的 、具有专业性服务特色的创新服务机 

构，大力开展市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评估 、技术经纪 、风险担保等服务，加强企业 

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的建设。 

四是政府要探索有区域特色的产学研 

_一位一体的技术创新体制，强化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官产学结合的体制，被认为是 

日本的成功经验。近年来 ，沿海开放区域企 

业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关系有了很 

大进展，产学研工程 汁划也颇有成效。以最 

近几年经济增长较快、城市综合竞争力位居 

全国第八位的沿海开放城市宁波市为例，针 

对科研能力和开发能力相对薄弱的现状 ，宁 

波市重点开展 了与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 、 

中国兵器科学院等院校的科技合作。譬如， 

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共建了宁波市科技园区， 

园区规划由中国科学院协助制订，产业化项 

目由中国科学院推荐，双方联合开展 “中、 

中、外”招商引资活动，这个科技园区起步虽 

晚 ，但其发展势头甚好 ，当地政府试图将 其 

打造成“东方硅谷”；从 2000年开始，宁波市 

又每年出资200万元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建 

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种子基金”；近两年， 

双方举办 的科技成果交易会 、项 目对接会连 

接不断，如2000年4月，宁波市承办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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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科技成果产业化会议 ，中国科学院近 

100家研究所和高新技术企业携 1 000多项 

科技成果和宁波市的560多家企业进行了 

项 目洽谈和对接 。近两年，宁波市共引进 中 

科院 300多项高新技 术项 目。这 种政 府搭 

台．企业唱戏的做法深受企业欢迎 ，政府也 

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把创造适宜的环境作为 

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还企业 以技术创 

新主体的地位： 

五是强化企业技 术创新的内在动力 ，培 

育一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现代企业家队伍， 

推动沿海开放区域经济在新的市场环境中 

再展雄姿。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曾 

经深刻地指出：“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工具， 

藉此工具，他们把变化看作是开创另一个企 

业或服务的机遇⋯⋯。企业家应该有 目的地 

寻找创新的来源，寻找预示成功创新机遇 的 

变化和征兆 。”如果一个企业缺乏技术创新 

的内在动力，即使具有良好的客观环境，也 

难以达到推动技术创新的目的。而这种技术 

创新的内在动力无疑是需要企业家去激发 

的。我们常常抱怨我们太缺乏具有创新精神 

的企业家!可是 ，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随社 

会发展的过程，它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制度环 

境，甚至它本身是靠制度筛选出来的。因此， 

“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企业家，或者说我们 

这个社会缺乏企业家的精神，我们可能缺乏 

的是发现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制 

度不能很好地‘甄别’企业家的才能，从而不 

能很好地使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更有力地来 

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如此看来，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技术问 

题，它是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综合性问题， 

技术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首先 

需要有一大批倡导技术创新的企业家。 

六是提升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经 

济学家福里曼认为，“研究与开发的制度化 

乃是企业竞争和改变技术的方式中最核心 

的变化。”这也许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二 

十多年来 ，沿海开放区域企业技术创新的薄 

弱地位有了很大改观 ，但是 ，客观地说 ，离企 

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目标尚有很大的差 

距。在新旧体制并存交错的转型期，市场机 

制不完善，技术落后，资金严重短缺，效率和 

效益都不高，目前处于亏损和微利状态的企 

业 比重是一个不小的百分比，不多的盈利企 

业，经过各种“税”、“费”、“集”、“摊”扣除后 

企业所剩无几，使企业难以进行技术创新。 

企业自 ． 

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决非朝夕之 

事。为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必须进行必要的制度创 

新。在目前资金紧缺，直接融资渠道不太畅 

通的情况下，政府还应在国家投入总量中增 

加对企业的科技投入比例，有重点、有选择 

地通过采购合同和研究委托合同，为企业提 

供稳定 的市场 ，减少企业对研究与开发和创 

新活动所承担 的风险。对于一时上市无望的 

企业 ．应该以政府的创新基金为导向，银行 

投资为后盾，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的多元化 

技术创新投资体系，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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