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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创新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技术创新是创新的核心。

技 术 创 新 一 词 源 于 经 济 学 家 熊 彼 特 ( J·J·Schumpeter,

1883- 1950) 1912 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

新理论。在该书中创新被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

即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组合并引入生产体系。这

种新组合包括 5 个方面的内容 : ①引进新产品 ; ②引用新

生产方法; ③开辟新市场; ④调控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 ; ⑤

实现企业组织创新。并且一开始他就将创新理论与经济增

长联系起来 , 用它解释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随后一批经

济学者、专家沿着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的思路进行了

大量的理论研究、实证解剖和统计分析 , 并取得丰富的研

究成果 , 技术创新的群集效应研究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

一。在新经济形势下 , 进一步分析技术创新群集的规律、机

理和作用 , 对我国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缩短技术创新

周期、扩散技术创新成果和提升技术创新效益都有着重要

的意义。

1 技术创新群集的界定及成因分析

创新群概念也是由熊彼特首创的 , 他将创新的群集和

增长的非周期因素一起作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熊彼特

指出: “创新不是孤立事件 , 并且不在时间上均匀分布 , 相

反 , 它们趋于群集 , 或者说 , 成簇地发生。”这已被后来的许

多学者实证证实。熊彼特分析道: “这仅仅是因为 , 在成功

的创新之后 , 首先是一些 , 接着是大多数企业会步其后尘 ;

其次 , 创新甚至不是随机地均匀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 , 而

是倾向于集中于某些部门及邻近部门”。“一旦当社会对于

某些根本上是新的和未经试验过的事物的各种反抗被克

服之后 , 那就不仅重复做同样的事件 , 而且在不同的方向

上做‘类似的’事情 , 也就容易得多了 , 从而 , 第一次成功就

产生一种‘群集’的现象”。关于创新群生成的原因 , 20 世

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 , 大多数学者认为是:

( 1) 基础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各种创新之间

通常存在普遍的“技术连接”, 从而导致技术创新群生成[1]。

( 2) 技术创新的模仿、移植和扩散。在新近的研究中 ,

加拿大创新专家德布瑞森 ( ChrisDebresson) 对创新群产生

的因素作了系统分析 , 具体包括 : ①范式的不连续性。此

“范式”指技术范式 , 即“解决、选择技术问题的一种模型可

源于科学发现 , 也可因技术本身进化。一般而言 , 在新范式

提示的新领域 , 技术创新的机会多于传统的技术领域。②

技术辅助系统。在一个技术系统中 , 有些性能差的辅助部

分往往成为发展瓶颈。创新会沿着这样的方向进行 , 使此

性能差的辅助部分与其它部分协调起来 , 解决瓶颈问题。

③累积性的学习过程。技术诀窍( know- how) 是累积性的 ,

也是可以转移的。一个领域的创新会引发周围的创新 , 同

时 , 对规模经济的追求 , 会把技术发展限定在一条轨道上 ,

从而产生聚集效应。④范围经济。这主要是由于可共同使

用创新投入 , 如果由生产第一种商品的厂家生产第二种商

品 , 它能获得低于独立厂家生产第二种商品成本的比较利

益。这种比较利益的取得, 可能是强制条件下的联合生产 ,

也可能是厂家要求产品多样化情况下的自愿联合 , 但它们

都能带来创新群[2][3]。

上述从熊彼特到德布瑞森关于创新群出现的原因分

析 , 按罗森堡等人的观点 , 这种创新群属于 T 型创新群 ,

即 : 先有一个或少量几个相关的根本性的创新 , 此后那些

根本性创新同时扩散 , 或说渐进创新、二次创新 , 从而形成

一个创新群。与之相对应的 M 型创新群是指一大群不相

关的创新 , 因适宜的条件 , 同时进行扩散 , 在几条独立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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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造成“赶潮流效应”( bandwagon effect) 。它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种统计现象 , 但毕竟也是一种创新群集[4]。

2 技术创新群集效应及其实现对策

在经济学意义上 ,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

力 , 可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 , 可以创造

和引导市场需求 , 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已成为

一个企业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理念和行为, 成为一个国家参

与国际竞争所必备的战略和对策 , 成为一个民族繁荣兴旺

的起搏器和发动机。不难想象, 技术创新的群集效应对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企业的非凡意义。技术创新的群

集可能是偶然的,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自觉地促成技术创新

群集的实现和效应的发挥。

( 1) 要普及和强化技术创新意识 , 发挥技术创新意识

的社会功能。一个没有技术创新意识的民族和企业 , 是不

会有创造力 , 也不会有任何前途的。既要强调个体的技术

创新意识 , 也要强调群体的技术创新意识 , 更要强调整个

社会的技术创新意识。既要继承传统的技术创新意识 , 更

需树立面向现代与未来的技术创新意识。发挥技术创新意

识对技术创新人才、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活动、技术创

新政策的调控功能 , 发挥技术创新意识在科技认识、科技

探索、科技方法等层面上的创新功能。这是一个立体的全

方位的系统工程。政府和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实践的不同决

策层, 应强化 “优先发展科技”、“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

“优先发展创新产品”的意识 ; 科技界要牢固树立“面向经

济、面向市场”的思想 , 增强商品意识、创新意识和市场意

识 , 加强工程技术和技术经济的研究工作 , 重点和优先发

展应用技术与开发研究 , 因为技术创新的关键和特质就是

研究与开发成果的商品化; 经济界要强化“依靠科技”的意

识 , 要眼睛向外 , 紧紧盯住科技新动向、新领域、新成果 , 争

取高新成果为我所用, 同时 , 要增加科技投入 , 培养和建立

高效精干的科技队伍; 社会各界要树立和强化“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意识 , 营造技术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 为技术

创新群集的生成培育一片沃土 , 开辟一片蓝天。

( 2)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架构 , 发挥市场机制对技术创

新的自培育和自组织功能。一般而言 , 市场机制通过价格

体系发挥信息传递、经济交换的功能。正是信息的有效传

递、激励功能的发挥、收入的不等量分配等演绎了市场对

技术创新的自组织功能 , 其具体表现为 : ①市场活动本身

是一个创新过程。因为进入市场的生产受市场交易规则约

束 , 取决于市场的动态需求 , 依赖于市场活动的学习和创

新 ; ②正是由于市场因素的存在 , 减少了技术创新的不确

定性 ; ③市场在为企业提供创新风险的同时 , 也提供了利

益驱动 ; ④市场把创新成败的裁决权交给消费者 , 使创新

直接服务于消费者 , 从而正确引导技术创新 ; ⑤市场竞争

机 制 迫 使 企 业 不 断 创 新 ; ⑥市 场 锻 造 了 技 术 创 新 的 主

体———企业家。大浪淘沙 , 只有有才能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才能脱颖而出 , 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但市场这些自组织功能的发挥 , 还需要从主体到客

体 , 从价格体系到组织体系 , 构建公平、开放、有序、竞争的

完善的市场体制。

( 3) 建立健全激励技术创新的法规制度 , 发挥国家的

管理功能。市场机制对技术创新具有自组织、自强化的作

用 , 但市场活动过程本身存在盲目性 , 在诱导和推动技术

创新的过程中, 存在许多局限性 , 往往是一个被动的反应。

这要求国家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 在立法方

面制订和完善《专利法》等法规 , 保护和鼓励技术创新与技

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扩散 ; 在公共事业方面 , 要重视发展

教育 , 制订科技发展战略和科技政策 , 加大科研资金投入 ,

注重企业产品创新、方法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

创新 , 既鼓励自主创新 , 又强调合作创新 , 适当给予资助和

引导 , 并从税收、信贷等方面给技术创新以扶持和激励 ; 在

行政和司法方面, 要侧重于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

( 4) 实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集约化运行, 发挥技术

开发的整合功能。集约化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 是指由于

资源的稀缺性 , 而注重集中有限资源 , 挖掘内部潜力 , 发挥

外在张力, 实现规模经营, 同时提高产出质量和经济效益的

运行方式。与作为资源配置外在动力的市场和计划不同, 它

体现的是一种主观的有意识的组织安排。实行科学研究和

技术开发集约化运行, 就是要实现科技人才、技术开发资

金、科研设备的合理有效配置和科研潜力与张力的充分挖

掘和发挥。应重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系统结构, 创设科

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集约化主体———科研共同体。

目前我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整体结构比例失调 ,

其中政府科学研究机构规模庞大 , 且布局分散 , 而企业技

术开发机构发展滞后 , 科研活动与市场脱节 , 呈现科研与

经济“两张皮”的状态。具体而言 , 我国有 66.1%的 R&D 人

员、79.3%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 70%以上的 R&D

经费都集中在独立于企业的分散的科研机构中。大中型企

业 的 R&D 人 员 和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分 别 只 占 全 国 总 数 的

24.9%和 13.8%, 且令人担忧的是 , 大中型企业的 R&D 经

费逐年下降。[5]而在发达国家 , 企业的 R&D 人员、科学家和

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科研经费均占全国总数的 70%左右。另

一方面我国获得的重大科研成果至今转化率不高 , 推广应

用率只有 10%左右。在我国总体低水平的企业技术进步的

诸方式中 , 43.6%来自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 , 25.3%依靠国

外引进, 18.5%是模仿创新[6]。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唐·马奎

斯教授对美国 567 个技术创新成功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 :

75%的项目来自企业对市场的调查和企业自身生产工艺

的需要, 只有 20%的创新来自科研部门[7]。这里有一个强烈

的立体反差 ,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 : ①要求科学研究和技术

开发面向经济、面向市场 , 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集约化运

行模式。这样 , 既能为企业提供接近稀缺技术专家的机会,

打开外部专门技术的窗口, 又能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 ,

充分发挥科技人才资源的交叉共生潜力与张力 ; 既能使合

作者共同分担研究开发的成本和风险 , 使创新固有的外部

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内化 , 又能使合作者之间优势互补 ,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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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 从而推动技术创新群集的生成与

实现 [8]; ②要求实现科技投入由以政府拨款为主到以市场

主体资金投入为主的机制转变。增大 R&D 占科技活动总

经费的比重 , 加大对 R&D 成果投入方向的倾斜。这也是产

学研相结合 , 科研与开发集约化运行的必然结果 ; ③要求

组建一系列集约化科研共同体 , 应发挥共同体的整合功

能。这样的共同体以资金来源不同( 政府、市场) 而有所区

分 , 或注重世界级高新科学研究与基础研究 , 或从事应用

性科研与开发 , 但主要是以科技人才智力为主体实施配

置 , 注重专业结构、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的合理组合 , 加强

信息及资源的合理分享与充分有效利用。典型的有卡文迪

许实验室、哥本哈根学派、曼哈顿计划、IBM 实验室、中国

“两弹一星”研制集体等共同体。应发挥共同体在技术创新

过程中既连续又非连续 , 既交叉又相对独立的整合功能 ,

促进技术创新的技术性和统计性群集[9]。

( 5) 加快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 , 建设信息高速

公路。现代社会已步入发展快车道 , 创新和信息流已成为

当今社会的重要特质。而创新更多地依赖于信息流 , 创新

行动实际上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以及该系统与外部环境

之间信息输入输出的总和。在创新的启动、决策、R&D、生

产、销售和创新扩散等诸环节和阶段上都存在大量信息流

动和交换。如果缺乏大量的信息流 , 势必导致技术创新环

节的中断、受阻或扩散过程失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已相继建成了国家级的计

算机信息传输网络———信息高速公路 , 并相互连成覆盖全

球的国际性计算机网络 , 成为科研活动最主要的基础设

施, 大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我国

虽 然 在 1995 年 2 月 建 立 了 国 家 教 育 科 研 计 算 机 网 络

CERNET 示范工程 , 使我国大部分高等院校的教师和科研

人员在全国和全世界的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进行学习和科

研工作 , 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 把我国高校

带入到世界科技领域快捷方便的入口, 成为科学研究的重

要基础设施 , 为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高

层次人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还

有一定的差距 , 表现在我们的信息产业规模小 , 门类不够

齐全 , 手段不尽合理 , 计算机及网络应用水平不高 , 有关法

规制度及管理手段不健全 , 全民信息意识不强。所以有必

要进一步发展以数字、文字、声音、图形、图象以及传感信

号为载体、以获取、加工、传播和使用信息为内容的信息技

术和与之相关的信息技术设备与器件的制造 , 进一步发展

以信息生产、加工、存储、流通和服务为主的信息产业 , 积

极建设信息高速公路 , 加速信息传递 , 从根本上改变并促

进科技界、教育界、企业界之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科

学计算和研究合作 , 促成技术创新群集的有效生成和实

现。

如果说强化科技意识 , 完善市场体制 , 健全法规制度

只是为技术创新群集的生 成 创 造 了 基 本 的 环 境 变量 , 那

么 ,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集约化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

则直接有利于技术创新群集的生成和实现。

3 结束语

我们在促成技术创新群集的同时 , 应注意尽量减少由

技术创新给人类环境带来的负效应。每一个技术创新项目

的出现, 除了要进行经济效果评价外 , 还应从生态人文、可

持续发展及全球环境均衡等角度进行评价 , 防止打开另一

只“潘多拉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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