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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在论述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是海南产业结构水平不高的重要原 

因的基础上。从海洋产业、农业、资源加工业、信息产业和旅游业5个方面，就如何利用技 术创新推动海南产业结构升级 

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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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世界各 

国的实践，都表明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必 

要条件，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产业结 

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优化的过程。在科技进 

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促 

进经济发展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 

要动力 

1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是海南产业结 

构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8年4月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经济 

发展迅猛，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是历史上发 

展最快、最好的时期。按可比价格计算，2002 

年GDP比建省前的 1987年增长3．99倍，年 

均增长 l1．3％；人均 GDP约 973美元 ，比 

1987年增长2．93倍，年均递增 9．5％；经济 

发展水平已从低收入水平跨人中下水平行 

列。在经济结构上，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农业 

为主到一 、二、三次产业共同发展的大变化。 

但是，整体来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海南产 

业结构仍处于低层次的演进阶段。主要表现 

为： 

(1)农业比重过大，潜力尚未充分发挥。 

1992年，由于房地产热，海南农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曾降到历史最低的 29．79％。但 

1995年后，一直维持在 35．6％～38％的高水 

平。2002年，这一比重为 36．64％，为全国最 

高。传统农业比重大，热带高效农业和海洋 

产业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向 

经济优势的转化不畅。 

(2)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比重太小。建 

省办特区后。海南第二产业在 GDP中的比 

重一直维持在20％左右，1993—1994年由于 

房地产热曾达25％以上。在二产内部，1992~ 

1994年间建筑业增加值已经接近工业增加 

值，但 1995年后，建筑业增加值在第二产业 

中的比重[-1渐降低，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日 

渐增加。2002年，海南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 23_38％，远远小于全国 51、1％的水 

平。其中，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6．65％，与 

全国6．7％的水平相当；而工业增加值仅为 

104．5亿元 ，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0．22％，占 

海南 GDP的 16、7％，远远低于全国 44、4％的 

平均水平。 

(3)第三产业根基薄弱，发育不完善。 

1988年后 ，海南三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是建立在城市化 

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市场狭小基础之上 

的，没有坚实的一、二产业做基础，发展后劲 

日渐不足。1998年后，海南经济从“房地产泡 

沫”中全面复苏，年均增长一直保持在8％以 

上，但三产的增长速度每年都低于一、二产 

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且，在三 

产内部，运输、商业、饮食业等传统服务业占 

很大比重，而金融保险业、文化科教产业等 

新型服务业比重小，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中 

介服务机构薄弱，缺乏高层次、技术与知识 

密集的服务业 ，难 以满足一、二产业结构升 

级的需要。 

综合分析海南产业结构水平不高的现 

状及其成因，不难发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是重要原因之一。主要表现为： 

(1)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低。目前，海南 

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劳动力和对旅 

游、农业、海洋等资源的开发利用。2002年， 

工业化程度仅为0．31，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偏低，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2)整体科技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 

2002年，海南科技人员为 3 442人，约 占全 

国总数 322．2万人的 0．1％；全年 R&D经费 

支出为 1．22亿元，不到当年全国该项支出 

1 287、6亿元的 0．1％，在当年 GDP中的比重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2年，海南技术 

市场成交额为 2．37亿元，不到全国技术市场 

成交总额的 0．27％。2002年度，全国 3种专 

利申请受理量合计205 544 项，海南 546 

项，仅高于西藏、青海和宁夏；全国3种专利 

授权量 112 103项，海南 199项，仅高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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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青海。众多统计数据，直观地表明了海南 

整体科技水平的落后。 

(3)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市场 

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的条件、 

发展的基础和提高竞争力的源泉，企业不创 

新，就不能成为技术创新投资和研究开发活 

动的主体，就会被市场淘汰。然而 ，当前海南 

的现状是：企业规模小，工业基础薄弱，技术 

装备水平低，工艺落后，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截止2002年底，海南全省国有企事业单位 

有专业技术人员 108 749人，在全国仅多于 

西藏、青海。工业基础薄弱，制造业技术水平 

落后，又缺乏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企业，必 

然成为制约海南产业结构升级的“短腿”。 

(4)高新产业规模小。海南的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缓慢，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 

仍然较低 ，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对产业结构 

升级的推力不足。在列入 2002年度国家统 

计的53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中，海南开发区 

内高新技术企业为 104个，总产值 723 317 

万元。列 48位 ；总收入 695 174万元 ，列 49 

位；出口总额 3 296万美元，列 44位。总的 

情况看来 ，发展态势并不好 ，还不如保定、包 

头、鞍山、株洲、洛阳等开发区。 、 

(5)教育事业欠发达。海南作为一个孤 

悬海外的岛屿，自古以来教育事业不发达。 

改革开放后，尽管海南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 

足进步，但仍在全国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截止 2002年底 ，海南全省教育经费总额为 

23．66亿元，有各类高等学校9所，中等专业 

学校34所，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34 711人，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 10 559人 ，在全国 

仅高于西藏、青海和宁夏。显然，缺乏相对富 

饶的教育土壤，实现海南科技水平的提高和 

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是具有相当难度的。 

2 利用技术创新推动海南产业结构 

升级的途径 

当前。面对自身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和中国加入WTO、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进 

程加速、特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等外部环境 

的严峻挑战，海南已经到了以结构调整促进 

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不调整就难以继 

续前进，不调整就难以健康发展。因此，为新 

一 轮经济增长提供具有充分活力的结构基 

础，产业结构仅仅进行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 

调整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必须实行全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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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真 

正使海南产业结构产生内质性的根本变化， 

进而有效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尽管推动海 

南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很多，但技术创新无 

疑起着至关重要或者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因 

为正如前文所述 ，海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 

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技术创新这一重要 

因素。因此，海南经济要实现新的腾飞，就必 

须抓好技术创新，走依靠技术创新调整产业 

结构的道路。 

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产业结构演变历 

程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 

级基本上可以沿着4条轨迹进行：一是技术 

创新促使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部门，并使一 

些落后的产业逐步被淘汰；二是技术创新从 

根本上改变传统产业的面貌，进而使产业结 

构发生大变革；三是技术创新刺激需求结构 

发生变化，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四是 

创新技术关联的改变带动产业关联的变动， 

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立足于海南经 

济、科技的发展现状，本文认为，利用技术创 

新推动海南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有以下几条 

途径： 

(1)大力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加快南 

海开发，做大做强海洋产业。海南最大的优 

势在海洋，海南最大的希望在海洋。200万平 

方公里的海域蕴藏着无比丰富的资源，特别 

是石油与天然气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渔业 

资源和海产药材，是海南经济发展的恒久支 

撑点。专家纷纷预言，21世纪的海南不但是 

后来居上的海洋经济强省，而且必然成为中 

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最大“亮点”。因此，海南 

应尽快制定可行的海洋资源开发总体方案， 

大力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切实把海洋开发 

纳入整个国土开发计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计 

划，走依靠科技开发海洋的新型发展道路。 

在此基础上，近期的重点是积极采取内引外 

联的形式，广泛开展资金、技术合作，大力发 

展海洋油气开采及化工，海洋捕捞、养殖和 

海产品加工，海洋制药，港口与海上运输，海 

上旅游观光以及近海滩的综合开发等产业， 

整体推进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显然，这必 

将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增创新的发展优势，推 

动海南跨越式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2)利用技术创新，改造传统农业，加快 

发展热带高效农业。海南地处热带，高温多 

雨的优越自然条件，促进了物质、能量快速 

转变，生物活力强，生物物种丰富，生态结构 

复杂，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 

势，是中国任何地区不可比拟的。为此，要依 

靠技术创新，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改造传 

统农业，坚持比较效益最大化和生态平衡的 

原则，坚持“调优、调精、调高”和适度规模的 

方向，加快建设热带高效农业基地，提升农 

村经济产业化水平。在种植方面，调减传统 

作物种植面积，大力发展南繁育种产业和特 

色种植业，如名优特水果、花卉、反季节瓜 

菜、优质水稻、优质林木等；在养殖方面，大 

力发展特色养殖业，如文昌鸡、东山羊、加积 

鸭等名优特和拳头产品，大力发展海洋养 

殖、远洋捕捞业等。值得指出的是，海南在依 

靠技术创新发展热带高效农业时，必须实施 

农产品安全质量的国家标准，完善农业质量 

标准体系和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始终坚持 

无公害绿色农业的发展方向。 

(3)立足资源优势，以高新技术和适用 

技术为支撑，大力发展资源型加工业。一是 

大力发展农产品、海产品加工业。发展农产 

品、海产品加工业既是缓解当前海南部分农 

产品生产相对过剩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海 

南工业化水平的有效切人点。基于海南农产 

品、海产 加工行业目前总体规模小、技术 

水平低、缺乏有竞争力的大企业的现状，发 

展的方向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先导， 

实施名牌经营战略，采取更灵活的政策，推 

动各种形式的资本、原料、技术联营合作，着 

重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在继续扩充数量 

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规模扩大和效能提 

高上，发挥大型龙头加工企业的带动和辐射 

作用。二是大力发展海洋油气化工业。要以 

集团化 、基地化为 目标 ，采取有效措施加快 

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根据国内市场油气需求 

不断加大开采力度，力争用 5~10年时间将 

海南建成全国最大的天然气化肥生产基地 

和甲醇生产基地 ，大力发展利用凝析油加工 

生产精细化工品和利用原油进行加工的炼 

油厂项目及下游产品，到2015年初步把海 

南西部建成中国新兴的的大型油气化工基 

地。三是大力发展生物制药业。海南具有得 

天独厚的南药药材资源和海洋药材资源，要 

把发展生物制药业作为带动海南产业升级 

的重要切人点。当前的重点是抓好海口“药 

谷”的建设，精心规划，立足资源比较优势， 

大胆开展技术创新，通过与国内外著名院所 



的联合攻关 ，开发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名牌产品。 

(4)按照“智能岛”的战略目标，大力发 

展信息产业。1997年，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 

把海南建成“智能岛”，其内涵是以信息技术 

和信息基础设施为支撑，以优化资源为依 

托，以信息产业为先导，以高新技术产业群 

为产业支柱 ，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跨越发 

展。显然，这是一个以信息化建设为主要内 

容的动态进程，其关键在于以下二个方面： 

一 是信息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发展，从而推动 

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二是在一定社会信 

息化的基础之上，实现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 

展。立足海南实际，短期来看，海南信息产业 

发展的重点是信息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发展， 

从而推动社会信息化进程。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海南尚未建立完备的传统工业体系，是 

难以简单套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重 

点应放在信息产业与农业、旅游业等优势产 

业的良性互动上。长期来看，在一定社会信 

息化的基础之上，要优先和重点发展信息服 

务业，力争首先成为国际性热带农业和旅游 

业信息中心，进而成为地区海洋开发、领空 

开发的信息流通中枢。此外，我们知道，只有 

那些适宜于创造性劳动和生活的地方 ，才能 

真正吸引高素质人才，才是高素质人才密集 

的软件产业生存发育的沃土。长远来看，海 

南良好的环境对一流人才无疑将具有极大 

的吸引力，只要坚持不懈，软件业的突破指 

日可待，实现印度式的软件发展奇迹是很有 

可能的。 

(5)立足提升旅游业科技含量，大力建 

设国际海岛度假休闲基地。旅游业是永恒的 

朝阳产业。海南气候宜人，具有迷人的热带 

景观和独具特色的海岛风情，旅游资源非常 

丰富，发展旅游业潜力巨大。为此，海南要大 

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 ，积极引进国内外资 

金 、技术和管理经验 ，大力开拓客源市场，加 

强旅游软硬环境建设，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 

饭店旅馆、旅游交通、旅游景点、旅游商品、 

和旅游娱乐，重点建设三亚国际旅游城市、 

以海口为中心的琼州海峡度假区和博鳌国 

际会展中心。要大力实施“科教兴旅”战略， 

努力提升海南旅游业的科技含量，而且其突 

破 口和切人点可以放在大力推进旅游业的 

信息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 

给旅游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使旅游业在 

深度、广度和高度上都有了长足发展。因此， 

海南要健全旅游信息网络，不断增强投资力 

度，加快完善旅游企业和城市的信息化基础 

设施，努力构筑有助于旅游业信息化发展的 

大环境，全面营造旅游的“信息化形象”。 

3 加快技术创新。促进海南产业结构 

升级的对策研究 

(1)深刻认识加快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个 

国家或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强弱，关键取决于 

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没有科技进步与技术 

创新，就无以加快区域的发展。所以，海南要 

充分认识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 

发展中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海南进人新的 

发展阶段必须依靠切实加大技术创新的速 

度与力度 ，采取多方面手段 ，在政府 、企业和 

民间中培育“技术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的思 

想意识，最大程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为技术 

创新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用技术创新主导海南经济发展的战 

略全局。海南要积极树立科学发展观，衡量 

经济成就的标志 ，重要的并不在于量的增 

加，而在于经济质量、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就 

是要看经济增长是否投人少 、产出大 、效益 

高，要看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否越 

来越大。因此，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在推动经 

济增长中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用技术创新主导经济发展 

的战略全局，占领经济发展制高点，增强综 

合实力。 

(3)重视技术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没有人才，技 

术创新最终只能成为一句空话。结合海南的 

实际情况，海南人才开发模式一方面应立足 

于本地培养，可超出经济发展的水平，加快 

高等教育和实用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另一 

方面应重点加大人才引进工作的力度，创新 

人才使用机制，特别是要大力实行“主动出 

击”的人才引进机制和“杰出人才”的表彰留 

用机制，努力创造拴心留人的社会氛围。 

(4)明确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目前，海南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高新技术 

产业刚刚起步且发展缓慢。因此，当前海南 

的重点是要借助技术创新改造和提高传统 

产业，促进农业、旅游业、资源加工业等传统 

产业升级；另一个重点是要不失时机地加速 

发展有市场需求和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动和促进信息产业、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的 

崛起。在此基础上，在海洋石油化工等领域， 

还应把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同加速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很好地结合起来。 

(5)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良好社会支 

持系统。一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 

别要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同经济体 

制的配套改革，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 

制、机制；二是建立起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 

创新体系，出台政策扶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 

技术创新中心或技术开发中心，使企业成为 

技术创新的主体，全面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三是积极发展和扶持多种所有制、多种 

组织形式的科技型企业；四是改革资金对技 

术创新的投人方式，拓宽对科技研究开发的 

资金投入渠道；五是建立健全促进技术创新 

人才脱颖而出的培养和管理机制，大胆启用 

优秀年轻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人才在技术创 

新领域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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