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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原始创新是我国新世纪科技发展的战略新思想。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对区域进行原始创 

新的可行性和显著效应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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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如今 ，伴随 着 日益加 强的全 球化 ，世 界 

经济发展已呈现出很强的区域化。区域在目 

前的研究中蕴含多层含义：狭义的区域如我 

国现行的省、区、市行政区划。广义的区域可 

以指城市圈域I1]，如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长江三角 洲地 区；也 可以指一 个 国家 ；或者 

几个国家基于某种利益集结形成的更大区 

域，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等。而本文侧重 

探讨狭义区域的发展问题。 

众所周知，区域创新能力的核心是原始 

创新能力。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进程 

之中，仅靠低层次的创新已不能适应我国客 

观现实发展的需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已成 

为区域发展的关键。 

1 区域原始创新能力分析 

由于技术进步 与 区域 的发 达程 度具有 

较大的吻合度，因此，我们仅从发达的东部 

地区中选取北京、上海 、江苏、浙江 、广东、福 

建 6省(市)作为样本，进一步探讨原始创新 

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1．1 区域原 始创新 能力评价 指标 体 系的确 

定 

我们通过专家筛选法 (发出 27份咨询 

问卷 ，收回 25份)，选取科技基础 、科技投 

人 、科技产出、环境支持 4个方面作为二级 

指标，同时确定了 30个三级指标，构成了区 

域原始创新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t 。 

1．2 评价方法的选 定 

我们采用多层次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法 

对区域原始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灰色系统理 

论是近年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和 

处理复杂系统的理论，而多层次灰色关联综 

合评价法则是在指标权重确定的基础上，再 

利用灰色理论 中的灰色关联度作为测度的 

评价方法。 

1．3 区域原始创 新能 力评 价指标体 系的 测 

算 

根据确立的区域原始创新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我们应用专家测评法，向本研究领 

域的数十名专家发出咨询问卷，问卷全部回 

收。然后．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各个步骤进行 

计算、检验，最后得到各指标的权重，见表 1。 

在指标权重确定的基础上，我们收集了 

2001年 、2002年 、2003年的有关数据 ，采用 

多层次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方法进行定量测 

算比较。数据来源主要有：《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高等院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全国 

科技机构统计数据集》，《全国科技进步统计 

监测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通讯录》，《中 

国工程院院士通讯录》等国家级权威资料。 

对于定性指标的数据 ，我们采用专家标度 

法，这也是现在对定性指标处理最常用的方 

法。我们测算得到的6省(市)原始创新能力 

的比较结果，见表 1。根据测算比较结果， 

2001—2003年 3年间，6省(市)的原始创新 

能力的高低排序均为：北京>上海>广东>江 

苏>浙江>福建，说明发达的地区原始创新能 

力相对较强。 

2 原始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原始创新对 区域经济 

的贡献 ，我们采用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来研究 

原始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哈罗 

德一多马动态经济增长模型 G=S／V(式中 G 

为经济增长率；5是社会的储蓄率；V是资本 

变化率与国民收人变化率的比率)。 

考虑到储蓄应全部转化为投资，但投资 

并非全部用于一般性创新，还包括原始创 

新。在考察原始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 

时，应对储蓄率 S作一些调整。这里的G。表 

示由原始创新直接投资导致的实际经济增 

长率，G表示实际经济增长率 ，Io，t-1表示在 

一 1时期的原始创新直接投资额 ，J『f一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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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区域原始创新能力综合评价 

注：①大学包括：综合、理、工、农、医类高等院校。②国家级研发机构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属研发机构和中科院属研发机构；研发机构指地级 

及地级以上政府部门属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③科技信息和文献机构包括地级及地级以上政府部门属科技信息和文献机构。 

￡一1时全社会的创新投资额。计算原始创新 

投入贡献率时可以将原始创新投资率表示 

为 so=to l／Y l。 5么 ，Co=So·Io
． l／(Y 一Y 1)=(1o 

．／y卜t)·[1o川／(Y -y )】。 

又可由 G的定义直接有：Go=G·Io ／tl。 

进一步推导出原始创新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为 CgC=1o 以l。我们也选取 2001-2003 

年的数据，统计分析 6省(市)的原始创新对 

相应地区国民经济 的贡献程 

度 ，统计结果 见表 2。 

从 以上 统 计 结果 可 以得 

出结论 ：虽然目前我国对原始 

创新投入的总体力度不大，但 

是发达地区技术进步的贡献 

率大，原始创新能力也强，原 

始创新的投入力度也大 ，并且 

由于原始创新投入而产生的 

对区域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 

也明显大于其它区域 ，如北 

京、上海等地区。 

3 原始创新对区域发展 

的主要外溢效应 

3．1 培育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 力的标志就是 

能否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技术，而区域原始创新的成 

功，不仅有利于增强区域核心 

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增强国家 

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厦华高清 

晰数字电视是国内唯一符合 

美 国消费电子协会 的数字 电 

视各项标准的产品 ，而且许多 

技术参数 和指标都超过该标 

准要求，代表了当前世界上数 

字电视的最高水平。它的研制 

成功早已超越了培育区域竞 

争力的范畴，它代表中国的彩 

电业完全依赖 国外彩电厂商 

的历史宣告结束，为中国民族 

彩 电业 谋 求 全 面突 围 做 出了 

历史性贡献。 

3．2 培养未来杰出科学家 

基础研究需要人才的“链 

状”积累。而原始创新的另一 

个显著外溢效应恰恰是培养 

杰出人才 ，因为核心人物的影 

响和培养以及 良好的学术环 

境是杰出科学家成长的沃土。 

卢瑟福 的学生著名物理 

学家卡皮查曾说 ：“大科学 家 

是大科 学家排选和培养出来 

的”。在美国 1901-1972年间92位诺贝尔获 

奖者中，有半数以上(48人)其导师也是诺贝 

尔奖获得者l引。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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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6省(市)原始创新投入贡献率比较(％) 

现象，如系列合成催化剂的发明人魏可镁(福 

州大学教授)在项 目研发过程 中培养 了一批 

中青年骨干，有研究员 、副研究员及博硕士 

生 ，等等。 

3．3 促进学科发展 

原始创新的成功必然会引起国内外的 

关注，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吸引优秀人才加 

盟，这对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大有裨益。例如 

华中科技大学在汁算机存储技术 与系统方面 

的一系列原始创新成果 ，使该 学科获准 为国 

内同行业第一个博士点和硕士点 ；1998年， 

获得世界银行贷款 55万美元，国内配套资金 

500万元，设立了“外存储系统”国家专业实 

验室；1998年，“数据存储及结构”被教育部 

批准为华中理工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 

科；1998年，该实验室所属 “计算机系统结 

构”学科被评为湖北重点学科，等等。 

4 区域进行原始创新的策略 

4．1 区域领导应高度认识区域进行原始创 

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区域领 导应充分认 识到 原始 创新 可以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支撑和技术储备。根据我们在 E史中的分 

析研究，原始创新中的应用基础研究并非高 

不可攀 ，区域完全可能在有一定基 础和优势 

的领域进行突破，抢占世界高科技制高点。例 

如，辽宁近年来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高，在计 

算机软件 、工业自动化、新材料 、基因技术与 

水稻高产育种等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均取得 

重大突破，为辽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 。 

4．2 区域进行原始创新不 宜齐头并进 

根据我们在上文中的分析研究，技术进 

步与区域的发达程度是有较大吻合度 ，原始 

创新能力也与区域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因 

此，虽然我们提倡区域进行原始创新研究，但 

要讲究策略，要有重点，不可一哄而上。据研 

究，东部地区在知识创新基础与投入、人力资 

本积累等方面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因此， 

东部地区必须带头承担起国家基础研究与开 

发的任务 ，逐步改变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技术 

依赖现状 ，为我国在世界新一轮的分工中争 

得一席之地。 

4．3 区域进行原 始创新应 符合 区域产 业优 

势及特色 

区域进行原始创新不要覆盖太广。那 

么，区域政府应推动哪些产业 的发展呢?各地 

区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将 仅取决于建 

立在地区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大小， 

而且也取决于企业竞争 力为核心形 成的竞争 

优势强弱l7。因此，区域应在事关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重大领域中，选择具有区域产业 

优 势及 特色 的少数几 个方 面跟世 界前 沿领 

域 ，寻求 突破性进展191。 

4．4 区域应配 套 出台符 合原始 创新特 点的 

政 策和措施 

原始创新 有其 独 

特的规律 ，因此 ，区域 

政 府 除 了 在 科 研 经 

费、待遇、立项和评价 

体系等方面，建立符 

合原始创新的制度和 

政策外 ，关键要在 人 

力资本积累、创新环 

境营造 和创新投入 增 

加上下气 力 增加 人 

力资本积累的举措仍 

是在 培养 、吸 引和稳 

定 等 策 略做 文 章 ，但 

要符 合区域产业 形态 

和所处的竞争阶段和经济实力。创新环境的 

关键要从物质、精神方面为创新者消除后顾 

之忧 ，为创新研究营造 自由宽松的文化氛 围。 

原始创新投入方面，区域应力争企业加盟，尤 

其要力争相关大企业的加盟 ，并使其逐步成 

为区域应用基础研究 的中坚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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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bstract：0r nal innovation is the strategic new ideology of our coun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new century．The artM e adopts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ombined，emphasizes on homing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and remarkable avail of regional with original innovation，and brings forward relevant de· 

velopment ta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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