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近年来，全球各国纷纷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未来

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高技术产业以

其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度高、技术层次高、附加价值高、
能源依存度低等优点，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产业。 高

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 不但决定着国际竞争力的高低，而

且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地位。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两部分 :要素

投入和生产率的提高。 前者可能在短期内带来高增长，但

基于收益递减规则，可持续增长只能通过生产率的增长来

获得。 早期的理论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归功于技术进

步，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它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动和

技术进步两个部分。所以对技术效率的研究是伴随着对生

产率和技术进步的研究和测算出现的，技术效率揭示了技

术进步、技术推广应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当发生技

术进步时，前沿生产函数就会发生移动，前沿生产函数的

移动使得技术效率高的生产单位或部门又将面临如何提

高技术效率的问题。 从增长源泉角度讲，产品产出的增长

是要素生产率提高与要素投入量增长的结果，而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又归结于技术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作用。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法瑞尔 ［1］首次从投入角度提出

技术效率的概念。 法瑞尔把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分解为

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两部分， 他认为技术效率就是在产出

规模不变，市场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按照既定的要素投入比

例所能够达到的最小生产成本占实际生产成本的百分比。
勒宾森（Leibenstein，1966）从产出的角度对技术效率的概念

作了新的定义，即技术效率是在市场价格水平不变、投入规

模及投入要素比例不变的情况下， 实际产出水平与所能达

到最大产出的百分比。应该说，这两个定义分别从投入和产

出两个不同的角度给技术效率的内涵作了完整的阐释。

1 高技术产业内涵

由于各国的科技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市场条件存

在着很大差异，因而，各国对于高技术产业的提法不尽一

致，联合国统计机构称其为“技术密集产业”，美国称为“高

技术产业”，日本称为“知识密集产业”，我国则称为“高新

技术产业”或“高技术产业”。 各国学者对高技术产业的定

义也各不相同［2］。综合各国学者对高技术产业作出的定义，

从产业特征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高技术产业是指由高技

术成果转化形成的,具有知识密集、R&D 投入高、附加价值

高、增长速度快、技术效率高等特征的先导型产业。
我国对高技术产业的定义， 目前采取的主要是概括

法，也叫例举法，即按技术类型定义高技术产业。 《中国科技

产业》 公布的目录包括： ①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产

业；②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③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

体化技术；④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⑤材料科学和新材

料技术；⑥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⑦生态科学

和环境保护技术；⑧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⑨基本物质

科学和辐射技术；⑩医药科学和生物科学工程［3］。

2 我国高技术产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些学者曾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

技术效率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机理分析

魏世红1,2，谭开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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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技术效率的视角, 揭示了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技术效率促进高技术产

业发展的机理，通过对高技术产业存在问题的分析以及技术效率的激励机制，对提高技术效率提出了相关

建设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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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总结，余建形，徐维祥，楼杏丹（2005）提出了我国高技术

产业 在 发 展 中 遇 到 的 瓶 颈问 题，陈 朴、蔡 兵（2005）、姚 学

宁、李美菊、鲍建辉（2003）、仇晓丹（2005）等学者分别对广

东、河北、江西等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制约因素进行

分析。
中国工程院课题组（2004）［4］承担的课题《我国高技术

产业发展问题研究》中，概括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现

状，也提出了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存在 11 个方面的问题：
（1）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但其产值占全球高技术产

业的比重还较低，总体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
（2）高技术产业中，工业增加值不断上升，但产品的附

加价值仍较低，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3）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显著不足，自我发展资金积

累能力低，在技术密集程度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

差距；
（4）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及其占商品进出口总额的

比重不断攀升，但进出口贸易逆差仍较大，出口产品以加

工贸易为主；
（5）高技术产业的专利申请量产出呈上升趋势，但授

权的核心发明专利不多；
（6）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迅速，但还存在产业集群

优势不明显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7）大型企业有较明显优势，但与国外相比产业集中

度仍较低，缺乏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
（8）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不平衡；
（9）我国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方面对外资和外国技术依

赖严重；
（10）我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不高；
（11）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受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制约。
通过对以上有关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分析

的文献进行梳理， 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性质进行分类，
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可分为以下几类：

（1）产品附加值低，资源利用率低，资源要素供应矛盾

严重激化，高技术产业效益低下；
（2） 高技术产业投资显著不足， 尤其是 R&D 经费短

缺，受资金约束影响大，自我发展资金积累能力低；
（3）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企业的规模优势不明显。

3 技术效率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机理

实际上，上述高技术产业的所有问题都和高技术产业

发展的劳动生产率所包含的 3 个方面（技术进步、技术效

率和规模效应）相关，尤其是与其中的技术效率相关。技术

效率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机理如图 1。
（1） 促进作用传导路径一： 技术效率———劳动生产

率———高技术产业的生存力和竞争力———高技术产业发

展。
首先，以技术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了资

源利用率，缓解了资源要素供求矛盾，增加了产业利润，可

提高高技术产业效益；其次，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成本

降低可使企业的 R&D 投入增加， 解决高技术产业投资不

足的“瓶颈”问题；第三，在竞争机制作用下，劳动生产率高

低不同的企业在市场中优胜劣汰，有利于产业资源的优化

配置，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从生态位的视角来看高技术产业发展，生存力描述的

是产业的“态”属性，反映的是产业内部构成要素的完整性

及各要素功能的完好性，是产业得以生存的基础。 技术效

率高可以促进产业内各生产要素功能的完好，从而增强了

高技术产业的生存力；竞争力描述的是产业的“势”属性，
反映的是产业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转换情

况，主要是指产业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即产业不断学习、
创新的进化能力， 所以 R&D 投入的不断增加提升了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又提高了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 高技

术产业生存力和竞争力的共同提高将推动高技术产业的

快速发展。
（2）促进作用传导路径二：技术效率———产业结构转

换能力———产业经济资源的转化效率———高技术产业发

展。
技术效率另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于，技术效率高的产

业对技术进步、社会资源供给状况和市场需求状况变化的

适应能力更强。 因此，提高技术效率有利于增强高技术产

业结构转换能力， 进而提高产业经济资源的转化能力，促

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相对于其它产业而言，由于新技

术出现，原有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使得高技术产

业结构转换速度高于其它产业，因此，提高技术效率，增强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就更为必要。

图 1 技术效率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机理

4 提高技术效率， 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

对策建议

（1）坚持“质量内涵型”的产业增长方式。 作为一个新

兴的产业，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中，要尽量避免我国过去

其它一些产业发展过多地依赖于数量扩张来推动。我国高

技术产业在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应重视挖掘要素的产出潜

力，提高产业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使产业发展真正实现

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2）通过合资、购并以及战略联盟、策略联盟等多种方

式整合高技术产业链。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经营单位规

模偏小，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核心企业，各相关企业关联

度小，需要突破边界，通过市场和资本经营手段，打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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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链，提高整个高技术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

水平，大幅提高产业的综合技术效率。
（3）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使技术的提高得到人

力资源的保证。 劳动力素质对技术效率的作用十分明显，
高技术产业生产技术的充分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

否拥有充足的高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提高我国高技术

行业的技术效率，应该在高级人才的引进、培养上加大力

度， 甚至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高级人

才，使我国的高技术产业能尽快地站在全球的制高点上。
（4）坚持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共同发展，以规模效率

的改善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 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十

个行业都只能说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都没有达到最优的规

模。因此，为了提高生产技术的利用效率，在行业发展过程

中，一定要注意鼓励行业不断发展和壮大。
（5）建立和完善高技术产业创新体系，不断持续地进

行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通过体制创新，不断优

化整个产业和经营企业的要素配置水平；通过建立和完善

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提高高技术企业的管理水平；通过整

合产业的技术资源，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创新水平，提高产

业的综合技术效率水平，最终提高高技术产业的产业竞争

力和产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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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性检验

Alfred Marshall在其产业区理论中首次使用 “集聚”概

念描述地域的相近性和企业、产业的集中，提出产业空间集

聚，认为集聚能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产业集聚是否存在于高

新技术产业是产业集聚理论能否应用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前

提条件，本节目的在于检验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性。
国内外产业组织理论对产业集聚程度测度的指标很

多，主流指标有：行业集中度、集中曲线、洛仑兹曲线和空间

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熵指数和空间集聚指数等。 本章

选取最新的产业集聚测度指标———由Ellision和Glaeser［1］提

出的解决空间基尼系数失真问题的新的集聚指数“空间集

聚指数”。
Ellision和Glaeser建立的产业空间集聚指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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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某经济体某产业内有N个企业将 该 经 济 体 划 分

为M个区域，N个企业分布在这M个区域中，β表示产业空

间集聚指数，pi为i区域某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总就

业人数的比重，qi是i区域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

重，sj为第j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基于产业集聚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研究

邹鲜红，杨 涛

（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开篇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性，评述了产业竞争力的钻石模型，在该模型优缺点的基础

上， 提出了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双层环式模型， 最后分别研究了内层环式构成因素和外层环式构成因

素，剖析了集聚效应条件下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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