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国内外学者和实践工作者从各个方面对标准进行了

研究，现有文献一方面通过标准化影响技术进步、贸易发

展、市场一体化等经济增长的因素来阐述标准化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从次优技术锁定、贸易限制、市

场垄断、投资限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质疑。 在促进技术进

步方面，标准化通过约束技术 的 多 样 性（David and Roth-
well，1996；Metcalfe，1994，Swann，2000）、 加速技术扩散 与

转移（DIN，2000；Krechmer，2000；Gregory，2000）、提高厂商

技术创新的利益 （Adolphi and Kleinemyer，1995；Dale and
Oakland，1994；Swann，1994；）、 降低消费者对新技术的信

息不对称等路径促进经济增长。 在贸易发展方面，法国标

准 协 会（1972）提 出，标 准 化 作 为国 际 贸 易 的 重 要 调 节 工

具，能够推动贸易的发展。 实际上标准化通过降低交易成

本、 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率（Link，1983；Atkins，1998；Blind，
2000；Swann，1996）［1］、 提 高 竞 争 优 势、 增 强 出 口 竞 争 力

（DIN，2000；Porter，1990；Swann and Temple，1995）［2］等途径

影响贸易发展。 而在市场一体化方面，最关注这一问题的

是 欧 盟 ，Wilson（1995）和Egan（2001）专 门 研 究 了 欧 盟 和

APEC等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标准协调的进程。 另外关于

标准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研究在国外也已经有相关成

果，主要是德国的标准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和英

国的标准对生产率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都表

明，标准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 1960－1996年，
标准的作用在德国每年3.3%的总产出增长率中贡献了约

0.9个百分点；1948－2002年，英国的生产率增长中约13％要

归功于标准 ［3］。
虽然很多文献对标准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

究，并且取得了很多成果，但研究常常集中在某一技术领

域，或标准化的某一个侧面，系统阐明高技术标准促进宏

观经济增长，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及其机理的研究

成果尚不多见。
由于高技术产业高知识含量的特点，新知识的产生并

转化为生产力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内生经

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强调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把技

术进步等知识因素内生化，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纳

入增长模型。 在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上，内生经济增长理

论大多强调技术的溢出效应，从而使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最有影响的学

派。 本文正是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选择罗默的

研究与开发模型作为框架，通过研究标准对罗默模型中各

个参数的影响，分析高技术标准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1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罗默的研究与开发

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和卢卡斯的论著为开

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 经济学家们认识

到，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特

别是内生的技术变化的产物。 通过研究，他们提出内生的

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重新阐述了经

济增长的源泉，由此形成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收益递增是

新增长理论的核心，新增长理论的主流思路是肯定技术进

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同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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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其核心观点是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

长。 因此，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在信息时代， 科技已成为组成生产的第三大要素，技

术进步是经济运行中的内生变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

重要动力。 投资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反过来又提高了

投资收益，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能够长期稳定地提高经济增

长率。目前，技术进步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也放在了创新的作用上。与

此相应的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倾向于低估传播过程的重

要作用，认为创新技术一旦出现就能被采用。
本文考虑的具体模型，是由保罗·罗默（1990年）、格罗

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年）以及阿吉翁和豪伊特（1992年）
提出的研究和开发与增长模型的一个简化形式 ［4］。 在此模

型中，引入一个明确的研究与开发部门（R＆D），首先对新

技术的生产建立模型，然后对资源在传统产品的生产和研

究与开发之间的分配建立模型。 模型作了两个重要简化。
第一，研究与开发的生产函数和产品生产函数都被假定为

一般化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即它们都为幂函数，但投

入品的指数之和不一定限定为1。第二，根据索洛模型的思

想，该模型将用在研究与开发部门的储蓄、劳动力与资本

存量的份额视为外生的和不变的。模型涉及4个变量：劳动

（L）、资本（K）、技术（A）和产量（Y）。 模型处于连续时间之

中。 模型有两个部门，一个是产品生产部门，它生产产品；
另一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它增加知识存量。 劳动力中数量

为aL的份额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 另外的数量为1-aL的份

额用于产品生产部门。 同理，资本存量中的数量为ak的份

额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其余的则用于产品生产部门。 aL
和ak都是外生和一定的。 因为对一种思想或知识在一个场

合的使用不会影响其在别的场合的使用，所以两个部门都

使用全部的知识存量A（t）。
因此，在t时刻生产的产品数量为：
Y（t）＝［（1－ak）K（t）］α［A（t）（1－aL）L（t）］1-α，0<a<1 （1）
除了1-ak和1-aL两项以及对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的限制之外，这一生产函数模型与其它产品生产函数模型

相同。方程（1）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规模报酬不变：若技术

给定，那么把投入品的数量增加两倍，则产出也增加两倍。
新知识的生产取决于投入研究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

以及技术水平。由于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一般化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所以新知识的生产函数为：

A觶 （t）=B［akK（t）］β［aLL（t）］γA（t）θ，B>0，β≥0，γ≥0 （2）
其中B为转移参数。
参数θ反映了现有知识存量对研发成败的影响， 这种

影响或正或负。 —方面， 过去的发现可能提供思想和工

具，它们使将来的发现更为容易，在这种情形下，θ为正。另

一方面，最先得到的发现可能是最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
知识存量越大，得到新发现就越难，从而θ为负。 由于存在

这些相互冲突的影响，我们对方程（2）中的θ就没有施加限

制。 如果θ＝1，则Α觶 与Α成比例；如果θ>1，则效果更大；如果

θ<1，则效果更小。

2 高技术标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借鉴罗默研究与开发模型的思路，本文把高技术促进

经济增长分成两个大的阶段：研发过程和狭义的高技术产

业化过程，并详细分析技术标准在这两个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 进而完成高技术标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在研发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对高技术产业化

过程中的机理在其它文章中专门论述。
技术标准在研发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可以充分利用

以前的经验和成果，减少重复率，提高研发效率和成功率，
加速新知识的产生。本文借用罗默研究与开发模型中新知

识生产函数的框架展开分析，从标准对知识生产函数中几

个参数的影响来分析技术标准在研发过程中加速新知识

产生的机理。
2.1 技术标准能够推动知识存量增长（对A（t）的影响）

（1）技术标准是显性知识。知识管理理论认为，知识有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隐性知识也叫做意会性知识）两种

形式。 显性知识能用语言文字或其它别人可理解、可传递

的形式表达出来，成为社会上可交流、可共享的知识。隐性

知识是指只存在于个人头脑中、靠个人内省来把握和尚未

交流的， 或者只在特定场合的关系密切的少数人之间、用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契来交流的知识。隐性知识往往固

化于人脑之中，这就会使知识无法通过大范围共享来充分

发挥其效用。 由于其意会性， 这种知识很难通过文本、数

字、蓝图来转让。 根据盖拉德（J．Galllard）的定义，“标准就

是对测量的基准和单位、物体、动作、顺 序、方 式、常 规方

式、能力、功能（职能）、作业性能（性能）、办法、布置、状态、
义务、权限、责任、行动、思想准备（态度）、概念和构思等的

某种特性，给出定义，作出规定和详细说明。是为了在某一

时期能够通用，而用语言、文件、图样等方式或模型、样本

及其它具体表现方式所作出的规定。 ”他还说：“只有把想

法转换成明确的叙述或其它表现方式才能成为标准的完

整形态。 ［5］”显然，隐性知识是那些还没有标准化的知识，
显性知识是已经标准化的知识。因此，标准是显性知识，但

并不是所有的显性知识都是标准。
（2）制定标准就是将可以重复、能够共享的知识变为

标准。 制定标准就是按照标准化的技术原理，对科学技术

研究过程中或实践中积累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和经

验知识进行总结、升华、提炼，形成标准。在标准化过程中，
通过将隐性知识显性化、编码化和数据化变成标准，便于

传播共享。
（3）标准的修订过程就是知识创新的过程。 知识创新

决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原有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变革，
没有知识的积累就没有创新。标准化过程本身就是知识的

积累过程，一项标准“制定———实施———修订”的过程，就

是知识“创新———推广———再创新”的过程，也就是新知识

产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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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术标准能够提高知识存量的利用率（对A（t）的影响）
技术标准一方面作为一种编码化的技术知识增加了

知识存量，另一方面又为新的技术进步提供了一个共同的

出发点，通过减少重复研发，促进知识传播应用，提高知识

存量的利用率，提高了研发效率，加速了新知识的产生。
（1） 技术标准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可以减少重复研发。

随着科技研发复杂性的不断增加，真正能产业化、附加值

高的科技成果， 尤其是高技术成果都是多项技术的集成

体。 因此，科技研发必须以先进、科学、可靠的技术资料为

先导。现代科技和产业的发展证明：信息的数量与质量，直

接决定着科技研发和成果产业化的成败。 掌握的信息越

多、越准确、越完全，科技研发和成果产业化的成功率就越

高。 要使一项科技研发取得成功，首先必须千方百计地做

好情报工作，以掌握相关技术领域，甚至是其它学科领域

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前景，而技术标准文献是最为“广、快、
精、准”的科技信息资源。 标准作为信息资源，一方面可以

减少重复研发，另一方面可以激励创新。
（2）技术标准作为隐性知识的载体可以促进知识的传

播与应用。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存在于个体成员中的

知识几乎都是难言的，那么在企业组织中知识就很难进行

方便、顺畅的交流，个体知识也很难转化为组织知识，为组

织充分利用。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内知识在创

新过程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知识的默会性特点固然可以保

证个别企业在一段时间 内获 得 在 竞 争 中 的 独 占 优势 ，但

是，一项技术创新成果长久获得市场上的独占优势是不可

能的，这正是企业必须持续开展技术创新的理由。 而持续

的技术创新要求企业中的知识应该像“滚雪球”一样不断

积累，知识的积累过程也是原有默会性知识逐渐显性化的

过程。固然，在知识积累中必然会产生新的隐性知识，但要

使雪球越滚越大，则同样要求这些知识逐步走向显性化。
而且，在现代企业发展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

趋势:过去企业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开始为企业间的

互利合作取代，许多企业都在寻求借助战略联盟或者动态

联盟取得双赢的结果。合作开发、合作设计、合作生产的现

象已经相当普遍，在一些大公司中，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

时，如果联盟各方企业之中的知识都是高度难言的，那么

企业之间的联盟也不会稳固。 就整个社会而言，先进的技

术如果长期被少数企业垄断，也会影响到技术成果的充分

产业化，从而放慢整个社会技术进步的速度。 上述理由又

都可以说明，不论是从企业本身的发展还是从社会技术进

步的角度，都应该使隐性知识尽量地显性化。 只有将隐性

知识显性化，才能使知识更快、更广泛地传递和分享，更有

利于知识的整合而加速新知识的产生。
要使隐性知识实现更大的价值，必须有一个将隐性知

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进而对已有的显性知识进行重

新整理。 标准化过程就可以被看作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标准实际上向其使用者显示了新产品和新工艺特征方面

的知识， 使得标准采用者所要求的技术说明更容易被理

解。 在标准制定组织内部，自愿标准的产生需要企业之间

在规定共同技术指标、定义技术设计界面的基础上进行合

作，以便彼此之间能够了解其它企业生产过程知识等方面

的信息和专有技术。 因此，标准就自然地充当了隐性知识

的载体。 标准化是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机制。
2.3 技术标准能够提高研发的成功率（对θ的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创造与转化是多学科、多部门进

行交叉融合与互相合作的结果，是一个涉及面广、过程非

常复杂的人造过程系统。通过标准可以提高研发和成果转

化的成功率。 首先，技术标准是根据市场竞争的“试错”结

果，对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多样性不断约束，完成对最

优技术选择的结果；其次，技术标准是科技人员，尤其是不

同学科的科技人员，为表达设计思想而进行技术交流的技

术语言；再次，必须采用标准化来协调与规范各个学科和

各个部门的研究工作， 以使研发和产业化过程有序进行；
最后，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与研发过程和成果产业化过程

相协调，形成一体化的运作体系，可以实现系统的整体优

化。 因此，技术标准可以提高研发和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2.4 技术标准化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对L（t）的影响）

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就是将科技成果和实践中积累

的先进技术、理论、方法和经验进行综合提炼与升华和纳

入技术标准的过程，技术标准的制定、实施，能使劳动者不

断地重复同样的程序， 以利于劳动者尽快掌握新技术、新

工艺和新方法，不断地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科技

文化素质。
2.5 高技术标准下的专利池对于新知识的产生有着积极

的影响

“专利池”（patent pool， 也有文献转译为专利联盟、专

利联营、专利集管、专利联合授权等）是多个专利持有人为

了彼此之间分享专利技术或者统一对外进行专利许可而

形成的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组织 ［6-7］。 在进入知识经

济时代的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现代专利池，特别

是技术标准下的专利池迅速发展。当今高技术领域的主要

技术标准下大都建立了一个或多个专利池。进入专利池的

企业可以用池中的全部专利从事研究和商业活动，而不需

要就池中的每个专利寻求单独许可，甚至池中的企业彼此

间不需支付许可费。池外的企业则必须通过支付一定的费

用取得一个统一的许可证。专利池的主要作用在于能有效

地消除障碍专利、加强技术互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专利

纠纷。 已有的研究成果指出，专利池不仅有助于创新者突

破由于专利密集化而形成的“专利丛林”，减少“反公地悲

剧”［6,8］，而且能降低研发成本，分散研发风险 ［9］。 就此而言，
专利池的存在对于创新有着积极的影响。 因此，高技术标

准下的专利池对于新知识的产生作用巨大。

3 结论

由于高技术产业高知识含量的特点，新知识的生产及

转化为生产力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内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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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强调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把技

术进步等知识因素内生化，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纳

入增长模型。 本文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以罗默

的研究与开发模型为框架，研究了标准对罗默研究与开发

模型中新知识生产函数几个参数的影响，分析了技术标准

在研发过程中加速新知识产生的作用机理。技术标准在高

技术研发过程中之所以会起作用，主要是因为技术标准能

够推动知识存量增长； 可以充分利用以前的经验和成果，
减少重复研发，提高知识存量的利用率；可以提高研发效

率和成功率；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加速

新知识的产生，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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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Mechanism of High-Tech Standard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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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s of High-Tech standards to
each parameter in well known Romer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and we analyses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High -Tech
standard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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