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发展中国家奋

起直追、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我国是人口大国，资源短缺

的矛盾日益突出，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不可能依靠

资源耗费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06 年党中央、国

务院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审时度势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将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

的首要推动力量， 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

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以推动我

国经济增长从粗放的资源依赖型转向集约的创新驱动型，
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创新”被提升到

了国家战略层面，这标志着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进入

了一个历史性跨越。
“创新”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

彼特（J·Schumpeter）提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

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

“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创新是一个系统，技术创新和制

度创新是它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熊彼特没有

明确地将创新划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但在其关于

“新组合”的创新定义中，“引入新产品”、“引进新的生产方

法”、“开拓并利用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 等都偏重于技术

创新，“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则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 关于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概念，普遍认为：技术创新是指从新

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产生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由新设

想的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等一系列活动组

成；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的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

打破的方式，是个人、团体、政府等制度创新主体为获得潜

在收益而进行的制度安排。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二者孰优孰先，一直以来都是理论争执的焦点。 当前我国

经济转型时期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也面临着如何处理技术

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决策问题，如果单纯从技术层面来

考虑创新问题，不会形成有效的内生创新能力。因此，梳理

已有相关理论，归纳明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

长的互动作用规律，对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重技术轻制

度”的指导思想作出客观评价，强调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创

新对技术创新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

实意义。

1 技术、制度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创新

要素

在新增长理论产生之前，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

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劳动力）
积累的结果，但“索罗余值”是具体由哪些要素创造的却无

从解释。 1962 年，阿罗(Kenneth Arrow)最早将技术进步看

成由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提出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

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其生产率，其它厂商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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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干中学”而提高生产率[1]。 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的新增长理论，主张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

的结果，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罗默、卢卡斯、格

罗斯曼、赫尔普曼、克鲁格曼、阿尔文·杨、贝克尔等人，分

别从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积累、产品品种增加、产品质量升

级、技术模仿、专业化分工加深等多个角度，论证了内生的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2]，有助于我们

认识技术创新在现代经济中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将制度因素首先内化于经济增长模型的是新制度经

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制度决定着经

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思指出，创新活动中存在个人收益与

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 这使得个人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倘

若产权制度未能得到界定和保护，则创新的积极性只能依

赖于一点零星的自发性。 因此，技术和知识存量只是决定

了产量的上限，而实际产量还要受制度的约束。 赫尔普曼

综合了诺思对产权的强调、 格雷夫对交易信用的考察、施

莱佛等对法律的关注，以及阿西莫格鲁等人对殖民地的研

究，来探究制度如何起作用，对“索罗余值”问题作出制度

分析，从而将增长理论再往前推进一大步。 在新制度经济

学家看来，以往所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

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到引起这些现象

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 [3]。
继熊彼特之后，有关创新的理论基本上沿着以上两条

主线展开：一条是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内生技术论”，
另一条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决定论”[4]，前者

强调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后者强调对经济增

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二者分别从

不同角度对“索罗余值”的要素贡献作出了有力的阐释，启

示了我们：技术、制度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创新要素。
显然，新增长理论里的“技术进步”是作为“技术创新”结果

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存在的，是对落后技术的替代，而新制

度经济学所要寻找的“制度因素”，其动态的表征就是制度

创新了。 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技术创新和制

度创新视为经济腾飞的一对有力翅膀，并因此获得了经济

社会的飞速发展，美国硅谷的崛起就是高技术与新制度实

现完美结合的典范。

2 历史演化视角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

动规律

特定制度框架内的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

进步的源动力。 原始社会末期金属工具的出现，促使生产

力迅猛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给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提供了

客观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劳动日益取代集体劳动，
与之相适应， 生产资料也逐步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最

终导致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制度的产生。 同样，
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而蒸汽磨产生的是

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所以，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说，
技术创新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部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

石。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直接引致了制度边界的扩大。 技

术与经济之间呈现一定的周期波动转化规律 [5]，科学技术

的每次重大进步，都会导致制度选择空间的扩大，使一系

列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以保障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并最终

引致相应的产业革命。以人类近现代史上的 4 次技术革命

和产业革命为例，如表 1 所示，每次根本性的技术突破都

是相应产业革命的先导力量，即技术创新在前，经济增长

紧随其后，而且，技术创新的变化必然要求制度上作出相

应的变革与之相适应。股份公司等现代法人组织的发展代

表了对 19 世纪的运输、 交通和制造技术的进步所创造的

经济机会的制度回应 [6]，风险投资、科技企业孵化器、NAS-
DAQ 等制度安排也都是顺应技术创新的浪潮而建立起来

的；时至今日，这些制度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机。 因此，技

术创新可以通过增加某些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或者

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 为制度创新创造前提条

件。
反过来，制度要素通过促进或阻碍技术创新而影响经

济增长。 一方面，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减少技术创新

活动中的外部性，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或减弱不

确定性，来增加创新者的预期收益，鼓励创新活动。 例如，
技术创新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专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保

护创新者对新成果在一定时期内的排他性独占权，持续地

表 1 4 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及其相应的制度创新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技术革命起迄时间 1730—1830 年 1830—1910 年 1910—1970 年 1970 年至今

主导技术载体

纺织机械技术
蒸汽动力技术
钢铁冶炼技术
蒸汽运输技术

电气技术
无线电技术
化学技术

电子技术
石油化工技术
航空技术

智能信息技术
生物基因技术

与 技 术 创 新 相 关 的 重
要制度安排

机器工厂制度

专利制度

公司制度

研发企业内部化

政府采购、ESOP、风险投资、孵化器、NASDAQ

产业革命起迄时间 1760—1880 年 1880—1940 年 1940—1990 年 1990 年至今

虚拟研发组织、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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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人们进行发明创造的热情。美国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

的研究样本表明： 如果没有专利保护，60%的药品不能研

究出来，65%不能利用，化学发明有 38%不会研究出来，有

30%不会被利用[7]。英国最大的格兰素（Glaxo）制药公司，在

20 世纪 70 年代推出的特效胃药雷尼替丁 (Zantal)每 年 可

产生 10 多亿英镑的销售收入，1997 年其专利在美国的保

护到期后不到半年，在全球的销售额就急降 1/3。正如美国

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所说， 专利制度是在天才的创造火

焰中添加了利益这种燃料。 另一方面，当现存的制度不适

应技术创新的要求，成为技术创新的阻碍的时候，为确保

创新顺利进行而对现行制度的改革，即制度创新，便成为

推动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和惰性，制度一旦形成，没有足够的压力和刺激，人们是不

会考虑改变它的，制度成为技术创新的桎梏和瓶颈，就是

由于制度创新滞后造成的，此时，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就

应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了。
总之，不管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都是创新系统的有

机组成部分，技术创新体现了人为降低生产的直接成本所

作的努力，制度创新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演变则体现了人为

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 [8]，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

性决定了技术创新往往是创新的突破口，进而技术创新的

需求拉动了生产关系范畴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反过来又

对技术创新存在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者互相依存、互相推

进，共同构成了创新系统螺旋式上升运动，形成了促进经

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3 建设创新型国家应注重技术创新与制度

创新的互动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规律，强调技术创新是创

新系统中形成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也说明技术创新需要一

系列诱导机制，这些诱导力量来自制度创新。 建设创新型

国家， 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

变。 通常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根本转变的核心是

依靠技术创新。 在我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一种

重视技术创新忽视制度创新的思想倾向。在创新资源的部

署上， 科学技术研发的主力军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各

级政府在科技规划、计划以及项目资金方面倾向于支持大

学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动。 由于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彼

此割裂，大量的科研成果无法向下游延伸，无法实现商品

化和产业化。 虽然企业家都有创新的本能，但他们的创新

能力却可能因过高的税收、过多的干预、繁杂的规则、过低

的行政效率， 被引导到寻租或其它的短期获利活动上，从

而降低了对技术创新的关注。 显然，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不

高，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国家创新系统的创新能

力仍显薄弱等老大难问题，是与现行制度框架所能提供的

激励相对不足直接相关的。
技术创新是一项不确定性极高的战略投资行为，企业

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毋庸质疑，如果不存在激励技术创新

的制度配套，或者虽有条文规定但无法落到实处，将会有

越来越多的企业理性选择贴牌生产等形式的打工，而不是

自主的技术创新。 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在既定的制度框

架内，技术创新总有受阻的时候，而此时，制度成为技术创

新的瓶颈，制度创新成为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进而制度

创新成为技术创新的前提。当一种制度处于比较发达和完

善的状态时，技术创新占主流，对经济增长起着主导作用，
此时制度创新显得并不那么重要；而当完善的制度尚未建

立起来时，制度变迁显得相当重要，技术进步的水平及其

对经济发展的持续贡献则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 [3]。 也就

是说，在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创新短缺正在成

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系统运动的主要矛盾，制度创新比

技术创新显得更迫切、更重要。
制度本身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制度短缺是其它要

素不能替代的。 资本主义在欧美等国家建立以来，制度对

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生产力内在力量的

推动。 制度创新相对滞后，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创新的活力

明显不足， 是当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根本症结所

在。 仅仅通过“提高创新意识”、“增加投入”或“引进新技

术”等途径来加快技术创新进程，仍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

发展模式，无法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与时俱进

的制度创新，才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创建创新型国

家的关键。 具体来说，在保障企业主动的技术创新投资及

其演化而成的产学研合作网络方面， 政府要有所作为，成

为最强有力的制度供给者，通过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知

识产权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制

定和实施，引导并约束企业等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活动良

性发展。 只有摒弃传统的重技术轻制度的思想观念，注重

同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将与技术创新不相容的旧

的制度性障碍扫除掉，才能使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形成最

直接的现实生产力。

4 结语

熊彼特最早提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 这之

后，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别论证了技术、制度等

创新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启示我们技术创新与

制度创新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源泉。技术创新是推动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动力，制度创新取决于技术创新

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同时，制度创新又通过促进或阻碍

技术创新而影响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正是由于技术创新

和制度创新此起彼伏的矛盾运动，才构成了创新系统的不

断发展，创新系统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导致技术创新和制度

创新的水平不断上升。 所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的

关系以及它们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作为一个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

点、不同的发展阶段，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也会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二者之间是不可能存在绝对的轻重、先后之分

的。长期以来，“重技术轻制度”的不良思想倾向，导致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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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能力薄弱，制度创新正在成为创新

系统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 目前，迫切需要以制度创新为

突破口，加快与技术创新相容的制度创新步伐，只有实现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互动，才能走出一条促进我国

经济社会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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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发投入不足是我国创新系统创新能力提升缓慢的

瓶颈 ［1］。 同时，研发投入的内部支撑结构也成为影响研发

投入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研发投入不足受到宏观经

济和文化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无法在短期内解

决。 通过研究研发投入的支撑结构，揭示支撑主体之间的

相互作用关系，进而提高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率，成为一个

既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行为，又影响宏观区域经济可持续性

发展的重要课题。
研发投入的支撑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以政府为支撑

主体，一类以企业和个人为支撑主体。 尽管人们直觉上认

为政府R&D投资有助于社会的技术进步， 但是从理论上

讲，政府公共R&D投资有可能对企业R&D行为会产生两种

不 同 的 效 果 ： 替 代 效 应 （Substitute Effect） 和 互 补 效 应

（Complement Effect）。 即如果两者之间总体上呈现替代关

系，政府增 加 公共R&D投 资 就 会 对 私 人 投 资产 生“挤 出”

效应；如果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增加公共R&D投资会吸

引更多的私人投资。 关于政府公共R&D投资对企业R&D
行为影响的研究，对于评价政府科技政策绩效非常重要。

如果当前政府科技政策 导 致 存 在“净 替代 关 系”，那 么 这

种政策将是无效的。 对于政府公共R&D投资对企业R&D
行为能否产生正的激励作用， 学术界至今为止仍未能形

成一致共识 ［2］。

政府研发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
的互补与替代效应研究

张东红，殷 龙，仲健心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52)

摘 要：在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内生增长理论对知识性质的分析，系统研

究了政府和企业两类支撑主体进行研发投入的动机。 利用博弈论研究了两类支撑主体在研发投入上的相

互作用关系，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政府的研发投入举措提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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