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以科技和

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人们对于技术在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更为重视，并对技术创新规律展开了多

层面、多角度的研究。 具体到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发展关

系问题，大量的文献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外

学者、 政府决策部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予以关注和探

讨。 Fagerberg Jan的《国际竞争力》、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提

高 非 洲 的 竞争 力》、Jacques Marcovitch的《技 术 创 新、竞 争

力和国际贸易》、Ganeshan Wignaraja的 《一个全球化迅速

发展的经济中的竞争： 经验教训》、Wendy Carlin， Andrew
Glyn的《OECD国家出口市场行为：有关成本竞争的一个经

验分析》、Chen Ming-Fong等的《技术创新和台湾、韩 国 钢

模工业的国际竞争力》、C Freeman的 《技术基础和国际竞

争 力》、南非 总 统Mbeki的《经 济 增 长 和 国际 竞 争 力》等 文

献，通过对世界一些国家的实践研究指出，国际经济环境

的变化使得技术日益成为决定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国家的技术发展能力及其提高技术能力的战略，对于

维持其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巨大成就，1978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 居世界第32位， 到2007
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1 738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23.5%，连续6年增长20%以上，首次跃上两万亿美元

的新台阶，继续稳居世界第3位，出口名列世界第2位。国际

贸易的巨大发展离不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上升和国际

贸易竞争力的增强，尤其是“科技兴贸”战略的实施，本文

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1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在改革开放初期， 受经济基础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制

约，我国整体科技水平比较低，科技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

世界先进水平，鉴此我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其中包括科

学技术现代化。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发展，我国科技创新

的基础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见表1），已经初步具备自主

科技创新的基础 ［1］。 第一，创新的基础设施有了明显的改

善，主要反映在科技人员的增加和科研经费的增长，反映

出科研部门的努力及其对已有知识存量的利用。 1995—
2005年， 我国科技人员数量和科研经费都有较快增长，其

中， 科研经费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科研人员增加的速度，
科研经费充足保证了科研的顺利进行。 第二，国家创新的

微观基础是产业集群，产业的集聚能有效地提高创新效率

并产生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制造业中的比

重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能反映科技创

新在产业中的渗透程度，我国这两项指标出现了共同攀升

的态势，反映出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科技创新意识的增强和

科技对产业影响渗透的加深。 第三，产学研一体化是实现

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的桥梁，三者之间联系质量的高低直接

影响到科技创新的效益和持续增长，在教育和科技投入保

持稳定的情况下，产业研发在整个国家研发中所占比重快

速上升， 反映出我国科技活动不仅仅是纯理论的研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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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专利授权数 科技论文（篇）

授权总数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SCI 论文 篇论文被引次数

1995 45 064 3 393 30 471 11 200 13 134 0.52

1996 43 780 2 976 27 171 13 633 14 459 0.64

1997 50 992 3 494 27 338 20 160 16 883 0.7

1998 67 889 4 733 33 902 29 254 19 838 0.47

1999 100 156 7 637 56 368 36 151 24 476 0.6

2000 105 345 12 683 54 743 37 919 30 499 0.8

2001 114 251 16 296 54 359 43 596 35 685 0.87

2002 132 339 21 573 57 484 53 442 40 758 0.99

2003 182 226 37 154 68 906 76 166 49 788 0.7

2004 190 238 49 360 70 623 70 255 57 377 0.95

2005 214 003 53 305 79 349 81 349 68 266 不详

表2 中国科技创新产出指标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5—2007）

重要的是实现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结合，科技促进经济

发展能力在不断增强， 科研产出的效益也在不断提高，我

们科研活动不仅仅是继承人类的知识存量，而且在创造知

识的增量。 第四，利用对外经济联系来增加我国的科技存

量，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

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

国际贸易规模和外资进入的流量巨大，通过引进国外的先

进技术和购买高新科技产品使我国及时了解国际科技发

展的动向， 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加速了自身的技术积累，通

过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提升了自身的科技水平，通过开放

我国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能力不断加强，与国际技术溢出

吸收能力相关指标的迅速增长，使我国具备了较强的利用

外来技术为自己发展服务的能力，使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大大加强。因此，经过改革开放和国内经济的发展，我国科

技创新的基础不断得到改善，为科技创新产出的增加创造

了良好的内外条件。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创新的能力得到极大

的提高，并取得巨大的成就（见表2）。我国科技竞争力有了

很大的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

善， 应用型的科技产出和基础型科技产出都有较大发展，
主要表现为专利授权数量 上 升 和 科技 论 文 产 出 的 增 加 。
1995—2005年，我国的专利数增长迅猛，并呈现指数化增

长的趋势，说明我国的科技存量获得巨大增长，并带动我

国科技产出的快速增加。 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科技存量进

一步增加，科技产出会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我国将跨

入世界科技产出大国的行业。我国发明专利的数量尽管增

长迅猛，但由于发明是专利中最有价值的组成，我国发明

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相比所占比重偏低，说明我国科技

创新能力还不是很强， 科技创新产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

间。 作为实用科技创新基础的SCI科研论文总数也呈现出

不断上升的势头，说明我国科技的基础研究支撑实用研究

的基础在不断增强。 但是，我国科技论文每篇被引用的次

年份
创新基础设施 产业集群创新环境 联系质量 国际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95 75.17 348.7 6.2 23.03 2.32 0.68 31.7 481.3 100.9 141.7 360.9 13.1

1996 80.4 404.5 6.6 23.03 2.35 0.68 30 548.1 126.6 160.5 322.1 13.6

1997 83.12 509.1 6.9 24.18 2.36 0.71 29.5 644.1 163.1 188.3 236.5 13.6

1998 75.52 551.1 8.1 25.92 2.41 0.68 31.2 585.6 202.5 197.1 214.8 14.6

1999 82.17 678.9 8.7 27.25 2.55 0.76 34.9 526.6 247 249.9 207.5 18.1

2000 92.21 895.7 9.3 28.63 2.58 0.71 55.2 593.6 370.4 353.4 245.4 18.2

2001 95.65 1042.5 9.5 29.95 2.79 0.76 56.3 496.7 464.5 442.3 285.9 19.6

2002 103.51 1287.6 9.9 30.9 2.9 0.76 57.1 550.1 678.6 560.2 372.5 25.7

2003 109.48 1539.6 10.5 30.71 2.84 0.77 59.4 561.4 1103 720.8 405.4 27.1

2004 115.26 1966.3 13.4 30.3 2.79 0.75 64 640.7 1654 954.4 367.9 54

2005 136.48 2450 14.2 30.3 2.81 0.8 65.6 638.1 2183 1250 296.8 69.4

表1 中国创新能力形成的投入指标 （1995—2005）

注：科技创新能力因素包括：（1）为 R&D 人员的全时当量（万人年）；（2）为 R&D 经费支出（亿元）；（3）为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增值比重（%）；（4）
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 GDP 比重（%）；（5）为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6）为政府科技投入占 GDP 比重（%）；（7）为产业 R&D 占总 R&D 经费

比重（%）；（8）为 FDI 绝对值（亿美元）；（9）为高科技产品进口额（亿美元）；（10）为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亿元）；（11）为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亿

元）；（12）为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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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出口商品市场占有率变化趋势（%）

数偏低， 说明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质量还需要进一步加

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发展和教学质量的上

升， 基础科学研究支撑应用研究的能力还会进一步加强，
科技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还会进一步上升。随着我国科

技创新能力的增强，我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也呈现出上升

的势头，并初步形成依靠科技创新产出的增加来带动国际

贸易竞争力提升的良性互动。

2 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提升了国际贸易竞争力

国际贸易竞争力是反映一个国家在现有的科技水平

下，结合本国的生产要素特点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是一国科技能力和其它生产要素结合的全要素生

产力体现。 爱德华兹 ［2］建立一数理模型，用于分析开放与

全要素生产力（TFP）之间的关系。 模型的主要表述为：Yt＝

At f（Kt，Lt），而A觶 /A＝θ+（W-A）/A，其中，Yt表示GDP，At表示知

识存量， 也可以视为TFP，Kt和Lt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劳动

力，W表示全球的知识存量，W-A表示本国与世界技术领

先国之间的差距。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At、Kt和Lt，而一国经

济增长的质量是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国际贸易竞争

力提升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来源于国内人力资本（教育）、
科技投入、科技存量、科技转化 能 力；另 外一 种 是 国 际 资

源，本国可以从技术领先国吸收或模仿相关技术（这一战

略被称为“赶超”）。当一国的科技水平与世界的差距缩小，
其国际贸易竞争力就增强；当一国的科技水平与世界的差

距拉大，就导致国际贸易竞争力下降。因此，一个国家的科

技创新能力的增强，主要源于本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增长速

度θ以及一国的科技存量和赶超技术领先国家的速度ω，贸

易越是开放， 一国从国外获得的国际技术溢出就越多，其

贸易竞争力提升的速度就越快。
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贸易

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创新提高了我国高科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优

化了出口产品结构。 产品国际竞争力衡量的标准主要是显

示性竞争优势指数（RCA），即用一个国家某产业或者产品

的出口在该国的出口中所占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品出

口占总贸易额的份额比。由于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剔除了

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能比较好地反映某

些产业或者产品的相对优势， 用一定时期内a产品在该国

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品所占总贸易份额

之比显示出来，即：
RCAia=（Xia /Xit）/（Xwa /Xwt）

其中，Xia是国家i在产品a上的出口，Xwa 是全世界a产品

的总出口，Xit是国家i所有商品的总出口，Xwt是全世界所有

商品的总出口。 一般说来，若RCA>1，则该商品具有竞争优

势，取值越大优势越大；若RCA<1，则处于劣势。 随着我国

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我国高科技产品的国际显示性竞争

指数明显上升（见表3）。 随着我国高新科技产品国际竞争

力的增强，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高科技产品

的出口比重在不断上升（见图1），而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

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 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不断得到优

化。
表3 我国部分高科技出口商品显示性比较优势(RCA)

年份
办公通

讯设备

电子数据

处理设备
电信设备

集成电路

及电子元件

2000 1.16 1.3 1.76 0.45

2001 1.45 1.65 2.06 0.48

2002 1.77 2.2 2.34 0.58

2003 2.12 2.91 2.52 0.64

2004 2.37 3.24 2.8 0.77

2005 2.35 3.17 2.72 0.79

2006 2.41 3.26 2.83 0.93

2007 2.57 3.51 2.99 0.97

资料来源:根据WTO历年统计年鉴计算。

（2）推动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不断

扩大国际贸易影响力。 用国际市场占有率（MS）衡量一国

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是直接体现国际竞争力的

重要指标。MS=Ej/Wj，其中Ej和Wj分别表示一国j商品的出

口值和世界j商品的出口值。 国际市场占有率数值大，表明

该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比重就大，表明具有一定

竞争优势，比重提高说明该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强。 随着

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上升，我国利用先进的科技来提升传

统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质优价廉的商品在国际市场的

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传统市场得到维护并有所扩大，整个

国际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通过科技创新使我国高科技产

品依靠自己的竞争力挤入传统由发达国家所控制的高新

科技产品市场，并利用自己的不断创新来提高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也在不断上升（见图2），从总体

上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随着国际市场占有

率的提升， 我国在 整 个 国 际贸 易 中 的 影 响 力 不 断 上升，
1978年我国出口产品仅97.45亿美元，在世界上排名32位，
到2007年整个中国出口商品总额达12 180.15亿美元，排名

图 1 高技术商品对外贸易占商品和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的比重（％）

段世德，许建业，王靖：科技创新与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互动研究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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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中国对外
贸易顺差

对美贸
易顺差

高科技产品
对美顺差

对美高科技产品顺差
在总顺差中的比重（%）

2000 241.1 297.4 -2.9 -1.0

2001 255.5 280.8 -20.3 -7.2

2002 303.7 427.2 45.8 9.7

2003 255.3 586.1 148.3 25.3

2004 320.0 802.7 255.9 31.9

2005 1018.8 1141.7 359.3 31.5

2006 1774.7 1442.6 436.6 30.3

2007 2622.2 1633.2 491.6 30.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年鉴》历年数据

整理。

表4 高科技产品顺差在中国对美贸易中的地位 （亿美元）上升的到第二位，占整个世界出口产品的8.8%。 我国对外

贸易的任何改变都会对其它国家形成影响，提升了我国在

WTO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增强了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

话语权。
（3）科贸结合形成新竞争优势。 在不断的科技引进过

程中，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科技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并适

时推进科技促进贸易发展的制度改革，初步实现了贸易与

科技的结合。商务部、科技部、发改委等部门于1999年开始

实施科技兴贸战略，2006年以来，遵照“行业领先、自主创

新、示范带动、国际化发展和主动推进”的原则，商务部会

同科技部认定了两批共38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覆盖了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航空航天、
装备制造、海洋化工等多个产业门类。 该战略实施十多年

来，组织体系不断健全，措施手段渐趋丰富，政策体系日益

完善，工作成效不断显现。 我国已经成为高新技术产品对

外贸易大国， 实现了高科技产品对美贸易逆差的逆转，高

科技产品贸易顺差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重要的来源之

一（见表4）。 贸易顺差的获得使我国有了提高进口水平的

资本，可以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与工艺，购置生产所必需的

资本品、原材料、机器设备等，以国际先进的生产、管理技

术帮助国内企业，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淘汰

落后产能，改变传统产业格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资

本货物的进口，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获利，大大节约了生

产要素的投入量， 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和劳动生产率，
从而增强了我国经济的总体竞争力。

3 结语

我国借助科技创新提升了国际贸易的竞争力，同时国

际贸易竞争力的上升为我国进行科技创新创造了条件，初

步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

大成就的重要前提。 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存

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效率低下，能源资源

消耗过大，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加深，自主创

新能力不强，外贸增长的方式的转变缓慢等。 我国技术创

新能力不足已经对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形

成了发展制约，科技竞争力不足使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技术含量低的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获利

微薄且容易受贸易摩擦的影响；总体创新能力不强，技术

水平不高造成出口产品的技术标准低，使出口产品经常遭

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出口产品的生产技术长期以技术转移

和模仿为主，缺乏自主创新的技术专利，使得我国企业频

频遭到国外知识产权侵权调查等 ［3］。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国需要不断推进科技创

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中国特色自主

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现代化建设

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

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

创新、科技创新。 这要求我们必须把加快科技发展放在更

加突出的战略地位， 将科技创新和对外贸易发展结合起

来，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4］的

科技发展方针，全面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

式和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加速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提

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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