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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正在逐渐走向协同发展 , 在深入分析两者内在作用机理的基础上 , 提出了以技术创

新为桥梁的协同发展的两种战略模式 , 并从生产协同、管理协同和市场协同 3 个层面具体分析了实现协同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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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

发展的战略模式及其实现途径

1 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

的机理

高 技 术 产 业 与 传 统 产 业 的 划 分 是 一 个

相对的、动态的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进 步 和 新 的 科 技 成 果 在 生 产 中 的 推 广 和 应

用 , 许多高新技术产业部门不断涌现出来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这些新的产业部门又将被

更新的工业部门所取代 , 它就变成了传统产

业部门的一部分。这也就决定了高新技术产

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相互转化性 [1]。在这个

逐渐演化的协同发展过程中 , 高技术对传统

产 业 所 起 的 作 用 主 要 获 益 于 其 较 强 的 渗 透

性以及其产业的高效益性和关联带动作用 ,

而 传 统 产 业 改 造 对 高 技 术 及 其 产 业 化 具 有

逆向支撑和引导。

1.1 高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推动及 拉 动

效应

( 1) 高渗透性[2]。高技术产品可渗透到一

切传统产业部门 , 使传统产业的技术基础、

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影

响既是针对特定工序的专业技术 , 又是适应

于各种环境的通用技术 , 因而在国民经济的

各 个 领 域 具 有 广 泛 的 适 用 性 和 极 强 的 渗 透

性 , 从 而 增 强 了 产 品 的 竞 争 能 力 , 促 进 了 产

业 结 构 向 知 识 密 集 型 产 业 和 高 质 量 服 务 业

转变。

( 2) 高效益性。高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

提高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与工作效率 ,

从而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特别是以高技术为

主导技术的电子商务的发展 , 增强了管理者

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可知性、可调性、有序性 ,

提 高 了 生 产 效 率 、经 济 效 益 , 促 进 了 生 产 组

织与经营模式的变革 , 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

长。

( 3) 深度产业关联性[3]。高技术产业是一

个产业链很长、产业感应度与带动度都很高

的 产 业 。 尤 其 是 信 息 技 术 的 不 断 创 新 与 扩

散 、发 展 与 融 合 , 带 动 了 一 系 列 关 联 产 业 的

产生与变化。在其产业内部 , 衍生出微电子、

半导体、激 光 、超 导 等 产 业 的 发 展 ; 在 外 部 ,

带动了一批如新材料、新能源、机器制造、仪

器仪表、生物、航空航天等产业的发展。

1.2 传统产业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撑和 引 导

作用

( 1) 逆向支撑作用。高技术发展的瓶颈

主要在于高投入和高风险 , 传统产业以技术

创 新 为 桥 梁 接 受 高 技 术 的 渗 透 和 改 造 可 以

反过来缓解这两个瓶颈 , 从而支撑高技术产

业化。具体体现于以下 3 方面: ①提供资金。

高技术需要高投入 , 当前国内金融体制改革

相 对 滞 后 , 资 金 总 量 不 足 , 而 一 些 效 益 较 好

的传统产业却拥有相当的资金 , 企业的投资

意识日益觉醒 , 希望将资金投向具有高技术

优势和知识产权的领域 , 于是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高技术发展需要高投入的问题。②提

供市场。当前高技术有两大市场 , 其一是直

接面对大众的消费市场 , 其二是传统产业 ,

在这一领域有相当大的需求 , 那就是对传统

产业进行改造。③提供生产基地。显然 , 在以

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时 , 后者就为前者提供

了实验、中试和生产基地。提供市场和生产

基 地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降 低 了 高 技 术 发 展 中 的

高风险性。

( 2) 逆向引导作用。以传统产业改造和

高技术产业化为目的 ,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技

术 创 新 的 道 路 , 只 有 沿 着 这 条 道 路 , 才 能 使

传统产业得到改造 , 由此高技术也就有了坚

实的基础 , 而不是建立于虚无缥缈的空中 ;

或 者 即 使 有 所 发 展 , 也 难 以 发 挥 应 有 的 渗

透、带动作用。同时也只有在得到改造后的

传统产业的基础上 ,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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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进一步的自主的发展。因此 , 结合传统

产业的改造来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化 , 实际

上是为了寻找与传统产业的连接点 , 并以此

为出发点 , 迈出更为坚实有力的一步。在一

段 时 期 内 传 统 产 业 改 造 对 高 技 术 产 业 化 的

逆向引导 , 体现了其发展的特殊性。

2 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

的战略模式

高 技 术 产 业 化 和 传 统 产 业 的 根 本 区 别

之一在于技术的先进性。因此其协同发展的

模式的桥梁必然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在其

一端与高技术接轨 , 在另一端与传统产业改

造相结合 , 在传统产业改造的同时也为高技

术产业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通过技术创

新所获得的价值是双倍的 , 既有高技术产品

开发后形成的价值 , 也有传统产业改造后实

现的价值。以技术创新为桥梁的高技术产业

和传统产业协同发展有以下两种战略模式。

2.1 分别形成高技术产业和改造后的 “传

统 ”产 业 , 即 高 技 术 产 业 化 和 传 统 产 业 高 技

术化

高技术产业化 , 在宏观上指高技术作为

整体形成新兴产业的过程 , 在微观上指一项

或相关的几项高技术由企业转化为商品 , 形

成 规 模 , 进 而 发 展 到 由 多 家 企 业 生 产 , 形 成

相关高技术的产业 , 最后再渗透到其它产业

中[4]。高技术产业化有 3 层含义: ①高技术本

身的对外转让。②高技术物化为产品产业。

③高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 , 包括传统产

业结构知识化、传统产业结构信息化和传统

产业结构生态化[5]。影响高技术产业化的因

素主要有高技术成熟度、高技术经济性 , 以

及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力。总的来说 ,

就是能否为高技术找到市场的问题。

传 统 产 业 现 代 化 发 展 的 要 求 将 迫 使 其

变被动为主动 , 内在地产生运用高技术进行

改造的需要 , 通过与高技术相结合形成新的

技术并实现大规模生产 , 完成对传统产业的

改造。由此可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入手 , 以

传 统 产 业 的 产 品 更 新 换 代 、 技 术 改 造 为 契

机 , 采用先进技术 ,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 , 实现

传统产业高技术化。这样 , 一方面使传统产

业技术含量提高 , 适应市场需求并增强产业

竞争力 ; 另一方面也使得高科技产业直接面

向市场 , 能够促进和提高高科技产业本身的

发展与适应能力[6]。

高 技 术 产 业 化 与

传统产业高 技 术 化 的

机 理 如 图 1 所 示 , 高

技 术 通 过 产 品 开 发 、

大规模生产 、 扩 散 并

形成产业 , 为 更 好 地

向传统产业 渗 透 打 下

基础 ; 同时 , 通过在 传

统 产 业 中 应 用 高 技

术 , 实现传 统 产 业 的

升级改造。 可 从 现 有

的高技术入手 , 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改造中

寻找对特定高技术的需求 , 优先发展能够满

足这种需求的高技术 , 并通过大规模开发实

现高科技产业化 , 再以此为基础向传统产业

融合渗透 , 实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2.2 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融为一体 共 同

形成新的产业 , 即产业融合

产业创新具有连锁反应, 某些产业的创

新会呼唤另一产业的创新, 一个产业的创新

会成为另一产业创新的供给因素 [7]。产业创

新 的 这 种 特 性 为 产 业 的 融 合 发 展 提 供 了 基

础。产业融合是指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

来降低产业间的壁垒, 加强产业企业间的竞

争合作关系 [8]。产业融合主要发生在产业边

界和交叉处的技术融合 , 改变了原有产业产

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 , 导致产业的企业之间

竞争合作关系发生改变 , 从而导致产业界限

的模糊化甚至重划产业界限[9]。简单地说 , 产

业融合就是通过技术替代 , 促进高技术与传

统产业融合 , 使传统产业在高技术作用下发

生的“蜕变”和升级 , 形成新的高技术产业。

研究表明 , 产业融合容易发生在高技术

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 , 高技术融入到其他产

业 中 , 影 响 和 改 变 了 其 他 产 业 产 品 生 产 特

点 、市 场 竞 争 状 况 以 及 价 值 创 造 过 程 , 从 而

改 变 了 原 有 产 业 产 品 的 市 场 需 求 和 产 业 的

核心能力。同时 , 由于产业融合使得产业之

间的边界模糊化 , 两个或多个产业之间形成

了共同的技术和市场基础 , 这使得某产业容

易改变结构的布局 , 敏捷地从一产业过渡到

另一产业中 , 从而实现产业创新。产业融合

包 括 3 种 形 式 : ①产 业 渗 透 , 它 往 往 发 生 在

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产业边界处 ; ②产

业交叉 , 通过产业间的功能互补和延伸实现

产 业 间 的 融 合 ; ③产 业 重 组 , 它 是 实 现 产 业

融合的重要手段, 主要发生在具有紧密联系

的产业之间, 这些产业往往是某一大类产业

内部的子产业[10]。如图 2 所示 , 高技术方与传

统产业融为一体将共同形成新的产业。在产

业融合过程中 , 经过传统产业在一段时期内

的逆向引导后 , 高技术就能进入自主的、超

前的发展 , 进一步体现其对传统产业正向的

带动作用。

3 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

的途径选择

针对以上两种协同发展的战略模式 , 技

术创新可采取两种思路 : 一种是从现有的高

技术入手 , 在技术升级改造中寻找对特定高

技术的需求 , 优先发展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

高技术 , 并通过大规模开发实现高科技产业

化 , 再以此为基础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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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另一种是从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入手 , 以传统产业的产品更新

换代、技术改造为契机 , 采用先进技术 , 提高

产品技术含量 , 实现传统产业高技术化。这

样 , 一 方 面 使 传 统 产 业 技 术 含 量 提 高 , 适 应

市场需求并增强产业竞争力 ; 另一方面也使

得高科技产业直接面向市场 , 能够促进和提

高高科技产业本身的发展与适应能力。具体

可 以 从 生 产 协 同 、管 理 协 同 、市 场 协 同 3 个

层面、5 个途径来实现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

业的协同发展。

3.1 生产协同层面

高 技 术 企 业 和 传 统 企 业 的 生 产 协 同 主

要表现在包括技术、工艺、技术装备、生产方

式、原材料、产品等方面的协同 , 实现与生产

体系的耦合。协同的关键是利用高新技术提

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 , 其有效途径可以分

为 3 个方面的内容 :

途径一 , 提供以生产新的最终产品为目

的 的 技 术 , 改 造 传 统 产 品 , 加 快 产 品 升 级 换

代。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目标之一是将

电 子 信 息 、生 物 工 程 、新 材 料 等 相 关 高 新 技

术 应 用 于 传 统 产 品 的 改 造 上 , 提 高 产 品 质

量 , 使传 统 产 品 向 高 性 能 、多 功 能 、低 消 耗 、

高附加值转化 , 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这就

可 以 使 一 些 本 来 已 接 近 市 场 饱 和 的 传 统 产

品打开新的销路 , 扩大市场的份额。

途径二 , 改造传统设备 , 提高技术水平。

设备的技术水平关系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企

业的现代化程度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因此 ,

用高技术改造传统设备 , 更新旧有设备 , 是

提高经济效益和企业素质 , 增强国际竞争能

力的关键所在。通过对传统设备的改造 , 可

以大大提高工艺设备水平。特别是利用原有

设 备 的 基 础 部 件 , 进 行 局 部 改 造 , 或 附 加 某

些新部件 , 可以在投入费用较少的前提下改

善 原 设 备 性 能 , 增 加 其 功 能 , 提 高 自 动 化 程

度。

途径三 , 提供以更新制作工艺为目标的

过 程 技 术 , 改 造 传 统 工 艺 , 加 快 生 产 过 程 自

动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对产

品的需求日趋多样化 , 使得产品向多品种少

批量化方向发展。因此 , 加快产品设计 , 改进

加工工艺 , 改革生产流程 , 实现自动控制 , 发

展柔性制造系统 , 成为达到上述目标的最佳

途径。通过对工艺方法、工艺过程的改造 , 可

以达到增产、节耗、改进产品质量 , 大大提高

自动化水平和劳动效率的目的。例如在冶金

业利用生物技术的细菌选矿工艺 , 化工业的

生物反应器等等。

3.2 管理协同层面

改 善 管 理 手 段 , 促 进 管 理 科 学 化 、信 息

化。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管理协同主要

表现形式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从传统产

业 的 角 度 来 看 , 对 企 业 组 织 管 理 、信 息 流 控

制方面的高技术化 , 可提高企业组织对内部

及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 , 降低管理成本 , 从

而促进传统产业的发展 ; 尤其将信息技术溶

于传统产业的生产管理 , 促进传统产业在生

产 、财 务 、营 销 以 及 生 产 工 艺 的 不 合 理 组 织

等 方 面 改 造 , 减 少 企 业 资 金 占 压 和 成 本 浪

费 , 提高利润率。而从高技术产业的角度看 ,

信 息 技 术 的 广 泛 应 用 本 身 就 是 信 息 技 术 产

业化发展的一个过程。

技术设备的更新 , 加工工艺的改进和生

产 方 式 的 变 革 , 需 要 有 新 的 组 织 方 式 、管 理

手段和经营方法的配合才能真正发挥效用。

在 这 方 面 , 推 广 应 用 电 子 计 算 机 技 术 , 改 造

传 统 管 理 手 段 , 改 进 管 理 方 式 , 是 提 高 办 事

效率、促进科学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不断提

高 的 重 要 条 件 。 以 杭 州 市 纺 织 行 业 为 例 :

2003 年 , 杭州市纺织工业重大技改项目投入

70 亿元。对杭州市纺织企业推进信息化程度

的调查中 , 所调查的纺织企业中 80%的企业

设 立 了 信 息 化 机 构 , 100%的 企 业 有 主 管 信

息化的副总 , 40%的企业有统一的信息管理

制度 , 并且有 100%计划地进行全员信息化

培训 , 可见在纺织行业中对企业信息化的重

视程度普遍较高。

信息化真正能体现管理上协同发展 , 传

统 产 业 包 括 部 分 高 技 术 产 业 企 业 通 过 信 息

化提高了整个企业的效率和高技术含量 , 同

时 也 为 专 门 从 事 信 息 化 建 设 的 企 业 提 供 了

广阔的市场 , 部分大企业还可以通过信息化

成立自己的高技术子公司。

3.3 市场协同层面

创新业务平台 , 发展电子商务。高技术

产 业 与 传 统 产 业 的 市 场 协 同 主 要 途 径 是 电

子商务平台的搭建和扩展。随着数字技术在

产业领域的广泛运用 , 并构建起互联互通的

数字化信息流和服务流平台 , 进而发展成为

电子商务等新模式。企业之间交易活动的业

务将在电子商务的平台上日益趋于融合。由

于 这 种 业 务 融 合 将 极 大 地 降 低 企 业 内 外 的

交 易 费 用 , 提 高 运 作 效 率 , 因 此 加 快 这 方 面

的 业 务 融 合 步 伐 , 推 进 业 务 活 动 的 系 统 集

成 , 对 于 增 强 企 业 核 心 竞 争 力 , 发 展 新 的 价

值链 ,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创新、加速优胜劣

汰是至关重要的。

传 统 产 业 包 括 部 分 高 技 术 产 业 企 业 通

过 电 子 商 务 平 台 的 建 立 提 高 了 整 个 企 业 的

销售效果和高技术含量 , 同时也为专门从事

电 子 商 务 平 台 建 设 的 企 业 提 供 了 广 阔 的 市

场。部分大企业还可以通过成立自己的电子

商 务 子 公 司 、电 子 商 务 平 台 , 将 传 统 企 业 与

高技术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真正体现了

市场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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