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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术为主，着力营造 良好环境，引导企业成为创新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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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要求我 

国现行的科技计划与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认为，政府对产 

R&D活动的过高补贴会对国际贸易和 自 

由竞争构成一定威胁，为此该协议对wTO 

成员国产业R&D活动的补贴范围、水平和 

合法成本进行了详细规 定，这将成为我国 

制定和修改科技投入政策的直接依据 按 

照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规定，政府对基 

础性研究的补贴不在限制之列，对产业研 

究的补贴比例不超过75％，对前竞争开发 

活动的补贴比例不超过5O％。其中，产业 

研究是指 旨在发现新知识的有计划探索或 

关键性的调查研究 ，这些新知识有助于开 

发新产品或有利于 旨在发现新知识有计划 

的探索或关键性的调查研究，这些新知识 

有助于开发新产品或有利于现有产品、工 

艺和服务重大改进。前竞争开发活动是指 

将产业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新的、改 良的或 

改进的产品、工艺或服务开发所需的计划 、 

蓝图或设计，以及首次非商业 目的的原型 

与初步展示和试验方案的活动。我国政府 

对科技活动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南一系列财 

政、金融和税收政策以及以资金支持为主 

要内容的科技计划所组成的复杂体系。总 

的来看，我国现行的科技计划和政策基本 

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但 由于近年来为 

解决技术与经济的结合 ，一些计划与政策 

的支持重点有所前移，包括 了部分成果转 

化、市场导入以及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的 

内容，需要作相应的调整。 

(2)《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 

求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由技术跟踪转向原 

始性创新。根据该协议 ，WTOfi~员国在实 

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将执行最惠国待遇原 

则，并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民待遇扩大到 

了世界贸易组织的l 35个成员IN，同时还对 

协议规则的实施也做了明确的规定。随着 

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发达国家在世界范 

围内进一步将其在技术原创方面的自然垄 

断地位转化为市场垄断优势，市场垄断能 

力进一步提高。据调查，到1997年，美国拥 

有生物工程领域世界专利的59％，欧洲拥 

有19％，日本拥有17％，其他国家仅拥有5％； 

在药物生产领域 ，美国拥有51％的专利，欧 

洲拥有33 ，日本拥有l2％，其他国家仅拥 

有4％：在人类DNA排序方面，美国拥有40％ 

的专利，欧洲拥有24％，日本拥有33％，其他 

国家仅拥有3％。同时，为抢占中国市场， 

~'FIN企业在发明专利 申请的数量和质量上 

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近5年来，国外 

发明专利的申请量一直高于国内申请量， 

在高新技术领域尤为明显。1997~1999~F， 

我国受理的航空航天、计算机和办公设备、 

电子和通讯设备 及医药制造业等高技术 

领域中，国外发明专利申请 76 ，而国内 

t~&23％左右。在其他高技术领域的发明 

专利 申请中，国外所占的比例也大体相当。 

这使我国的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发 

达国家的专利制约。因此 ，我国科技发展 

必须加速实现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 

为主的战略性转变，切实提高基础研究和 

战略高技术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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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也较低。1999年，863计划经费中政府 

投入的比重占39％，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为 

27．7％；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为8．6％， 

火炬计划为1．8％，星火计划为1．2％，科技兴 

贸计划为3．0％ (2001年)。与WTO《补贴与 

反补贴措施协议》对企业竞争前研究开发 

活动补贴比例不超过50％的规定相比，提 

高我国科技计划中政府投入经费的比得尚 

有较大的空间。建议在调整国家科技计划 

内容，减少市场开发活动的基础上，提高国 

家科技计划中政府投入经费的比重，特别 

是 重点 产业和 技 术领域 的投 入 比重 。 

(3)调整政府资助产业技术开发的方 

向和方式，重点支持产业共性技术的开发 

活动 。根据WTO协议限定政府投入主要支 

持产业研究和前竞争开发活动的制度要求， 

应加大对企业不愿投资的、风险高而回收 

期长，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大、外部性特 

征明显的产业研究和前竞争开发活动的支 

持，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确保基础研究 

为R&D以及产业发展提供储备。同时，还 

应积极制定产业技术发展战略，重点支持 

产业共性技术发展 。此外，还应根据经济、 

社会的发展需要，充分利用我国加入WTO 

后的过渡期 ，加大对农业 金融以及保险等 

受冲击较大行业 的投入，迅速提高这些弱 

势产业的竞争能力。 

(4)加大对技术创新环境建设的投入， 

将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直接支持企业转向为 

企业创建技术创新环境上 。我 国目前政策 

支持的主要对象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是 

高校和科研院所，再次是中小企业 ，而园区 

和 中介机构排在最后，这与发达国家重点 

支持中介机构和中小企业 的通行做法有所 

不同。政府应从直接干预和参与企业研发 

投入过渡到引导科技资源配置和创建技术 

创新环境上。当前 国家技术创新环境建设 

的重点：一是加快我国以孵化高技术中小 

企业为 目的的科技园等孵化器的建设，促 

进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二是大力发展 

技术中介服务机构；三是加强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行业技 

术服务和共性技术开发机构建设；四是加 

快企业信 自、化建设；五是积极培育和引导 

风险资本市场的建立，拓宽技术创新的融 

资渠道 。六是密切官产学研，建立技术开 

发联合体，对产业共性技术进行联合开发， 

促进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5)实施积极的专利战略。针对我国 

高新技术产业品自主产权 比例较低，仿造 

较 多的现实，建议尽快研究专利战略与对 

策，在主要产业组织企业知识产权侵权可 

能性调查，建立专项补助资金，对在制产品 

急需购买国外专利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补贴。 

这是 因为 ，根据WT0《补贴 与反补 贴措施 协 

议》的规定，专门用于企业研究活动的咨询 

和等效服务的费用，包括外购研究成果、技 

术知识、专利等费用，视为不可诉补贴，允 

许国家予以补贴。 

(6)加强我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 

设的科技支撑。近年来，国际贸易中的技 

术壁垒 日益突 出。据美国商务部 的报告， 

受技术壁垒影响的出口产品价值占世界贸 

易额的25％，我国产品出口正面临国外技 

术壁垒 日益严重的限制。据中国科技促进 

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质检总局标准法规中 

心联合组织的一项调查，我国60％的出口 

企业近几年遇到国外技术壁垒。技术性贸 

易措施既是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与安全的有 

效手段 ，也是支持 民族产业发展的有力武 

器。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的建设不仅是技 

术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制定问题，更重要的 

是技术的直接支撑。没有强大的技术支撑， 

就难以真正建立有效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体 

系。当前建立我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的 

工作重点包括：加强高新技术领域技术标 

准的研究；加快重点技术领域的技术法规 

和技术标准制定上作，使之尽快与国际接 

轨；利用各种政策手段鼓励合乎标准的研 

发厂商，确保某一领域标准的最终确立；在 

重点技术领域建立一批 国际相互认证的国 

家标准认证机构；制定《重点监控进 口高技 

术产品目录》，建立技术壁垒预警与快速反 

应机制；建立国外技术壁垒信息中心和加 

快通报网络建设。 

(7)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吸引和留 

住人才。我国加入WTO后 ，新一轮竞争的 

重点将是人才竞争。其原因一是美国、曰 

本、欧洲经济增长减速使中国成为全球投 

资热点，急需大量本地人才；二是跨国公司 

对中国的投资重点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转 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对中 

国本地的技术人员需求加大；三三是跨国公 

司的全球战略从生产本地化转向研究与开 

发本地化，不仅在中国设立研究开发机构， 

甚至建立培训机构。由于跨国公司具有雄 

厚的经济实力和 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它 

们对中国人才的争夺，将使我国科技、经济 

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而与此 同时，我国 

面临着既缺乏作为学科带头人的研究骨干 

型科技人才，又缺乏善于将科技成果推向 

市场的经营人才，尤其是尖子人才的困境。 

因此，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创造有利于 

人才成长的环境，是我们必须充分重视的 

问题。同时要重视科学普及，提高全 民科 

学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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