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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陕西为代表的我国不少地区严重存在着科技与经济发展不对称的现象。对此，人们从体制、资金、人才 

等多方面找了不少原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然而收效甚微。其根本症结原本在于陕西等地科技知识生产的性质来源 

和成果结构本身有问题，科技相对优势实际上是远离生产实际的基础研究成果(论文)的优势和壮国威型的国防科技 

的优势，这些成果和优势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难也不可能转化为当地的经济实力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改善科技知识 

生产的类型和结构，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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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能够 

提高综合国力。但在我国及一些地区，一方 

面科技比较先进，另一方面经济排名却相当 

靠后，科技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科 

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非常严重。科技与经 

济发展形成明显的反差。尽管改革开放 以 

来，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对此认识非 

常清楚，想尽了办法 ，采取了很多措施，然而 

收效甚微。其实，我们认为，根本的症结原来 

在于我国及一些地区科技知识生产的性质 

来源和成果结构本身有问题，科技相对优势 

实际上是远离生产实际的基础研究成果(论 

文)的优势和壮国威型的国防科技的优势， 

这些成果和优势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很难也 

不能够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实力的。对此， 

我们的仅以这一现象最为突出的陕西(陕西 

科技实力位居全国第3位，以知识和创新为 

基础的新经济指数位次也列全国第 8位，但 

反映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人均GDP却排名 

全国第29位)为案例进行分析说明。 

1 从知识生产类型的角度分析 

(1)早在 1998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 

鞍钢就根据知识生产同经济联系的紧密程 

度，将知识的生产分为两种类型：“追赶国际 

领先”型知识生产和“直接创造财富”型知识 

生产。前者指建立在纯学术基础上的科学研 

究；后者则注重技术创新，关注科学带来的 

附加值、利润和效率。在2000年他对我国不 

同地区知识发展状况调研并形成的报告中， 

曾以国际检索工具收录 (SCI、EI和ISTP)的 

论文数为主要指标衡量 “追赶国际领先”型 

知识生产的能力；用国内专利授权件数衡量 

“直接创造财富”型知识生产能力：在以获取 

知识、吸收知识 、交流知识能力为一级指标 

的知识发展水平报告中，陕西的整体知识发 

展水平比较靠前，是西部唯一一个属中等水 

平的省份(西部其它省份均属低水平地区)， 

但陕西位次的靠前主要靠“百万人口国际收 

录论文数(陕西 29．56，全国平均 15．88)和万 

人 口高校学生数 (陕西 40．401，全国平均 

27．65)两项指标较高，相反万人口专利数(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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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31．40，全国平均44．61)较低，属典型的以 

北京为代表的“追赶国际领先”型知识生产 

模式。 

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它是陕西科研院所和高校，尤其是国家级重 

点科研院所和高校众多的必然结果：在陕 

西，2001年全省拥有专业技术人员92万人， 

独立科研机构 1 234所；全省高等院校43 

所，其中 6所进人国家“211工程”，有 21个 

国家优势学科；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 1o0 

多个，工程研究中心 23个；博士学位点321 

个，博士后流动站 62个；两院院士48人，博 

士生导师 1 321人。这种重点高校和科研院 

所以及高层次人才聚集的情况不仅在西部， 

而且在全国都是少有的。无须置疑，国家重 

点高校和院所的科研工作着重于重大基础 

课题，着眼于未来，以理论基础研究为主，在 

追求学术导向的同时才兼顾市场导向。而与 

此相反，除国家投人陕西的国防企业外，陕 

西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力量却非 

常薄弱，绝大部分企业没有健全的研发机 

构，企业远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就清 

2004·1 1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143 



楚地表明，陕西的科技优势是靠国家资助的 

众多的科研院所和重点高校支撑的．是由属 

基础研究领域众多的高水平科技成果 (论 

文)带来的。也就是说，陕西的科技优势实际 

上是基础研究的优势。在基础研究一应用研 

究一开发研究的科研长链中．陕西的优势在 

上游。这种科技研究开发结构，使得陕西科 

技必然超越于陕西当地经济．难以和陕西当 

地的其它生产要素结合转化成实际经济实 

力。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些重点科 

研院所和高校 ，是立足于全国的，其科研经 

费是由国家出于整个国家战略布局考虑，由 

国家来提供的，理所当然地要服从于整个国 

家科技发展的需要和服务于整个国家的国 

民经济；还有不少一流高校和院所要面向世 

界，关注世界性的科研课题，以确保整个国 

家科技在世界科技经济的影响和排名。 

(2)这些高水平的以科研论文为表现形 

式的基础研究成果，根本任务是追求学术理 

论价值，只是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基础和 

科技储备，其本身是不能也不需要直接转化 

为现实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的。这是由科技 

开发分工的规律决定的。其本身也是无可厚 

非的。因为基础理论成果的价值在于提示自 

然界的内在本质，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和丰 

富科学知识的宝库，具有抽象性 、超越性和 

一 般性的特征；就是许多应用研究成果，也 

虽然往往从原理上讲是能够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但由于转化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手 

段和特殊要求往往并不具备，也难以实际转 

化 因此 ，对这些基础研究成果片面强调最 

大限度转化为生产力并要和当地其它生产 

要素相结合转化为当地的经济实力是不恰 

当的，是违背科技经济发展规律的；另一方 

面．片面强调成果转化，过分追求经济效益， 

必然导致忽视和削弱基础研究的状况，使这 

些国家重点院所和高校背离自己在国家创 

新体系中的地位与职责；使许多一流的科研 

人员受利益驱动离开自己最擅长的研究领 

域，导致原创性能力和成果减少，最终削弱 

转化的基础和前提。 

(3)至于陕西知识发展中万人口中高校 

学生数较多这一项，也是一个潜在的因素， 

与陕西经济发展也没有必然联系 因为不仅 

大学生，就是包括已在陕西工作的科技人 

才，同资金、技术一样，属流动生产要素，而 

流动要素的流向是流向收益最大化，东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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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经 济机制吸 

引大量 的流 动要 素 

流向东部。这是这几 

年陕西 人才严 重倒 

流的基本原因：以至 

人们公认 ，陕西既是 

教育大省．又是人才 

“出口”大省 2002年 

陕西硕 士以上毕业 

生 4 600多 人 ，但 

80％却被东南沿海 

“预定”抢走了一 少 

人 才墙 内开花墙外 

香． 

表1 陕西省科研机构高新技术成果资源分布 

总之，陕西的科技优势是由计划经 

济带来的，是国家长期重点支持的结 

果；其优势的表现主要是基础研究领 

域，其本身是难以提高和转化为陕西的 

经济实力的 这是科技经济发展的根本 

规律，并非人们包括陕西人的意志所能 

转移的： 

2 从优势学科分布的角度分析 

表2 陕西省科研机构各优势学科领域 

获奖成果所占比重及排序 

众所周知，我国从建国以后，就把国防 

建设Lj经济区域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统筹 

考虑和安排 “一五”、“二五”时期，国家把陕 

西作为战略后方，在关中地区新建了20个 

大型军工骨干企业和研究所以及配套企业 ， 

奠定 r陕西T业的基础 “三线”建设时期 ， 

国家 又相继投入巨额资金．在“三线 ”地 区 

(重点是陕 、川 、贵等西部省区)进行了大规 

模军事工业建设．陕西陇海沿线和汉中地区 

当时新建生产军工企业 59个，研究所 23 

个．新建和内迁重点高校 3所，使陕西成为 

我国重要的军工研发和制造生产基地，也使 

陕西的科技实力迅速提高。但“三线”建设的 

一 个后果是，国防科技能力 陕西当地的经 

济发展片没有直接关系，出现了国防科技与 

地方经济“两张皮” 这可以从陕西目前的优 

势学科与高新技术成果资源分布的领域充 

分说明一 

据统计．1999年陕西省共有 l04个技术 

研究机构，46 2l8个技术研究人员，当年获 

得重大科技成果 589项，居国际先进水平的 

l97项，占 33．4％；居国内领先水平的 265 

项．占44．9％ 

在全省科研院断_--级学科的 101个优 

秀专业的研究领域中，共获得省部级以上成 

果 8 754项 ，其中国家级成果奖 564项 ．其 

中l7个全国唯一，详见表 l、表2。 

从表 l、2可以清楚地看出．陕西省科研 

机构、技术人员和获奖成果所占比重前5位 

的优势学科是航空航天技术、核技术、冶金 

工程技术、兵器工程技术、电力电气工程，基 

本上都属典型的国防高科技。也就是说．陕 

西目前高技术供给主要是国防高技术．陕西 

的科技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此决定的 

但这和陕西对技术和高技术的需求不相一一 

致= 

一 般的．对高新技术的需求方向取决于 

工业体系的结构：陕西目前的工业体系是以 

机械工业 、电子工业 、纺织工业 、能源工业 、 

化学工业和食品纺织工业为主要支柱：长期 

以来，机械、电子、纺织、化工等行业是陕西 

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另据对5l家重点企业 

调奄，企业对高技术需求也主要分布在计算 

机技术 、光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力电子技术 、 

航空航天技术、农 业技术和环保技术等领 

域一这些都充分说明，陕西的高科技优势主 

要在国防领域，它既和陕西的企业需求大不 

一 致 ，而且为陕西经济增长实际贡献不大， 

也即上面讲的国防科技与地方经济的“两张 

皮”现象= 

这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在一定程度 

也是必然的。因为国防科技首先必须服从和 



服务于国家的国防需要。尽管军转民、军地 

兼容满足效益最大化原则，但由于国防技术 

的特殊化，它必须在保证国家安全和核心技 

术保密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因此，同基础科 

学先进一样，陕西的国防科技先进也难以同 

陕西本地的生产要素相结合，难以转化为陕 

西地方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3 结语：关键是要提高企业的研发能 

力 

既然基础研究成果和国防科技优势难 

以转化为地方生产力和经济实力，所以以陕 

西为代表的建立在以基础科学和国防科技 

为主要的科技先进与经济落后形成明显反 

差的情况就是非常正常和自然的，无须过多 

地指责，也不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文章。但 

科学技术是必须要转化为生产力的，总要为 

经济包括地方经济作贡献的。这里的关键要 

是改善科学技术生产的结构，象广州那样， 

通过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大力发展“直接 

创造财富”型的知识生产 ，即大力开展适应 

于地方经济、解决本地企业生产实际问题的 

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 

(1)要大力刨建和发展地方性科研机构 

和高等学校，逐步改变陕西国家级重点科研 

机构和高校一头沉的状况。地方性科技研发 

机构和地方高校为地方创办和管理，科学技 

术研究与开发主要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和科技工作现状，侧重于提高当地科学技术 

水平为目的，开发推广的技术也以适用性为 

原则，主要关心和解决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 

一 些重大技术问题。这样就完善了科技创新 

的结构：重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高新 

技术开发，由国家重点科研机构和高校来承 

担；大量下游的应用特别是开发研究和技术 

扩散工作，则由当地科研机构来完成，从而 

形成科技创新的上下游流通顺畅的科技与 

经济的良性循环。 

(2)大力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 

体。这既是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根本要 

求，又为包括我国广州、深圳在内的国内外 

依靠技术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所 

一 再证明 广州及深圳在科技优势不很突出 

甚至还不如陕西的情况下，经济包括高科技 

产业却能迅猛发展，根本的原因是借助于市 

场机制，充分地运用现有的技术和人才，关 

键是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企业不仅是技术创新收益的主体，而且是技 

术创新科技投入的主体，率先在2O世纪9O 

年代后期 就实现 整个地 区技术研 发经费 

70％以上由企业来承担，几乎所有的大中型 

企业都有自己强大的研发机构，并形成既符 

合科技发展规律，又按市场经济来运行的高 

效机制。从而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国内特有的 

“直接创造财富”型的知识生产模式，推动了 

经济快速发展。所以，要解决陕西的问题，关 

键是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推动企业 

建立自己的研究开发机构，增强自己的研发 

能力。只有建立起以企业强大的研发力量为 

主导的科技优势才是对陕西经济有实际作 

用的优势。才是能为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 

展的科技优势。 

(3)改革研究开发体制，提高知识生产 

特别是流动的能力；开放市场 ，增加从外国 

或外地获取知识的能力。要加快调整国有研 

究开发机构，建立多元化的研发体制，增加 

全社会对研究开发的投入，提高研究开发机 

构生产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效率 要保留和资 

助一小批精干的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的研究开发机构，但政府可以通过公开招标 

等竞争方式加大对这些研究进行投资，鼓励 

民营研发机构发展；鼓励外资兴办研发中 

心 ，从而增加本地区生产知识的投入总量。 

鼓励一批技术创新研发机构实行企业化运 

作，或者公司化改组，或者形成新型科技企 

业，或者与企业集团联盟，直接进入市场；充 

分发挥陕西现有科技人才的潜力和作用，鼓 

励科技人才在搞好本职研究的前提下，进入 

技术市场和企业 ，搞技术开发，获取收益。 

(4)确定研究开发投资的优先领域，增 

强“直接创造财富”型知识生产的导向性。要 

根据知识生产与需求相配套的原则，取知识 

生产优势与知识产业化(需求)优势的交集 

作为知识生产与需求配套的重点：根据陕西 

目前优势学科分布状况和优势产业，应重点 

发展陕西的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光电一体 

化、农业技术、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在此 

基础上也发展新材料、能源领域等领先项 

目。要以市场为导向，逐步建立面向市场的、 

适合陕西科技经济发展的知识生产与需求 

相配套的机制，解决陕西知识生产缺乏与市 

场需求接轨的机制、缺乏有效的知识生产与 

产业投融资机制、缺乏知识产业过程中的资 

源优化配置机制的问题，从而逐步改变大量 

科技成果不能在陕西转化和产业化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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