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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技术创新、推进结构调整的若干思考 

刘亚玲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系,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近几年来,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但与广东、上海相比,尚有很大差距。这种状况与浙江以轻型加

工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格局有很大关系,但主要原因还是浙江技术创新的总体水平不高。因此,浙江要加快结构调整,

必须确立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产业培育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以及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为主的技术创

新策略。期间,政府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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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来,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和四大主导产业快速发展,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但与广

东、上海等省市相比,差距还很大 

“九五”以来,浙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机械、电子、医药、化工四大主导产业,利用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好的成效。1995—1998 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和四大主导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约 28%和 21%,分别比

全省工业平均增速高出 10 个和 3 个百分点;在国有及年销售 500 万元以上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和四大主导产业的比重由 13%和

33.6%,分别提高到 15.7%和 37.5%。高新技术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浙江工业结构调整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 

但是,与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相比,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大差距。一是总量相对较小,增长速度相

对较低。1999年,广东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 2000亿元,1990年以来年均增长超过 50%;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过 800亿元, 1992

年以来年均增长约 60%;上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过 1200亿元, 1992年以来年均增长 40%左右。而浙江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行业

界定的统计口径, 1999 年高新技术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仅 800 亿元, 500 户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130 亿元。

总体上看,浙江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仅为广东的 1/4、江苏的 1/2、上海的 3/5; 1995 年以来的年均增速相当于广东的 2/3、上

海的 3/4。主导产业的情况与高新技术产业接近。1999年,浙江四大主导产业完成总工业产值 2165.08亿元,比上年增长 16.5%。

同口径比较,主导产业的增加值不足江苏和广东的 1/2,上海的 2/3。其中,电子工业不足广东的 1/7,上海的 1/3,江苏的 1/2;医药

工业只有广东的 1/2,江苏的 2/3,上海的 4/5。二是发展质量不高,产业层次偏低。从反映发展质量的综合指标劳动生产率看, 1998

年浙江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电子工业,仅为上海的 34%,广东的 78%,全国平均水平的 80%;机械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为上海的 85%,广东

的 72%;化学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为广东的 66%,上海的 78%;医药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为广东的 57%,上海的 70%。   

二、上述状况与浙江以轻型加工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格局有很大关系,但主要原因是浙江技术

创新的总体水平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依靠市场取向改革较早、农村工业化起步较早的优势,形成了以轻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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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组织结构。这种发展格局,使浙江经济总量迅速扩张,但同时也导致了浙江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

密集产业发展起点较低、规模较小等问题。 

产业经济理论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核心是社会生产技术基础更新所引发的产业结构质的改善和提高,即源于新技

术的开发、引进、应用、扩散所引起的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传统产业的更替、改造。即是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技术创新为

前提和主要动因。如果一国或一地区技术创新的总体水平比较高,其高新技术等产业的发展就比较快;反之,高新技术等产业的发

展就相对滞后。因此,从理论上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它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滞后,主要原因是浙江技术创新的总体水平不

高。实证分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技术创新投入偏小 

从政府层面看, 1998年浙江科技经费支出 40多亿元,而上海、江苏、广东、山东等 7个省市均超过 50亿元;研究与发展(R&D)

经费支出浙江 13亿元左右,占 GDP的比重为 0.26%,而全国各省市区的平均水平为 18亿元左右,占 GDP的比重为 0.69%,其中上海、

广东、江苏、山东等 9个省市均超过 20亿元;科技三项费用浙江 4.08亿元,为广东的 55%、山东的 64%、江苏的 81%,占地方财政

支出的比例为 1.4%,低于全国 2%的平均水平。从企业层面看, 1998年浙江大中型工业企业户均技术开发经费内部支出 110万元,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4%,列全国倒数第 7 位;技术开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0.75%,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9%,列全

国倒数第 6位;单位新产品投入 36万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75%,列全国第 15位。 

2.研究开发人员不足 

1998 年,浙江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为 173 人,仅为上海的 44%,辽宁的 64%,江苏的 80%,全国平均水平的 75%;入选国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的人数仅有 27 人,占全国总数的 2.5%,列全国第 11 位。在大中型工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约 10 万人,

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为 8.1%,分别列全国 11位和 25位。其中技术开发人员约 2.7万人,列全国 21 位;高级开发人员(科学家和工程

师) 1.47万人,列全国 18位;户均技术开发人员约 19人,其中高级开发人员约 10人,均列全国倒数第 3位。 

3.技术创新的层次偏低 

从国家级新产品(包括科委系统和经贸委系统)的数量看, 1995— 1998 年,浙江每年约 80 个左右,在全国的份额约为 3— 

4%(1999 年上升到 5.4%)。从专利批准量看, 1998 年浙江为 4470 项,列全国第二。但发明型专利仅 47 项,列全国第十三位;发明

型专利占专利总数的比例为 1.05%,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37%。从企业开发的新产品看,大多为改进型、模仿型,根本型创新不多。

1998年,大中型企业自报的新产品平均每户高达 5.9个,而经认定、进入国家统计的仅为 1.9个。从创新的经济效益看, 1998年

全国大中型企业新产品销售利税率为 12.3%,而浙江为 10.6%,列全国第 18位;全国新产品销售利税率比平均销售利税率高 1.5个

百分点,而浙江新产品销售利税率比平均销售利税率只高 0.05个百分点。   

三、因此,本文认为,浙江要加快结构调整,首先必须确立以技术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的政策思路   

“十五”期间是浙江推进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面临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和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两大任务。为此,本文认为,首先必须在政策思路上有所创新,确立以技术创新推进结构调整的政策

思路。具体来说,就是要确立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产业培育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确立以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为主的技术创新策

略。 

1.确立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产业培育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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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产业培育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其基本理念是任何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它高附加值产

业的发展,只有以先进技术为基础,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具有国际竞争力并迅速发展。也就是说,从宏观层面看,只要企业不断

进行技术创新就一定会发展,而且会长期稳定地发展。因此,这一政策的最大特点是,只要企业按政府引导的方向进行技术创新就

有优惠政策,至于发展的成效如何不是政策的前提。而我们现行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只要企业按政府引导的方向发展并取得成效,

就有优惠政策,至于企业的发展建立在什么技术基础之上,不是政策的前提。仔细分析这两种政策不难发现,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

产业培育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由于抓住了技术创新这个关键,对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比现行政策更为有效。 

2.确立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为主的技术创新策略 

技术创新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自主创新,即以自主研究开发为基础的创新成果首次商业化;二是引进创新,即在引

进、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二次创新。从理论上讲,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应该走引进创新与自主创新相

结合的道路。但实际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的侧重。一般的规律是,后进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的初期和中

期,走的是以引进创新为主的道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后,逐步过渡到以自主创新为主。 

目前,虽然浙江已经有一批企业初步具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但整体上看,从浙江企业目前的自主创新能力看,在未来 5— 10

年的时间里,浙江尚无条件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道路。因此,我们认为,浙江至少在未来 10年里,应确立以引进、消化吸收和二次

创新为主的技术创新策略,争取在 2010年以后,逐步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   

四、实行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产业培育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以及以技术引进及消化吸收为

主的技术创新策略,政府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政府的作用也不能完全满足于“搞好服务、创造环境”。在欧、美、日等发达

国家,政府参与技术创新、组织重大技术攻关等,一直是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从浙江实际看,政府必须在以下几个

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制定全省技术创新战略 

技术创新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是对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及技术进步等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考

虑和安排,并确定技术创新的战略重点、步骤及途径。浙江的技术创新战略应包括: 2000— 2020 年技术创新的总体路线和基本

对策;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其它主要产业的技术创新目标和实现途径;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的产业化计划以及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

研究开发目录等等。 

2.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体系主要由企业创新体系、产学研合作体系、重大技术攻关及产业化体系、中介服务体系、政策支持体系等组成。

上述几个方面,有的要求政府进行引导,如企业创新体系、技术引进体系、产学研合作体系、中介服务体系等;有的要求政府直接

参与,如重大技术攻关及产业化体系;有的则完全是政府行为,如政策支持体系。 

3.对事关全省经济发展的重大技术创新项目进行组织协调 

许多技术创新项目,事关经济发展全局而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发展;创新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也不是一个企业可以

承受的。这就要求由政府出面、出资,组织有关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共同进行技术攻关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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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制订鼓励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不断创新的政策 

具体包括, ①研究制订鼓励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政策。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引进设计图纸、工艺专

利等软技术,经立项审定、同级财政批准,予以一定的技改贴息和财政补贴;企业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二次创新的,可作为

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项目审报,并享受有关政策。②研究制定鼓励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政策。企业研究开发国家

级新产品和省级新产品,经立项审定由省财政予以一定的专项补贴,开发成功后再予以奖励;企业研究开发其它新产品、新工艺、

新技术,经立项审定由同级财政予以一定的专项补贴。③研究制订鼓励企业进行产学研联合开发的政策。企业与高等院校或科研

机构联合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或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建技术中心,经审定批准由同级财政予以一定的补贴。④研

究制定组织实施“技术创新重大项目工程”的具体办法。每年选择若干项产业关联大、能够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性技术,以

公开招标,政府合同等形式,组织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进行联合攻关,每个项目予以一定的财政补贴。⑤建立技术创新信

息网络。信息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设立面向企业,联系国内外科研机构、科技人才、科技成果的技术创

新网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企业和个人由于巨大的运行成本以及缺乏相应的信息资源,难以设立这样的网站。因此,

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加快设立技术创新信息网,将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以及部分企业、工程技术中心的有

关情况,特别是重要设备、实验室、现有的成果、正在研究的课题、人才等信息收集入库、上网,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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