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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扩散对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布局的影响 

———以安徽省“合芜蚌”试验区为例 

饶 睿 

(合肥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系,安徽合肥 230022) 

摘 要: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是安徽省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也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组成

部分.借助技术扩散资料,对合肥市高新区实地调查,通过分析技术的空间扩散过程,认为技术势能、空间距离、扩散通道和扩散

环境是影响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试验区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为下一步优化试验区企业布局的方案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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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创新扩散的内涵和影响因素 

1.1 技术创新扩散内涵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技术扩散是技术在空间上的移动和转移过程,通常的技术扩散更多地是指创新技术的扩散和利

用.技术创新理论的鼻祖、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 Schumpeter)早在对技术创新进行研究时,就注意到了技术创新的扩散,

他认为技术创新扩散的实质是一种“模仿”行为.斯通曼(P.Stoneman)将“一项新的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称为“技术创新扩

散”.他认为,技术创新之所以能影响经济就在于其“广泛应用和推广”.弗里曼(C. Freeman)认为技术创新扩散是在发明和技术

创新后发生的,并且与技术创新在市场上推广传播的过程有关.舒尔茨(T. W. Scholtz)把技术创新扩散定义为“通过市场和非市

场渠道的传播”,并指出“没有扩散,创新便不可能有经济影响”[1].梅特卡夫(J. C. Metcalf)则认为技术扩散是一种选择过程:

既包括企业对于各种不同层次的技术的选择,同时也是顾客对企业的选择过程,通过这些相互作用的选择过程,技术创新一步步

地实现其扩散[2].美国学者罗杰斯(E. M. Rogers)认为,技术创新扩散是创新通过一段时间,经由特定的渠道,在某一社会系统的

成员中传播的过程.科莫达(F. Komoda)认为,技术扩散应该是“对理解和开发所引进技术的能力的一种转移”[1]. 

国内学者傅家骥将技术创新扩散描述为“技术创新扩散是技术创新通过一定的渠道在潜在使用者之间传播、采用的过程.”

许庆瑞等认为“所谓技术创新扩散,是指创新技术通过一种或几种渠道在社会系统的各成员或组织之间随着时间传播,并推广应

用的过程.”武春友等认为,技术创新扩散是实现商品化的技术创新成果,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展、成果有偿与无偿的转移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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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技术创新得以再应用或多次再应用,最终达到技术创新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相应影响的过程.他还进一步指出,技术创新扩散

应该由“扩”和“散”两个方面实现的[1].曾刚等指出,技术扩散则是创新的技术在其它经济领域和更大地域空间范围的应用推

广[3].总之,上述概念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存在着诸多细微差别,但其实质基本相同,技术扩散即新技术的传播、应用及产

生经济效益的过程. 

1.2 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分析 

所谓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是指影响技术创新有效扩散的条件.影响技术创新有效扩散的因素和条件众多.按照不同的

分类方法可以划分成多种因素,不同的分类方法也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这些因素对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情况.从理论上讲,技术

创新扩散行为是技术创新的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行为,双方的技术势差是扩散行为产生的前提,顺畅的扩散通道和有利的扩散环

境也都将影响到扩散的效能. 

 

2 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情况分析 

2.1 设立背景及意义 

2008年10月17日,安徽省委、省政府在合肥召开全省推进自主创新暨建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动员大会”.

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是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大背景下,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安徽时重

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也是充分发挥合芜蚌科技产业资源优势的现实要求,更是推动安徽全面发展、加速崛起的战略举措.其根

本目的是充分发挥试验区内现有的科教优势,以期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导创新资源合理配置,打造一个以科技创新为特色的区域品

牌,促进有条件的地方率先突破,带动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发展、可持续发展[4]. 

2.2 建设成果显著 

2.2.1 科技成果 2009 年我省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 16386 件,位居全国第十三位,芜湖、合肥和蚌埠位居前三,分

别申请了 4379 件、3536 件和 120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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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职务申请 6289 件,占 68.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7.5 个百分点.其中,有 792 家企业申请专利 5183 件,企业数比去年翻了

一番,专利数占了全省企业申请专利近六成.三市企业申请发明专利 1392 件,同比增长 42.0%.三市有六个县进入当年全省专利申

请十强县. 

2009 年,合肥、芜湖、蚌埠三市通过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登记的输出技术合同交易额为 33.5 亿元,流入合芜蚌试验区

的达 19.5 亿元,占 58.2%,流向区外的有 14 亿元,技术引进大于流出,高出技术流出 18 个百分点[6]. 

目前合芜蚌三市升级各类创新型(试点)企业已达 57家,占全省 50%;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457 家,占全省 60%.今年初,在国家科

技奖励大会上,安徽捧走了 12 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的两项.其中 EAST 核聚变试验装置、奇瑞节能环保汽车技术平台建设,

获得首次设立的“企业技术创新工程”类唯一的一等奖,这两项均出自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6] 

2.2.2 产业成果 一批高端大企业纷纷落户试验区,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1454.9 亿元,一批新兴产业重大产业化科技攻

关项目顺利推进,截止目前,26个试验区重大新兴产业化项目共完成投资20多亿元.京东方TFT-LED项目开工建设,丰原木糖醇联

产柠檬酸项目试生产,奇瑞 A5油点弱混合动力桥车上市,讯飞畅言语音教学软件在全省推广,普乐 50兆非晶硅太阳能电池项目投

产,中科大量子通信技术 5 用户实验网基本建成,安徽量子通信技术公司注册成立,量子通信技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步伐加快

[7]. 

2.2.3 人才成果 产学研合作项目加速实施.一年来,试验区新建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12家,成立产业创业团队 26个,引

进高端人才 3000 余人.中科大微尺度国家实验室和奇瑞公司被批准为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中科院、中国工程院

和中国科协先后在试验区设立院士工作室和海外引智基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每年投入

1000 万元与合工大共同实施产学研合作创新工程.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江淮汽车股份有公司、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华菱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合肥工业大学、徽商银行等 18 个单位发起成立了安徽省汽车电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合肥阳

光电源有限公司、普乐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工业大学、徽商银行合肥高新区开发支行等 9 家单

位发起成立了安徽省光伏发电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6]. 

3 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技术扩散与企业布局分析 

3.1 各影响因素对试验区技术扩散的影响 

3.1.1 技术势差是影响试验区宏观尺度的主要因子 技术势差是技术创新特性中影响扩散的主要因素,即一项创新比它所

取代的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其间存在的“位势差”是推动创新技术得以扩散的主要原因.合芜蚌试验区内原有创新资源丰富,区

内共有高等院校 69 所,科研院所 63 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个.但区内尚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企业创新源,高校、科研院

所的技术扩散渠道不畅,三市相比较而言,合肥的创新源居多,有必要对整个试验区进行扩散.2009 年试验区三市产业吸纳技术合

同成交额为 31.7 亿元,同比增长 38.71%.其中,68%为省外引进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21.6 亿元,消化吸收本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为 10

亿元,表现出试验区对省外技术有较强的吸引力.电子信息、先进制造和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是试验区吸纳技术的主要产业领域,

分别占吸纳成交额的 40.02%、35.88%和 11.14%.合肥市产业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为 20.4 亿元,其中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占 59.64%.

芜湖市产业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为 10.75 亿元,其中先进制造技术领域占 8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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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试验区技术来源的内部结构,可以看出,试验区内高新技术产业更多地依赖于欧、美、日等国,试验区内原有的创

新源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地发挥. 

为了对合芜蚌试验区的技术扩散进行较为细致地研究,笔者对合肥市高新区内60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调查结

果看,2009年,被调查企业中主要设备出厂年代为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后的比重分别是35.16%和63.78%,占所有设备的99%

左右;企业独立设计制造产品和委托设计制造产品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3.97%和 30.08%,两者之和为 84.05%;有

95%以上的企业设有 R&D 部门,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 20%以上的企业有 11 家;有 65.8%的企业采取自主开发的技术发展模式,有

28.3%的企业和外部合作伙伴进行技术开发.由此看出,合肥高新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其技术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处于由技

术模仿向自主研发过渡的发展阶段,技术势能不断增强,与周边地区甚至国外的技术势差逐渐缩小,这将为整个合芜蚌试验区进

一步吸引和消化吸收扩散技术、提升其整体实力奠定了基础. 

3.1.2 技术扩散通道是影响试验区技术扩散结构、方式和强度的重要因素 从宏观尺度的技术扩散来看,合芜蚌自主创新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位于中东部长三角产业和技术转移的主要通道上,试验区的经济体制、政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机构、

基础设施建设和地理位置等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安徽近几年是中部市场发育程度较好地地区之一,经济发展速度快、水平

也逐年提高.合肥市高新区十几年的发展、科教基地的建设经验,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和信息流通等方面

的优势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合理的产业结构,迅速承接了来自

长三角的先进的技术转移,逐渐成为安徽省、乃至中部的技术高地.2008 年 10 月,试验区建设全面启动以来,相比较于安徽省其他

地区来说,试验区在政策、资金和基础设施上的优势更加凸显,技术扩散通道的通达性大大增加,接受技术扩散的速度和强度都有

显著地增长(见表 2、图 2). 

 

从微观的技术扩散来看,合芜蚌试验区企业与技术创新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技术扩散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技

术扩散通道的通达性较差.在被调查的 60 家高新企业中,与客户、供应商、合作公司有紧密合作的企业分别有 35、27、26 家;与

科研机构、技术市场、技术服务机构、大学和中介服务机构有紧密合作的企业则分别只有 12、10、5 和 6家.这表明试验区内企

业与技术创新合作伙伴的垂直联系较强,而水平联系较弱,技术扩散网络的发育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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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试验区微观尺度技术扩散通道通达性的影响因素中,有 58%的企业认为试验区内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56%的企业认为

缺少风险投资,46%的企业得不到新技术,31%的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不够有力.除此之外,法制环境不健全、政策环境不到位也

是阻碍试验区企业技术扩散通道的主要因素(见图 3). 

 

3.2 试验区企业技术区位分析 

技术区位是指国家、地区或企业的技术势能与技术扩散通道在地域上的有机结合和综合反映.技术区位较好,其技术势能较

高,其技术扩散通道较通畅.对于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说,其内部众多的企业构成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体,它们具

有共同的技术区位优势和劣势;但内部各个企业相对独立,企业个体技术区位的优劣有较大差异.企业是试验区的主体,也是技术

扩散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其技术区位将直接关系到其技术来源、技术扩散途径、强度和效果.从技术扩散的尺度看,宏观技

术区位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合芜蚌试验区接受长三角地区产业技术转移和对外技术辐射的能力;微观技术区位则对试验区内企业

的技术创新和扩散机制产生深刻的影响. 

合芜蚌试验区成立一年来,在各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吸收利用高技术能力、转化应用新技术方面远远高于全省总

体水平.从宏观尺度上看,合芜蚌试验区明显优于省内其他地区,其中R&D资源的技术优势特别突出.这说明,试验区的建立使该地

区日益成为安徽省产业、技术和人才高地,技术输入和转化的切实推进增强了试验区的整体技术势能,技术势能又反过来有效地

提升了试验区引进、消化、吸收、扩散技术并实现自主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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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尺度看,由于试验区建立时间不长,目前技术扩散通道的通达性较差,企业与技术合作伙伴之间的扩散强度较低,扩散

结构不合理,其微观技术区位处于较低水平,从而成为试验区完成接受发达地区技术转移全过程的瓶颈.在合芜蚌试验区利用其

有利的宏观技术区位接受长三角产业和技术转移后,能否对扩散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并培育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实现扩

散技术的再创新和再扩散,微观的技术区位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改善微观技术区位是目前和今后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急需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技术扩散是技术在空间上的流动,技术势差是其扩散的根本动力,技术扩散通道和外部环境是技术扩散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各影响因素分别侧重于作用不同尺度的技术扩散过程.相对来说,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由于本身各方面资源的配套齐全,

可以非常明显地将创新技术扩散到各个地区,进而促进产出的增加.但由于技术势能在空间上具有不连续性,技术通道在空间上

具有不均衡性,加上距离的影响、环境的规制,使得技术扩散在空间扩散上表现极为复杂.因而疏通技术通道、优化扩散环境、提

高技术势能是今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得外部技术资源、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和实现内外部技术扩散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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