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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首先需要新兴技术的支撑, 而新兴技术从形成到商业化都面临着巨大的不
确定性。本文分析了新兴技术商业化中各个阶段的影响因素, 阐述了政府政策的作用,提出政府在新兴技

术商业化的不同阶段为有效促使新兴技术尽快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应采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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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新兴技术( e�
merging technolo gy)的支撑, 而新兴技术向战略性

新兴产业演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新兴技术商业化的

过程。

新兴技术从形成到商业化的各个环节都面临着

高度的不确定性, 不仅需要企业全面、深入地理解和

掌握其中的风险构成和防范途径, 同时还需要政府

在政策上给予有力支持。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

性将有效降低新兴技术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过程

中的风险,提高商业化的成功率。

现阶段有关新兴技术商业化和政府政策作用的

研究很少,且新兴技术商业化过程的研究多立足于

整体,阐述及建议等都较为宏观,尚不足以分散到具

体阶段, 形成可操作性。目前学术界有关新兴技术

商业化中政府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董书礼认为,

 市场失灵!、 后来者劣势!等原因注定了我国政府

应该在新兴技术商业化中发挥作用
[ 1]
; 宋丽敏等在

分析技术复杂性等新兴技术商业化制约因素的基础

上,提出相关的政府政策与措施,以降低新兴技术商

业化的风险[ 2] ; 高峻峰通过 T D�SCDMA 移动通讯
技术的案例, 分析了政府政策对新兴技术演化的影

响,并认为政府政策应以过程为导向,在新兴技术演

化过程中不断调整
[ 3]
; 饶蕾在分析问卷的基础上对

政策影响型新兴技术商业模式进行了阐述[ 4] ;朱雪

祎等研究了创新链条各环节中不同程度的市场失灵

和与之对应的政府政策选择问题[ 5] ;王志坚结合理

论与实证分析研究了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作

用
[ 6]
。此外,一些文献也从各种视角揭示了政府政

策对技术创新、技术商业化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
[ 7- 11]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将新兴

技术商业化过程划分为 4 个典型阶段, 逐一分析和

归纳各阶段的影响因素, 有针对性地提出在不同阶

段政府应重点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以帮助企业降低

新兴技术商业化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促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

1 � 新兴技术与新兴技术商业化

1� 1 � 新兴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兴技术管理的系统研究起源于 20世纪 90年

代沃顿商学院的 Hunstman 研究中心!, 2000 年出

版的∀沃顿论新兴技术管理#是该领域的代表作, 并
引发了全世界研究新兴技术管理的热潮。乔治∃戴
( Geor ge S. Day )等认为, 新兴技术是建立在科学基

础上的革新,它可能创造一个新行业或改变某个老

行业[ 12] 。通俗地讲,新兴技术是那些新近出现或发

展起来的、对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高技术 [ 13]。

除了具有技术的一般特征外, 新兴技术还具有

自身独特的特征,主要是高度不确定性(包括市场、

技术和管理的不确定性)和 创造性毁灭! ( creat iv e

dest ruct ion)。由于新兴技术出现时间不长, 市场正

处于孕育阶段, 技术自身并不成熟,管理思路还有待

雕琢,因此三者的 摸石过河!状态都导致了新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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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高度不确定。所谓 创造性毁灭!, 通俗地讲是
指新兴技术可以创造一个新行业, 毁灭性颠覆某个

老行业。

2009年 9月,温家宝总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构

想,之后战略性新兴产业被圈定为新能源、节能环

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

等 7大产业。不难发现,支撑此 7大产业的核心技

术都是新近出现的、将对未来经济结构产生重要影

响的高技术, 都属于典型的新兴技术。在积极建设

创新型国家和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的大背景下,大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国具有很强的特殊的现实

意义。

1� 2 � 新兴技术商业化

技术商业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技术商

业化过程是指产品或服务形成后, 从试水市场到被

市场接受或不接受的过程;而广义的技术商业化则

还包括之前的技术选择、产品或服务实现等阶段。

和多数文献一样, 本文采用广义技术商业化的概念。

新兴技术商业化 ( commercializat ion of emer�
ging technolo gy)是指在新兴技术范畴内, 从具有认

知价值的原理或构思到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的价值累加和转变的过程, 是知识形态到物质形态

的升华。作为技术的一种, 新兴技术的商业化阶段

的划分不可避免要借鉴于技术商业化阶段的划分。

目前学术界在技术商业化阶段的划分上见仁见

智,具有代表性的有 四阶段论!和 五阶段论!。聂
祖荣认为,技术商业化从构想到形成产业有 4 个阶

段,即理论研究及实验阶段、雏形开发与中试阶段、

试点生产阶段和规模化生产阶段等
[ 14]
。刘常勇等

认为,在研究创业投资评估时可以将技术商业化过

程划分为 5个阶段,即概念阶段、初期阶段、成长阶

段、扩张阶段和成熟阶段等[ 15]。此外, Vijay K. Jol�
ly 将技术商业化过程划分为 5个基本环节(构想、孵

化、示范、推广和持续)和 4个衔接环节(激发兴趣与

争取支持、为技术示范调动资源、调动市场要素和调

动互补资产)
[ 16]
。

综合目前各种关于技术商业化的划分, 同时考

虑到新兴技术商业化的具体特征和政府政策的作用

重点等因素,笔者认为,现有关于技术商业化阶段的

划分同样适用于新兴技术商业化阶段的划分, 且足

够阐述清楚政府政策的作用。基于此, 我们将新兴

技术商业化过程划分为 4个阶段, 即技术选择阶段、

研发阶段、中试阶段和批量生产阶段,如表 1所示。

表 1 � 新兴技术商业化过程的划分及主要工作

阶段划分 技术选择阶段 研发阶段 中试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主要工作
分析技术与市场的匹配;技术

可行性分析;形成商业化构想

进行新兴技术研发; 开发

产品原型

产品批量定型;验证制造可行性;寻

找和匹配大批量生产的资源

试水市场;激发市场需求;调动

资源要素,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1� 3 � 新兴技术商业化的影响因素
新兴技术商业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可

避免地要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 研究新兴技术商业

化各阶段的政府政策, 就是希望通过发挥政府政策

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弱化或化解这些因素对新兴技术

商业化的影响。

作为一类特殊技术,新兴技术的商业化既有与

一般技术商业化相同的影响因素, 又有一些特殊的

影响因素。不难发现, 新兴技术商业化的影响因素

是技术商业化一般影响因素与新兴技术商业化特有

影响因素的叠加与整合。

关于技术商业化的一般性影响因素, 目前学术

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刘常勇列举了 IBM 总

结出的 6点影响实验室成果商业化的主要因素, 并

进行了阐述[ 17] ;赵旭罗列出了 8个影响因素, 并通

过实证方法分析了各因素对新技术商业化效果的贡

献问题[ 18] 。此外,王敏等在研究新兴技术演化时将

影响新兴技术演化的要素分为市场需求、企业能力

和配套环境等三大类
[ 19]
。

沿用我们前期的新兴技术演化研究成果 [ 20�22] ,

现将新兴技术商业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划分为四大

类,即市场需求、技术实现、企业能力和配套环境, 如

图 1所示。

1)市场需求。影响新兴技术商业化的市场因素

可以从需求与竞争两个关系进行阐述。( 1)市场需

求因素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因市场拉动型( mar ket�
pull)创新[ 23]这一概念的提出而渐渐成为研究热点。

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是新兴技术高度不确定的内涵

之一,它直接关系到新兴技术商业化最终实现的可

能性。需求状况主要体现为需求的存在性和需求规

模两方面,前者关系到交换能否实现,而后者关系到

交换的实现量。( 2)竞争关系决定市场格局。新兴

技术面对的市场主要是刚刚启动甚至尚未启动的市

场,市场结构不明了,竞争规则、竞争对手、竞争方式

等竞争细节也不明确,这些都导致了新兴市场的 模
糊化竞争!,尤其是对有多少潜在竞争对手出现, 更

是无从知晓。除了外界环境模糊外,未来市场中企

业自身的竞争优势也并不明确, 此时迅速塑造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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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兴技术商业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自身竞争优势有助于更好更快地掌握竞争主动权。

2)技术实现。新兴技术在技术方面的高度不确

定性主要体现在技术能否实现不确定、什么时候实

现不确定、技术实现后补充性资产的变化能否导致

商业化不确定等三个方面。新兴技术商业化的技术

因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即技术选择和技术实现。

( 1)技术的选择是技术商业化的开始,其选择是否合

理将影响到之后技术能否实现、工艺能否生产, 甚至

影响到最终商业化价值能否实现。此方面的影响因

素较多,主要包括文献检索是否完全和清晰、主导专

利是否不可绕过(避免专利陷阱)、知识产权保护状

况、企业先期的技术积累是否充分、技术持续创新的

潜力是否足够大等。此外还包括技术的知晓性、可

行性、可替代性、持续创新潜力等。( 2)技术实现是

技术商业化过程的关键环节,构思再好、投入再多,

如果因为技术自身复杂性、研发设备与设施等影响

因素导致技术无法或无力实现, 则一切构思和投入

都将化为乌有。

3)企业能力。通俗地讲, 企业能力就是企业配

置资源的本领。目前学术界对企业能力及其分类的

讨论较多[ 24�25]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将企业能力划分

为资本、研发、生产和市场等四个方面。1)新兴技术

商业化是一个吸收资源、创造价值的过程,商业化的

投入势必影响产出,因此企业获取和利用资本的能

力就成了影响新兴技术商业化的因素。企业可以获

取和利用的资本主要包括资金(自有资金能力、融资

能力等)和人力资本(经理人素质与能力等)两部分,

此外还包括专利、技术秘密、制造诀窍等。( 2)技术

最终能否产出是技术在商业化过程中必须跨越的

 沟堑!,而企业的研发能力就是跨越 沟堑!的 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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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企业的研发能力主要包括
基础研究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工艺技术能力等。

( 3)在技术实现之后,企业需要着手技术产品的规模

化生产,此时产品批量化定型能力、工艺成熟度、批

量生产能力等成为影响因素。( 4)市场能力主要包

括需求创造与捕捉能力、市场策划与推广能力、平衡

动态供需的能力等三个部分。技术的商业化价值直

接来源于供需双方的彼此满足, 换句话说, 实现商业

化价值需要创造和捕捉需求, 促进交换。和多数商

品一样,新兴技术产品在进入市场时也需要营销,通

过市场策划和推广等方式预热市场, 提高消费者的

接受度。此外,在新兴技术环境中,需求会随技术的

快速进步而迅速变化, 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满足需求

成为企业的一个动态目标。

4)配套环境。新兴技术商业化是一个投入资源

持续增加的过程, 而某些资源新兴技术企业自身并

不拥有,需要外部相关者来提供,这些外部的资源提

供者及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兴技术商业化的配套

环境。根据研究需要, 笔者将配套环境划分为补充

性资产、辅助环境和相关制度等三部分。( 1)现有研

究普遍认为[ 26�27] ,补充性资产是一种企业资源,多数

情况下企业只有在拥有必要的补充性资产时才能成

功实现技术的商业化。在新兴技术商业化过程中,

补充性资产主要包括补充性技术、外部专利、风险投

资者、渠道与供应商关系等。( 2)通俗地讲,辅助设

施就是那些对新兴技术商业化起到一定支持或协助

作用的外部环境设施的总合。例如, 在我国大力发

展和普及电动汽车的同时需要有一定密度的充电

站,此时充电站就是一种辅助设施。( 3)制度因素是

新兴技术商业化的 规范者!和 引导者!, 前者包括
法律、法规等,而后者则包括种种计划、规划、公共构

想等。

2 � 新兴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政府政策

2� 1 � 政府政策
在讨论新兴技术商业化各阶段的政府政策作用

之前, 我们有必要对政府政策进行界定。政府政策

包括的门类繁多,目前的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 [ 28�29]。

本文所讨论的政府政策主要是指在新兴技术商业化

范畴内,针对某一技术领域与技术研究、发展和产业

化相关的的政府对策与措施, 包括经济政策、创新政

策、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等。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 政府政策的作用主要通过

 界定!和 引导!两种方式实现: ( 1)政府是社会制度
的制定者和维护者, 通过制定和维护法律法规、公共

准则等来 界定!企业的是非、可为不可为,如∀反不
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制度等; ( 2)政府通过政策
 引导!企业朝着经济结构薄弱或需重点突破的领域

发展,如 发展规划!、 振兴计划!等。
2� 2 � 新兴技术商业化各阶段的政府政策分析

图 1已显示了新兴技术商业化过程中的影响因

素在各阶段的分布情况。下面, 我们将逐一阐述各

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各阶段中政府政策作用的要

点(见图 2)。

图 2 � 新兴技术商业化各阶段的政府政策作用要点

� � 1)技术选择阶段。
选择技术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 其中技术与

市场的匹配程度是关键。技术知晓性、可替代性、持

续创新潜力等特征决定了技术的可实现性和价值创

造的可持续性,而专利和文献是否完全和清晰、相关

技术的已有运用情况等决定了市场的有无与大小。

只有技术与外部市场准确对接与匹配才能创造出理

想的供求关系,进而实现技术的商业化价值。正是

因为有太多影响技术选择的因素需要衡量与决策,

企业决策者的某些特质与能力也就成了影响因素之

一。此外,影响因素还包括自身能力(资金、人才、竞

争力等)和补充性资产等。新兴技术商业化是一个

投入产出比很低的过程, 不确定性高,能力有限的企

业不宜在此冒险;补充性资产的缺少或不易得到也

将导致后续阶段的高成本和不确定性。

政府政策在技术选择阶段的重点主要是引导企

业的技术发展方向和领域,具体包括: ( 1)颁布法规

(如环境、生态类法规)或提出构想(如低碳经济) , 影

响相关企业的技术选择; ( 2)通过财政政策(如某个

领域的税收减免政策等)引导相关企业进入某项技

术领域; ( 3)在一定范围内提出攻关目标、发展规划

等引导企业进入; ( 4)认可某项技术成就, 如奖励技

术发明人或给予某种称谓, 表明政府的技术关注重

点; ( 5)创立某项技术、某个领域的政府引导基金,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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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民间资本更多参与投资政府扶持的某项技术或某

个领域; ( 6)分析统计数据,发布社会需求和市场缺

口,以需求拉动企业进入并形成供给; ( 7)以政府采

购等形式显示政府 偏好!, 暗示企业 迎合偏好!。
2)研发阶段。

研发阶段和之后的中试阶段是企业验证技术可

行、产品可行和生产工艺可行的阶段,两个阶段以技

术为核心,影响因素虽有差别,政府政策作用的目的

却较类似,即通过政策手段加速技术向产品的转化。

研发阶段产出技术,此时技术自身复杂性、企业

研发能力、资本投入和技术产出形式等成为主要影

响因素:技术自身的复杂性与研发能力是一对 盾!
 矛!关系,此关系直接关系到技术产出的时间和结
果;研发阶段资源消耗巨大, 资金(包括风险投资者

的资金)、研发人员等 后勤保障!是否过硬则间接关
系到技术产出;商业化主体的个体能力毕竟有限,独

自产出的难度毫无疑问远高于合作产出(如技术研

发联盟)。此外, 影响因素还包括企业员工执行力、

研发氛围与士气等。

研发阶段的政府政策作用主要体现为财政科技

投入的支持。具体支持行为包括: ( 1)以政府资金资

助、政府担保银行贷款等形式支持企业技术研发;

( 2)促成与风险投资者的合作,补充资金、信息、经验

等资产; ( 3)积极联合与促成基础性、共性技术的研

发联盟,如企业技术创新联盟、 产学研!联盟等, 降
低技术产出风险; ( 4)以政府许诺(如奖金、荣誉)、政

府关怀(如企业走访调查)等形式刺激和提高研发积

极性; 5)通过发布信息(如发布行业市场调查报告)

等形成利好消息, 加快企业研发进度。

3)中试阶段。

中试阶段要求企业有较高的 知识形态!到 物
资形态!的升华能力。从产品构想、产品原型开发、
批量化定型, 到最后的匹配生产,新兴技术存在着新

产品与已有工艺生产线的 撮合!, 需要企业有较强
的吸收转化能力; 工艺成熟度、产品开发能力、生产

匹配能力等也成为该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此外,

影响因素还包括补充性资产(此阶段表现为实验环

境、仪器设备等)、资金等资产投入。

中试阶段的政府政策作用主要体现为共性技术

与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引进战略投资者和金融资

本的介入。具体包括: ( 1)出于对中试阶段高昂成本

的考虑,政府应积极加快共性技术与公共服务平台

的建设,批量化服务商业化主体; ( 2)搭建诸如技术

成果展、博览会等交流平台, 预热市场, 吸引风险投

资者等相关者关注和进入; ( 3)积极引进战略投资

者,形成长久性、战略性补充性资产; ( 4)刺激建立社

会分工之间的网络,如通过技术会议等形式使技术

研究人员和工程应用人员相联系, 促进技术应用;

( 5)积极寻找补充性资产, 形成工艺合作, 如在企业

工艺不成熟、匹配能力差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促成

其与工艺优势企业的 联姻!; ( 6)合理放宽监管、争
取名额,鼓励新兴技术商业化主体获取金融资本, 如

创业板上市融资等。

4)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是技术产品从试水市场到完全融

入市场的摸索阶段, 此阶段的影响因素较多, 主要包

括市场竞争关系、需求创造与捕捉能力、市场策划与

推广能力、批量生产能力、资本投入、补充性资产等。

( 1)新兴市场形成时间不长,竞争方式、规则、对手等

竞争细节的不确定性凸现并影响着商业化进程的深

入; ( 2)进入市场初期, 消费者对该技术产品的认同

度低,市场亟需开拓, 此时需求创造与捕捉能力、市

场策划与推广能力就成了影响因素; ( 3)一旦产品被

市场较好地接受,市场需求受激发或呈爆发性,此时

批量生产能力、平衡动态供需的能力成为主要影响

因素; ( 4)资本(资金、人力资源等)和市场相关的补

充性资产(如渠道、供应商关系等)等也左右着市场

从小做大。此外,此阶段的影响因素还包括辅助环

境、相关制度环境等。

此阶段的政府政策较为丰富, 主要体现为刺激

需求、市场监管、补充性资产的匹配和财政、金融、税

收政策的支持等方面: ( 1)进入市场初期, 政府可采

取政府采购、资助购买(产品消费券)等措施, 引导社

会消费; ( 2)搭建买卖双方信息对流平台, 如供销网

站、技术成果展等, 促进需求,形成供销; ( 3)在市场

形成初期,密切关注市场发育,充分发挥监管、协调

等职能,必要时可直接干预市场(如产品定价) ; ( 4)

引导和参与标准制定,帮助企业长期掌握竞争优势;

( 5)通过担保融资、引导社会资金投入、鼓励上市融

资等途径,帮助企业解决商业化阶段的资金困难;

( 6)积极帮助找寻补充性资产(此时体现为销售渠

道、供应链等) , 积极给予财政、金融、税收方面的政

策支持,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需要。

3 � 结论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新兴技术的支

撑,而新兴技术商业化成功率较低则是制约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的一个主要因素。只有

通过企业、政府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在一定程

度上有效降低新兴技术商业化过程中各阶段的风

险,提高企业开展新兴技术研发和商业化的积极性。

影响和制约新兴技术成功商业化的因素众多, 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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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主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 但对于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也可以有

所作为。根据前文分析,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根据新

兴技术商业化的不同阶段, 结合本地区、本行业的实

际情况,抓住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关键影响因素,

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通过政策引导、资

源投入、组织协调、搭建平台等多种途径降低新兴技

术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过程的不确定性,帮助企

业提高新兴技术商业化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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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Government Policy in Evolution Process from Emerging

Technology to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Fang Ronggui, Yin Lu, Wang M in
( School of Econ omics and M anagem ent , University of Elect ronic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of China, Chen gdu 610054, Ch ina)

Abstract: T hrough analyzing the impacts in all stages of emerging technology commer cial izat ion and elaboratin g the ef fect s of governmen t poli�

cy, thi s paper p oint s out how the government uses suitable policies in dif feren t stages of commercializat 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to im petus th e

evolu tion f rom emerging tech nology to st rategic emerging indust ry ef fect ively and rapi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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