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靠技术创新　发展循环经济
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校 　林佩元

[摘要 ] 循环经济是一种依靠科技进步为动力的全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3R”原则 ,要求不断推进科技
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建立起绿色设计、清洁生产、废物利用、污染治理的绿色
技术支撑体系。同时必须采取相应对策建立起我国以自主创新为主 ,把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
相结合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
[关键词 ] 循环经济 　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自主创新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 ,以低消耗、低

中 ,技术引进要从以发展生产能力为主向以提高创新能力为主 ,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为主向以增强企业发展
后劲为主 ,以购买生产线和设备为主向以购买设计制造技术为主转变 ,因为这是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水平
的关键。

2. 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的组织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体系是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保证。有效的管理制
度的改革可以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并通过创新工作的开展有效地支持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与技
术创新工作相适应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要有扎实的企业管理特别是企业的质量、成本、现场、营销管理等
与之配套。要使技术创新能持久下去 ,必须在内部机制上进行创新 ,要围绕加快创新这一主线 ,制订创新规
划和实施计划 ,改革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强化创新力量、健全创新网络、优化激励机制 ,挖掘
创新潜力。此外 ,还要建立适合于企业要素整合的技术创新的组织体系 ,来保证技术要素与其他生产要求有
效整合 ,开发机构与生产、销售等部门的信息能够有效交流。

3.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使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制度化。技术创新是一个从新技术、新产
品的研究开发到首次商业化应用的完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的行为方式和动力模型
对于创新工作的效率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然而 ,动力模型和行为方式都是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的 ,这些要素
在传统的企业运营机制当中是难以形成的 ,只有实施制度创新 ,建立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相应的
工作体系 ,才能为技术创新奠定最重要的、持续的创新能力和动力。为此 ,我们必须改变单一依赖优惠政策
激励创新的观念 ,把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 ,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经营
管理水平作为企业走出困境、发展壮大的关键措施。此外 ,在企业内部 ,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创新建
立一些奖励制度 ,对于创新人员应加强激励。通过完善企业内部分配制度 ,给予人力资本所有者一部分企业
剩余所有权 ,使其地位有实质性的提高 ,推进知识产权的营运 ,让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企业分配 ,通过
实施技术股、管理股 ,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管理者的积极性。通过实施认股权制度对现行薪酬制度激
励弱化进行矫正 ,达到提供长期激励机制、增强公司凝聚力、强化创新意识的目的。

4.大力培养职业企业家 ,强化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是自主创新活动的主要倡导者、决策和组织
者 ,担当创新的重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判别是经济运行主体不同 ,前者由政府官员推动 ,后者由
企业家推动 ,正是这种判别造成了两者在资源利用上的不同和技术进步水平上的差异。企业领导是”官员经
理”,必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使创新主体空缺 ,大批职业企业家兴起之日 ,就是技术创新繁荣之时。因而 ,
要积极通过加快企业家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进程 ,加强对企业家的教育 ,要通过培育企业家精神 ,造就一大
批职业企业家 ,增加企业家追求技术创新的责任心、自觉性 ,提高其对国内外新产品、新技术的了解、把握能
力和技术创新的水平。

5. 塑造利于自主创新的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既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一种动力 ,又是实现创新
目标的一个重要保证条件。因为作为企业共同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这种价值观念下所形成的行为规范 ,是企
业文化的核心 ,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全体员工有充沛的创新精神 ,而这恰恰是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
源泉。不过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一样 ,创新本身就包含有渐进创新的含义 ,”新组合必须从某些旧组合中获
得必要的生产手段”,”因此新组合的实现只是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的现有生产手段作不同的使用”。所以 ,
企业文化体现渐进创新的思想应当成为日常理念的东西 ,在科技型企业中尤其需要建立渐进创新的企业文
化。此外 ,一个公司的成败取决于其适应变化的能力 ,这意味着速度就是一切 ,新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已没有
决策大小的问题 ,只有速度快慢的问题 ,所以企业还应建立充分体现创新精神的速度文化和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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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 ,符合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传统
粗放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 ,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 ,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目标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的新的发展模式。

一、发展循环经济必须依靠技术创新
(一)循环经济呼唤科技进步。依靠科技进步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 ,循环经济的“3R”(减量化、再

利用、资源化)原则呼唤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
1、减量化原则要求企业技术进步从源头上节约资源和减少废物排放。减量化 ( Reduce) 是指在生产服务

过程中 ,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 ,核心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量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 ,旨在
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物质量 ,从源头上节约资源的使用和减少废物排放。要求企业转变传统“资源 ———
产品 ———污染排放”物质单向流动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增长模式 ,通过不断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 ,在
产品与服务设计中贯彻减量化原则 ,采取先进设备与工艺 ,保持产业优势 ,节约资源大大减少废弃物排放 ,生
产绿色产品 ,提高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

2、再利用原则要求不断进行技术与制度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再利用 ( Reuse) 是指产品多次使用或
修复、翻新或再制造后继续使用 ,尽量延长产品使用周期 ,防止过早地成为垃圾。属于过程性方法 ,目的是提
高产品与服务利用效率。要求产品与服务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不断进行技术与制度创新 ,尽量延长设备、易耗
品使用周期 ,采取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技术 ,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资源化原则要求采用先进转化处理技术千方百计挖掘潜力变废为宝。资源化 ( Resourses) 是指将废弃
物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源继续利用 ,化害为利 ,既减少自然资源消耗 ,又减少污染 ,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
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以减少末端处理的负荷。要求整个社会千方百计挖掘潜力变废为宝 ,
节约资源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 ,每一个原则的贯彻都离不开先进的处理和转化技术 ,也离不开这
些先进的载体 ———设施、设备的开发和更新 ,科学技术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性因素。

(二)科技进步要立足自主创新
1、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同国情相结合。循环经济是多学科交织、跨行业共进的架构 ,既挑战现代经济学的

思维和理念 ,也挑战既有的市场规律和现代产权理论 ,还挑战现行末端治理方式的环境政策 ,这种真正意义
上的升华和改造 ,不亚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不同国别和地区 ,由于资源和市场配置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关联产业的成熟度不同 ,循环经济的表现形
式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在外国能够实现的循环经济技术模式 ,直接拿到中国或许就成为末端治理方式。即
便是成功的循环经济产业的技术模式 ,也会受到循环经济产品市场容量等多方面的制约。因此 ,要立足国情
自主发展适合于中国的循环经济技术模式。

2、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在当今国际格局中 ,技术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之间的密切关系 ,远远超过了
一般生产要素。国家间的经济、军事竞争 ,很大程度上就是技术的控制与反控制 ,技术的主导权往往也正是
攸关生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 ,在关键性技术问题上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从来都不可能主动放弃自主开发的
义务和权力。维护国家安全必须最大限度地防止出现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 ,西方国
家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从来就不曾松懈过。因此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 ,强调自主开发循环经
济发展关键技术的国家意志 ,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其次 ,争取国际贸易中的主动权 ,也必须在循环经济关
键技术领域突破技术垄断。国际间贸易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 ,国家之间的技术贸易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
贸易问题。购买技术是有条件的 ,”以市场换技术”也是有限度的。提高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产业的竞争力 ,也
必须在关键技术领域掌握更多的知识产权 ;近年来 ,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一直烽火不断 ,其根本原因在
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自主知识产权严重匮乏。以家电行业为例 ,尽管我国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一 ,但
在国际市场屡遭知识产权诉讼和反倾销惩罚 ,不仅如此 ,甚至连花卉、水果等农产品出口也将面临知识产权
纠纷。诸多后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说明 ,摆脱这一困局别无他法 ,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形
成强大的循环经济知识产权基础。

二、依靠科技进步建立起循环经济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一)发展循环经济要有相应的技术支撑。科技进步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 ,必须建立起循环经济

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如果说知识经济的主要技术载体是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 ,那么循环
经济的技术载体是环境无害化技术 ( Environment Sound Technology) 或称环境友好技术。其特征是污染排放
量少 ,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 ,更多地回收废物和产品 ,并以环境可接受的方式处置残余的废弃物。环境无害
化技术主要包括预防污染的少废或无废的工艺和产品技术、废物利用技术、生态良性化工程技术 ,也包括治
理污染的末端技术。在技术选择中要遵循如下标准 :一是环境与产品安全标准。尽量选择哪些有利于生态
良好循环和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清洁技术、生态良性化技术。二是效率与效益的市场化标准。效率和效益是
循环经济的生命 ,技术上“循环”而资本不“循环”的不“经济”不是循环经济。要选择那些能提高生态系统生
产效率、生产者的收益、市场系统的运营效率和消费系统的产品利用效率的技术。三是伦理标准。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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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观应是环境伦理与经济伦理的结合 ,要选择那些既符合经济伦理又符合社会与环境伦理的先进科学
技术。四是地理空间特征适应性标准。要选择符合区域资源与环境状况、社会经济和技术转移能力等空间
背景为特征的技术。

(二)构建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它包括资源开发、原材料生产、中间产品制造、加工生产、流通消费、循
环利用全过程的循环型技术体系。主要包括绿色设计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废物利用技术、污染治理技术。

1、努力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瓶颈 ,大力发展绿色设计技术。借助高技术 ,重点组织开发
和示范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 (如对损害臭氧层的氟里昂物质的替代技术) 、能量梯级利用
技术、不同产业不同企业间产业链延伸与联结的相关技术、“零排放”技术、有害有毒原材料替代技术、降低再
利用成本的技术等绿色设计技术 ,从源头上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与节约。实现绿色设计是推行循环经济的
起点。要求在产品设计中把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 ,充分注意物质的循环利用 ,尽量采用标准设计 ,
使相关装备能便捷地升级换代 ,而不必整机报废。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后 ,也易于拆卸和综合利用 ;同时 ,在
产品设计中 ,尽量使之不产生或少产生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影响 ;不使用或尽量少使用有毒有害材料。

2、研发和积极推广适合国情的清洁生产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是用来进行无废或少废生产的技术 ,通过
这些技术实现生产过程零排放和制造产品的绿色化。它们在环境无害化技术体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清洁
生产技术包括清洁的生产和清洁的产品两方面内容 ,即不仅要实现生产过程的无污染或少污染 (如用干净能
源替代肮脏能源) ,而且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使用和最终报废处理过程中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清洁生产的
理念 ,不但含有技术上的可行性 ,还包括经济上的可盈利性 ,充分体现发展循环经济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的
双重意义。

3、通过技术引进 ,消化吸收和重点扶持企业与科研单位开发研究废物利用技术。它是用来进行废弃物
再利用技术 ,通过这些技术 ,实现产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目前比较重要的废弃物技术技术
有 ,废纸、废玻璃的加工再生技术 ,废塑料转化为汽油和柴油技术、有机垃圾制成复合肥技术 ,废电池、废电器
等有害废物回收利用技术、海水淡化等技术。逐步形成完善资源回收利用、能源的循环利用技术体系。增加
财政投入同时 ,以政策推动和机制创新为重点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多渠道、多形式、多领域融通资金
确保资金需要 ;通过税费改革 ,促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进行资源回收利用和能源的循环利用 ,减少污染排
放。

4、研发适合国情的污染治理与防治的成套技术。这是用来消除污染物质的技术 ,通过建设废弃物净化
装置来实现有毒害废弃物的净化处理。其特点是不改变生产系统或工艺系统 ,只是在生产过程末端通过净
化废弃物实现污染控制。今天 ,专门进行废弃物净化处理的环保产业正在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获得迅
速发展 ,它们主要生产用于工农业生产的各类控制和净化废弃物的装置和设备。当前应重点安排高浓度、难
降解工业废水治理、燃煤除尘脱硫、汽车尾气控制、填埋和焚烧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重大关键技术。

三、建立循环经济绿色技术体系的对策
(一)立足自主创新 ,努力实现科技发展思路的转变。在当前开放的国际环境下 ,我们有更多的途径和方

式学习或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成果。但是因国情、资源和技术水平的不同 ,以及发达国家技术垄断与封锁 ,仅
仅靠引进是无法满足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实践一再证明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技术创新
能力也是买不来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 ,必须立足自主创新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提高
自主开发能力 ,积极调整科技发展思路。一是在发展指导思想上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 ,树立创新为民的科技
价值观 ,把“以人为本、创新为民、竟争合作、持续发展”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科技的指导思想。积极发展环境无
害化技术 ,实现创新为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二是在发展路径上 ,要加强自主创新 ,同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
与合作 ,要把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三是在创新方式 ,加强以重点产品和新兴产
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 ,努力实现关键技术的集成与突破。四是在创新体制上 ,要建立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结
合的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

(二)对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 ,要通过实施国家重大工程和关键科技项目进行系统集成攻
关 ,实现技术集成创新和突破。

当前资源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 ,发展循环经济是突破这一瓶颈引领中国走
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循环经济是多学科交织、跨行业共进的架构 ,要通过实施国家重大工程和关键科
技项目 ,加大研发的投入 ,组织力量进行集成攻关 ,通过技术集成创新进行突破。国家重大工程是一项巨大
的系统工程 ,需要多学科交叉、多门类技术的综合集成。要突破现行科学研究中的小型、封闭、分散小而全的
小生产科研体制的束缚 ;克服科技人员由于受传统单一学科培养模式的局限 ,突破门户之见和学科壁垒 ,提
高综合素质 ,使他们能超越本学科树立跨学科的战略思维进行集成创新 ;不断提高科研组织的管理水平 ,有
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少为 ,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使我国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的发展 ,无论是技术本身还是体制
机制都有一个大的突破。

(三)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重点 ,建立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结合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发展循环
经济所依赖的绿色设计、清洁生产、废物利用、污染治理四大技术体系大都要在企业应用 ,只有促成企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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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闫耀民

[摘要 ] 本文在分析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 ,研究了目前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 ,提出了中关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 中关村 　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

1. 引言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是全国科技、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也

是中国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自 1988 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以来 ,中关村的企业取得辉煌的成
就 ,培育了四通、联想、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几十家 IT 领域的领袖企业。经过 17 年的发展 ,中关村的企业
创新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创新的数量、创新的水平和影响力也在全国首屈一指。

在知识经济的新形势下 ,中关村中小企业面临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压力 ,同时面临创新不足的困境。
创新不足 ,一方面技术创新的水平和竞争力仍然不高 ,另一方面 ,体制、管理、融资和营销方面存在的诸多问
题限制了技术创新的发展 ,更限制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限制了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因此 ,中关村
中小企业必须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能力 ,在技术、制度、管理、营销等几方面进行创造性改善 ,将新的思路、理
念、方法、模式引入到企业的技术创新中 ,才能承载新形势下中关村、北京乃至全国对其的期望。

2. 中关村企业发展现状
自成立以来 ,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迅猛。1988 年 ,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仅有 500 余家 ,销售收入 14 亿

元 ,上缴国家税金 5100 万元。而 1997 - 2003 年来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 1. 1 万余家 ,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从 1997 年的 406. 03 亿元到 2003 年的 2886. 41 亿元 ,平均增长速度超过 30 % ;上缴国家税金 120 亿元 ,年末
从业人数达到约 49 万人 ,实现净利润约 161 亿元 ;增加值从 1997 年的 130. 6 亿元到 2003 年的 608 亿元 ,除
2002 年略有下降以外 ,一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具体情况见表 1 和图 1。

表 1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经济发展概况 ①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企业数 (个) 3046 4258 4421 6181 8019 9567 11529

年末从业人员 (万人) 15. 9 17. 1 24. 6 29. 3 36. 1 40. 4 48. 89

技工贸收入 (亿元) 406. 03 687. 43 1037. 11 1434. 7 2014. 2 2394. 8 2886. 41

工业总产值 (亿元) 272. 23 369. 96 643. 43 913 1287. 1 1477. 2 1607. 75

增加值 (亿元) 130. 6 157 226. 1 326 455. 7 352 608

净利润 (亿元) 17. 85 25. 56 59. 16 101. 5 113 96. 6 161. 52

上缴税费 (亿元) 11. 53 21. 35 40. 31 55. 6 89. 4 98. 8 120. 08

出口创汇额 (亿美元) 3. 12 6. 53 9. 63 18. 17 30. 5 28. 8 32. 9

技术创新主体 ,全面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发展循环经济才有可能。大中型企业的技术中心都要针对本企
业生产制造过程中的“不循环”问题 ,尤其是节能降耗作为技术改造的重点 ,加大研发的投入 ,通过产品与工
艺创新 ,生产出适应市场需求绿色产品。同时要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合协作 ,协同攻关解决发展
循环经济的技术难题。要采取有效政策促使企业主动增加对发展循环经济科技的投入。

(四)尊重市场经济规律 ,开发利用技术上能实现资源“循环”还能实现资本也“循环”的消费者接受双重
循环技术。循环经济既然属于经济范畴 ,就有经济属性 ,就要考虑市场与经济效益 ,如果技术只能使物质上
能实现循环 ,而经济与财务上是不经济或负效益 ,就是循环不经济 ,就不是循环经济。因此要开发利用 ,能做
到既“循环”又“经济”并能得到社会广泛接受的主动循环经济模式的技术。

(五)积极支持建立循环经济信息系统和技术资源服务体系。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循环经济的技术、管
理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 ,开展信息咨询、技术推广、宣传培训等。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清洁生产中心的作用 ,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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