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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突破带动作用 ,日益受到政府和产业界的重视 ,当前急需研究突破

型高新技术产业的独特发展规律。本文基于突破性创新理论和组织理论 ,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内涵、特征及发展

思路 ,为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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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 ,以信息通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

能源等高技术群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

高科技成果向现代生产力的转化愈来愈快。研究表

明 ,基于最新科技成果的高新技术产业对推动产业

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家经济能力具有支

柱性作用 ,是决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十一

五”期间 ,我国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

家放在突出位置 ,大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带动

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 (本文称为突破型高新技术产

业) ,无疑是其中的关键之举。本文对突破型高新技

术产业的概念、内涵、分类和特征进行阐述 ,从技术、

组织和制度三方面提出发展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

基本思路 ,以望为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新

的理论视角。

1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概念与内涵

高新技术是国家、地区及企业具有持续竞争力

的内在因素 ,但不同的高新技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

的贡献程度是有区别的。从技术含量和创新的频

率、程度上看 ,可以把高新技术分为规范型高新技术

和突破型高新技术 ,所形成的相应产业称为规范型

高新技术产业和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突破型高新

技术产业 ,是指基于产业中频繁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的一类高新技术产业 ,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先进

制造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

技术产业、环保技术产业等[1 ] 。与传统产业相比 ,该

产业所依赖的关键技术是当前国际技术发展的主导

潮流 ,具有超高的产业关联度、影响力系数 ,由此对

相关产业甚至整个产业发展有超强的带动作用 ,其

内涵体现在 : ①产业技术上的关键性 ,即突破型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必须是对科技和经济发展

有突破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 ,世界各国公布的关键

技术预测报告对此均有说明 ; ②产业创新的突破性

和频繁性 ,即产业内部所进行的突破性创新的强度

和频度必须比一般产业高 ,产生的影响也要大 ; ③产

业关联的高强度性 ,即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关联

度必须比一般产业高 ,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显著。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经常导致产业版图发生

剧变 ,并产出革命性的新产品或服务模式。规范型

高新技术产业虽然也基于高新技术 ,但与突破型高

新技术产业相比 ,其突破性技术创新的频度、强度和

影响度均有限 ,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并不具有明显的、

超强的突破性带动作用。

技术史上 ,几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导致了产业

间竞争地位的重新洗牌 ,其中的主导产业都是伴随

一系列技术上突破性创新的新兴产业 ,如第一次产

业革命的蒸汽动力技术 ,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电力技

术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海洋技

术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表明 ,突破型高新技

术产业具有“发动机”的功能 ,能够带动传统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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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进步 ,并将其增长结果扩散至国民经济的各个

部分 ,对其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例如 ,美

国依靠信息、生物、新材料等突破型高新技术及所形

成的产业 ,自 1996 年以来 ,连续 8 年位居瑞士洛桑

国际管理学院 ( IMD)发布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国

际竞争力排行榜的榜首。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实质上

是以高技术产业为核心的 ,这预示着未来的新经济

时代必定是技术创新时代 ,起主导作用的就是突破

型高新技术产业。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属于

著名经济学家 Freeman 的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第

四种类型 ,其结果会加速整个社会经济的突破性发

展与社会重大变革 ,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超越发

达国家提供可能。

2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特征与分类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 ①从

经济贡献上看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发展的

突破带动作用十分明显。由于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

中突破性创新相对频繁 ,经常导致产业版图发生剧

变 ,并产出革命性的新产品或服务模式 ,对社会经济

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均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 ②从创

新频度上看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内的突破性创新

相对频繁 ,进而促发着产业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快速

发展 ; ③从组织模式上看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需要

采取产业培育与发展结构化混沌的模式。这是由于

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 ,导致突破型高新技术

产业不会按照常规的“创业期 —集群期 —集团期 —

超大集团期 —转型期”的线性模式发展 ,而会遵循一

种非线性模式 ; ④从产业关联来看 ,突破型高新技术

产业极大地促进着产业会聚。由于突破性技术创新

的频繁出现 ,产业技术间出现了相互渗透、合作和融

合的趋势 ,通过推动市场结构演进和改变企业市场

行为 , 促进着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 , 并

产生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和催生新的产业。

表 1 　基于知识和学习的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分类

DU I STI CM H

主要知识类型 缄默知识、经验化知识 编码知识 半结构化知识

主导学习模式 干中学、用中学、交互中学 研发中学 用中学、研发中学、基于情境的学习

主要资金来源 企业自有资金 + 风险资本
国家或高校资助 + 风险资本

+ 企业自有资金
国家投资 + 企业自有资金

产业特点
创新频度高 ,技术发展快 ,与用户

的交互程度高

研发投入高 ,风险大 ,产学研

合作密切

研发投入高 ,是对国家发展有战略

意义的基础产业 ,国家扶持主导

典型产业 信息产业、先进制造业 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 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业

　　对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分类有助于制定合理

和科学的产业政策。基于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所包

含技术和市场知识的异常复杂和多样化 ,本文根据

知识创造、扩散、利用的方式和范围及知识的学习模

式 ,借鉴 Polanyi 对知识的分类和 L undvall [ 2 ] 的学

习型经济理论 ,将高新技术产业分为三种类型 (如表

1) 。由于三类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在知识管理上的

差异性 ,因此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时 ,需要在资源配

置和产业组织模式上进行不同的安排。

1) DU I 型 (Learning by Doing , U sing and In2
teracting) ,典型产业如信息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

等 ,这类产业主要依赖诀窍知识 ( Know - how) 的创

造、扩散和使用。在此类高新技术产业中 ,知识是隐

性的、经验化的 ,而且常常高度本地化 (把本地知识

往外传播使它全球化需要不同的机制) ,其中包含了

结构和关系的构建。在 DU I 类产业中 ,知识的学习

模式主要有干中学、用中学和交互中学 ,而且由于知

识的扩散主要基于组织内或组织间的交互过程 ,因

此往往以中小企业为主 ;

2) STI 型 ( Science - Technology - Innova2
tion) ,典型产业如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这

类产业主要依赖基于研发的结构化知识 ,学习模式

主要是正规的研发 ,依靠生产和使用可编码知识特

别是显性的诀窍知识而进行。为了能与外部科学家

和科研机构相联系 ,创新中的问题需要被转换成正

式的、科学的编码。因此 ,这种模式产生的知识应该

是能被广泛使用和共享的 ,属于显性的、科学化的模

式。虽然 STI 类产业的某些研发项目常常由实践

所驱动 (如产品问题、新需求、生产问题等) ,但这些

问题马上便可用显性的和可编码化的形式加以复

述。

3) CM H 型 (context - based ,mixed and half -

st ruct ural) ,典型产业如新能源技术产业、环保技术

产业等。这类产业所依靠的知识形式大致处于 STI

和 DU I 之间 ,是一种半结构化的知识 ,即是缄默知

识和编码知识的混合性知识 ,学习模式主要有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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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发中学习和基于不同情境的学习等。

3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思路

311 　技术创新层面 :大力加强产业突破性技术创新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有两层含意 :一是高新技

术产业本身的快速发展 ,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对整个

产业的超强带动作用。要实现这两大目标 ,必须基

于产业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的加速提升。突破性创

新显著异于一般的创新形态 ,主要体现在新产品性

能的主要指标发生了巨大跃迁 ,对市场规则、竞争态

势、产业版图具有重大影响 ,甚至可能导致产业的重

新洗牌[3 ] 。这类创新往往建立在新的工程和科学原

理之上 ,而且经常改变市场规则和竞争态势 ,它源于

企业或研究机构 ,通过创新过程形成或作用于相应

产业 ,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突破性创新

是企业国际竞争的利器 ,往往形成产业核心技术甚

至技术标准 ,对追赶学习企业构成巨大的技术壁垒。

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提高和创新周期的缩短 ,后发优

势逐渐向先发优势转变 ,突破性创新意义重大。从

技术经济发展史来看 ,正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及其发

生的链式反应所形成的新兴技术产业群集 ,使世界

科技经济中心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

家之间转移 ,英、德、美等国家也正是抓住了发展突

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机遇 ,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

国长期都是以技术引进、技术消化和技术改造作为

产业创新的主要路径 ,对发展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

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政策支撑。因此 ,中国应尽快

就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资源进行战略性配

置 ,实施突破性技术创新战略 ,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

的突破性带动作用。

312 　组织创新层面 :积极构筑二元式产业组织

研究表明 , 突破性创新需要独特的组织结

构[4 - 6 ] 。相对于传统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所涉及的

技术领域是高度不确定的 ,其技术知识要素的含量、

技术复杂度和更新周期都远甚于传统产业。处于技

术和经济环境快速变化中的高新技术产业 ,其组织

模式应当与线性的、稳定的、规范的传统产业组织有

着显著差别。在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内 ,存在着比

传统产业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只有通过资金、人

才、文化等创新要素的交互性耦合作用 ,才有可能达

到一个混沌边缘的状态 ,从而呈现出某种自适应和

自组织的特性。本质上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组

织模式应该是徘徊于“秩序与混沌之间”,这种状态

下的组织模式在稳定与速变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 ,

能从容应对技术、环境等的高度不确定性 ,十分有利

于突破性技术创新。二元式产业组织 (即大企业与

小企业的结合)正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产业组织模式。

二元组织是指既有能力、结构以及文化之间内部的

不一致性 ,同时又拥有单纯的组织前景的组织[4 ] 。

由于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风险大、投入大、关联

度强等特征 ,需要技术、制度与文化上的协同创新 ,

因此要求产业内各种规模的企业以各种形式建立起

“结构化混沌”的二元组织 ,充分综合成熟型大企业

在经营管理、创新流程等方面的突出优势 ,以及中小

企业在信息传递的顺畅、组织结构的灵敏、突破性创

新的高参与度等方面的突出优势 ,实现产业内各类

企业的能力互补。在发展途径上 ,可以采用诸如合

作项目开发、技术研发、互派员工、协议或契约、战略

或半正式的联盟等形式 ;在运行机制上 ,则主要通过

创新人才培养的二元 (通才 + 专才) 、创新资金来源

的二元 (政府投入 + 企业投入或风险投入)和创新文

化模式上的二元 (渐进性创新文化 + 突破性创新文

化)等方面来展开。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二元组织

模式 ,创造了在管理模式、生产过程、组织形式和制

度文化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别的大小企业的互惠格

局 ,能有效突破产业组织形式的弊端 ,促进产业内频

繁的突破性创新和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

当前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大企业和中小企

业间 ,缺乏有效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 ,大型企业

和中小企业在相同行业的产品生产、制造工艺或零

部件生产中进行无序竞争 ,其结果不仅造成经济资

源的极大浪费 ,而且已经和正在使一批曾经有过辉

煌业绩的大企业濒临绝境[7 ] 。因此 ,单一组织模式

已无法引导高新技术的突破性创新 ,必须实现产业

组织模式上的创新 ,以实现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突

破性创新上的互补和共享。

313 　制度创新层面 :加速引导产业会聚和协同创新

促进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突破带

动作用 ,还需要积极引导由高新技术产业促发的产

业会聚 ,以促进产业间的协同发展和资源的合理配

置。产业会聚是指发生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的技术

融合 ,它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 ,导

致产业的企业之间竞争合作关系发生改变 ,从而导

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甚至重划产业界限。创新经济

学鼻祖熊彼特曾研究过产业的创新扩散问题 ,不过

他的研究主要是局限在同一产业内同类企业间的技

术扩散 ,并未涉及到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融合和协同

创新。研究表明 ,随着科学和技术知识发展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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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跨行业性 ,技术可以在不同类型产业和企业间

进行扩散和创新 ,实现不同技术的融合创新 ,其中包

括上、下游产业的创新、融合以及具有一定关联性产

业间的技术扩散和融合 ,如半导体技术就曾在不同

的产业间进行扩散 ,并先后运用于军事装备、电话设

备、商业电脑以及微机等各种行业。事实上 ,技术在

不同产业间扩散的结果 ,能使现有产业间的资源被

重新加以整合利用 ,突破已固定化和结构化的产业

框架的约束 ,促发多个产业的共同繁荣。基于产业

会聚的产业创新是对熊彼特创新范式的丰富 ,是建

立在包括技术融合、产品 (业务) 融合、市场融合 ,以

及制度与法规融合等之上的整体性结果。

图 1 　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框架

政府应重视和鼓励关联度高的产业技术创新 ,

通过技术融合与产业会聚培育和提高产业的核心竞

争力 ,针对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制定合理的

产业技术政策 ,为各产业间的融合创造一个良好的

技术平台与产业平台。在实践中 ,一方面要形成促

进产业会聚的组织协调和资源优化配置机制 ,突破

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使原来分属不同部门、不同地

区的资源能按产业会聚的需要得到重组与整合 ,另

一方面要鼓励企业成为实现产业会聚的主体 ,采取

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创新、培育多元化经营的

大型企业集团、发展并完善产权交易市场、支持企业

的并购活动等将有利于推动产业的融合发展和产业

创新。最后 ,还要积极为产业会聚提供中介服务的

支撑 ,包括投融资、市场调研 (产业会聚将形成新的

产业 ,面对一个新的市场) 、产权交易、信息、技术和

法律等服务的支持系统。

4 　结语

大力发展突破型高新技术产业 ,是发展中国家

实施赶超战略、赢得国际竞争的利器 ,也是提高我国

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路径。近年来 ,在政府的重视和

支持下 ,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但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靠粗放型的增长模

式 ,高新技术对产业升级作用还不明显 ,而传统制造

业往往过于重视利润增长 ,对提高产业整体的自主

技术创新能力较为忽视。面对新科技革命与知识经

济浪潮的兴起 ,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新形势 ,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能

力 ,已成必然选择。从我国国情来看 ,今后一段时期

的主要任务仍是推进工业化进程及进行产业结构的

调整升级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在

政策上 ,需要进行相应的体制和制度创新 ,继续完善

市场体系 ,从制度体制、法制环境和文化等方面为突

破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建立稳健的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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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 , Type and Development Ideas of the Radical High2Tech Industries

CH EN Jin1 , H E Yu2bing2 , J IN Xin2

(1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 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37 ,China ;

21 College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 The Radical High2Tech Indust ries has been focused because of it s breakt hrough role in driving economic growt h , t he need to study

t he distinct development law of high2tech based indust ry is more and more sharp1 Based on t he perspective of rad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 rial

organization , t he paper analyzes t he content ,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ideas of t he high2tech based indust ry and hope to give t he t heoreti2
cal consult for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indust rial policy1

Key words : high2tech based indust ry ; radical innovation ; development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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