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卷 　第 3 期
2007 年 　　3 月

　　　　　　　　　　　
技 　术 　经 　济

Technology Economics
　　　　　　　　　　　

Vol. 26 , No. 3
Mar. , 　2007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7) 03 - 0009 - 05

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技术来源分析
姜志华1 ,2 , 龚建立2 , 吕海萍2

(11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 杭州 310027 ; 21 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 杭州 310023)

　　摘要 :先进技术是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重要基石。本文利用统计数据重点分析了浙江省通过市场交

易方式和自主创新方式获取先进技术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分析指出市场交易方式无法满足浙江省建设先进制造

业基地的要求 ,在自主创新方式中 ,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的能力又较弱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成为浙江省目前获取

先进技术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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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①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为技术市场流向浙江省的数据

　　2003 年 6 月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要建设先

进制造业基地 ,并出台了《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

设规划纲要》。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是浙江省加

快工业现代化进程 ,提高浙江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

战略。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真正内涵在于其“先进

性”,而这“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拥有产业发展方向的

主导权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引领产业的发展 ,而拥有

产业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关键又在于先进的技术 ,拥

有该产业的核心技术和领先技术。〔1〕因此 ,如何拥有

先进技术成为浙江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课

题。本文从技术来源的角度分析获取先进技术的途

径 ,为企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

1 　技术来源的分析框架

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技术来源分析框

架如图 1 所示 ,技术来源主要有两种基本方式 :市场

交易和自主创新。市场交易方式根据交易范围可以

划分为国内技术市场交易和国外技术引进。自主创

新方式根据自主创新的模式可以划分为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本文将逐一分析

这些不同技术来源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并得出最

终结论。

2 　浙江省市场交易方式的技术来源分析

211 　浙江省市场交易方式获取技术的现状

浙江省 2004 年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获取技术的

现状如表 1 所示。
表 1 　浙江省 2004 年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获取技术情况一览表

国内技术市场交易① 国外技术引进

项目 数量
占全国
的比重

全国
位次

数量
占全国
的比重

全国
位次

成交合
同数

40 ,239 1512 % 1 330 318 % 8

成交合同
金额

665 ,931
万元

510 % 6
57 ,398
万美元

411 % 4

数据来源 :基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5》数据的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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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 可以看出 ,浙江省充分利用了国内技术

市场 , 成交合同数占了全国技术市场合同总数

1512 % ,排在全国第一位 ;合同金额占了全国技术市

场合同总金额的 510 % ,相对合同数量来讲要小得

多 ,这说明浙江省利用国内技术市场交易非常频繁 ,

虽然每个交易的合同金额不大 ,也充分说明浙江省

中小型企业经营的特点 ,技术实力不强 ,大量利用国

内技术市场交易的方式获得技术。但浙江省国外技

术引进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引进合同数只有 330 份 ,

只占了全国引进合同总数的 318 % ,基本上是全国

的平均 ,排在第 8 位 ;引进的合同金额达到 57398 万

美元 ,占了全国引进合同总金额的 411 % ,高于全国

的平均数 ,排在第 4 位。

我们对上述两种市场交易方式进行进一步比

较 ,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 ,从成交的合同金额来看 ,国内

技术市场交易方式高一些 ,但从成交的合同数来看 ,

国内技术市场交易方式几乎占了全部的交易。这就

说明 ,绝大部分企业还是通过国内技术市场获得技

术 ,通过国外技术引进方式影响的范围还较小。
表 2 　浙江省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获取技术的比较

　　　　　　　项目

来源 　　　　　　

合同数

数量 占市场交易方式的比重

合同金额

数量 占市场交易方式的比重

国内技术市场交易 40 ,239 9912 % 66 ,5931 万元 5814 %

国外技术引进 330 018 % 57 ,398 万美元 4116 %

　　数据来源 :基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5》数据的整理分析

注 :美元是按 1 美元 = 8127 人民币的汇率计算 (因为数据是 2004 年的数据)

212 　市场交易方式获取技术存在的问题

国内技术市场交易方式获取的技术都属于国内

水平 ,根据我国目前大部分技术水平的现状 ,与世界

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所以通过国内技术市场交

易方式获取的技术一般都无法满足浙江省建设先进

制造业基地对先进技术的要求。国外技术引进作为

国家技术进步的方式之一对于提高我国技术水平 ,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优化 ,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但国外技术引进方式同样存在较大问题。

目前国外技术引进的途径主要有直接购买和外资直

接投资 ( FDI)两种方式。

21211 　直接购买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引进的技术不可能为先进的技术。我国技术

引进总体水平偏低 ,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偏少。受

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及发展水平的制约 ,

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出口限制 ,我国引进的技术

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跨国公

司输出的绝大部分技术属于二流的技术 ,所谓“市场

换技木”只是集中在中低水平上 ,尤其在一些特殊领

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方面 ,发达国家仍对包括

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封锁。〔2 - 3〕

2)技术的引进受到限制。从冷战时期的“八统

组织”到今天的“瓦森纳协议”,西方国家对技术出口

的控制不仅没有削弱 ,反而不断加强。在美国等国

家 ,强化技术出口管制制度的本质是维护国家的战

略利益。例如 ,美国政府对于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

出口一直都有明确的限制 ,中国就被列在这个限制

名单的前列。实践表明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一些真

正的高技术和核心技术是无法通过技术引进方式获

得的 ,只有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才能满足国家经

济和国防安全对技术的需要。〔4〕

　　3) 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

里 ,国内不少企业只注重引进技术 ,忽略自主开发 ,

对引进技术形成了很强的路径依赖 ,陷入了“引进 -

落后 - 再引进 - 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缺乏核

心技术和知识产权 ,高端利润被跨国公司分割 ,使我

国企业在国际化竞争中面临着被“空心化”(无核心

技术)和“边缘化”的危险。〔4〕

21212 　FDI 技术引进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我国引进 FDI 的实际情况表明 ,跨国公司投

资的独资企业的技术先进程度要优于合营企业 ,合

营企业中跨国公司控股企业的技术水平要优于其不

控股的企业 ,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又要大

大优于其向内资企业转让 (直接购买) 的技术。〔5〕通

过 FDI 方式引进技术 ,可以获得比直接购买方式获

得更先进的技术 ,但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

1)通过 FDI 方式技术引进的主角是外商投资

企业 ,关键的技术和核心的技术仍然掌握在别人手

中。越是先进的技术往往都由独资企业控制。

2) FDI 的技术引进同样会遇到限制 ,而且跨国

公司为了维持其在技术上的长期垄断地位 ,不可能

转移最先进的技术。

3) 外商投资企业在浙江省的比重不高 ,如表 3

01

技术经济 　　　　　　　　　　　　　　　　　　　　　　　　　　　　　　　　　　　　　　第 26 卷 　第 3 期



所示。
表 3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 2004 年在浙江省的数量和产值

项目 数量 (工业) 比重 (工业)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数量 6889 1617 %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产值 4910 亿元 2612 %

　　资料来源 :基于《浙江统计年鉴 2005》数据的整理分析

　　从表 3 可以看出 ,2004 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

和产值在浙江省的比重都不大 ,和周围的江苏省和

上海市存在较大差距 ,所以希望外商投资企业在建

设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不够

现实 ,但是可以作为策略之一 ,特别是在提升和改造

浙江省传统产业方面 ,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在浙江省

的投资领域与浙江省的主要优势产业是基本吻合

的。如表 4 所示 ,浙江省的优势产业纺织业、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塑料

制品业也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浙江省的主要投资领

域。

表 4 　浙江省 2004 年工业产值前十位的产业以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产值前十位的产业

　名称

序号 　

浙江省工业

产业 产值 (亿元)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

产业 产值 (亿元)

1 纺织业 2470111 纺织业 710182

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497173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51106

3 通用设备制造业 136310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44161

4 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 133918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335172

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038136 通用设备制造业 325133

6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735133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301179

7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909118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 266170

8 化学纤维制造业 731104 化学纤维制造业 170121

9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706138 塑料制品业 168144

10 塑料制品业 703142 金属制品业 136148

　　资料来源 :基于《浙江统计年鉴 2005》数据的整理分析

3 　浙江省自主创新的技术来源分析

从上述对浙江省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获取技术情

况的深入分析可以清楚看出 ,浙江省要依靠市场交

易的方式获取先进技术来满足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

的要求是非常困难的 ,必须选择另外一种获取先进

技术的方式即自主创新方式。自主创新有三种基本

模式 :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原始创新可以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 ,集

成创新可以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地融合起来 ,形成

有竞争力的产品或者产业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就

是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促进消化吸收

和再创新。

311 　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较弱

浙江省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较弱可以

从自主创新的结果中得到充分验证。对自主创新结

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专利成果。浙江省 2004 年申

请的专利数和获授权的专利数如表 5 所示。
表 5 　浙江省 2004 年专利类型分布

　名称

类型 　

专利申请数

数量 占专利申请总数比重

专利授权数

数量 占专利授权总数的比重

发明 3578 14 % 785 5 %

实用新型 9021 36 % 5492 36 %

外观设计 12695 50 % 8972 59 %

　　资料来源 :基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5》数据的整理分析
发明 :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

实用新型 :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

外观设计 :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用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最近几年浙江省的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都远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专利类型的分布存在较大问

11

　　　　　　　　　　　　　　　　　　　　　　　　　　　　　　　　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技术来源分析



题 ,从表 5 可以看出 ,发明专利明显偏少 ,发明专利

授权数只占了 5 % ,实用新型也只有 36 % ,而 59 %

的专利授权数属于外观设计 ,真正的科学发现和技

术发明较少 ,充分说明浙江省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

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312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必然选择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必然选择来自于浙江制

造业和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 ,要靠目前

较弱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缩小这种差距 ,赶上甚

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是比较困难的。所以 ,

较为现实的自主创新模式应该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的模式 ,发挥后发优势 ,实现跨越式发展 ,实现自

主创新的目的。二战以后的日本 ,20 世纪 80 年代

的韩国 ,都是在充分吸收国外技术基础上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

31211 　浙江省制造业和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技

术差距

浙江省支柱产业实现技术跨越对策研究课题组

研究发现 ,浙江省制造业与国外发达国家存在较大

的技术差距 ,即使是在浙江省传统优势产业上也存

在着明显的技术差距。〔6〕

纺织工业与国外的技术差距 :应该说 ,浙江纺织

行业的民营企业家是比较注重设备更新的。2002

年浙江纺织工业完成技改投资 217170 亿元 ,同比增

长 63 % ,采用的技术装备绝大部分是国际最先进的

进口设备和技术。代表纺织工业制造水平的涤纶熔

体直接纺、新型气流纺纱、新型无梭织机、电脑高速

织编机印染后整理等先进技术 ,在浙江省得到广泛

应用。到 2003 年年底 ,浙江无梭织机的比重达到

50 %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其中萧山、绍兴两地已

达到 80 % ,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从全国来说 ,浙江

在纺织业生产上的技术优势十分明显。但是与国际

先进水平相比 ,浙江的差距依然很大。据对浙江针

织行业的调查显示 ,除海宁、绍兴等地的部分企业技

术装备水平较高外 ,多数地区主力机台总体水平不

高 ,如大圆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不足 30 % ,袜机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量只占 12 %。另据有关资

料 ,浙江纺织工业快速发展得益于大规模的技术改

造。由于技术装备落后 ,或者先进设备硬件不配套、

软件开发滞后等因素 ,造成针织产品在创新、研制、

设计开发能力上与国外同类产品在面料结构、后整

理效果等方面都有明显差距。

化学纤维工业与国外的技术差距 :比如直接纺

技术具有工艺流程短、消耗低、用工少、生产成本低、

产品质量高而稳定等优势 ,而切片纺则明显缺乏这

类优势。技术上的劣势表现为浙江省现在生产粘

胶、晴纶、锦纶等老企业的技术装备落后 ,能耗高、污

染大、产品质量相对低 ,缺乏在国际市场上此类高档

商品的竞争力。国际上涤纶纤维普遍采用先进的

“融体直接纺”技术 ,韩国、台湾的直接纺产能已经达

到总产量的 9912 %和 9716 % ,而浙江省的工艺还停

留在传统的切片纺的技术基础上 ;目前发达国家差

别化纤维比重已经达到 50 % ,日本已经开发出具有

多功能高附加值的第五代差别纤维“新新合纤”,而

浙江的差别化纤维比重只有 25 % ,且主要是功能单

一的第二代、第三代产品 ,且以常规产品为主。

31212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内外部条件

对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 ,浙江省具备了

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

1)外部条件。国际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正处于

大的调整期和转移期。目前 ,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出于规避贸易壁垒等方

面的考虑 ,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还在进一步的发生 ,产业转移过程中附带的技术转

移也不可避免。而且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倾向于

在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 ,充

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资源、降低研究开发的成

本或者将企业的产品本地化。另外一些调查研究也

发现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过程中存在一定

程度的技术转让现象 ,越是大型跨国公司 ,其技术转

让的比重越高。20 世纪 80 年代跨国公司在中国沿

海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 ,但是 90 年代以后

逐步转到长江三角洲 ,目前已经出现向北的趋势 ,但

是长江三角洲依然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地区。〔7〕

如何利用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并获得相应的技术利

益 ,是浙江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必须考虑的重要

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浙江省的传统优势产业大部分

是跨国公司对外转移的主要产业 ,这一点可以在外

商投资企业投资浙江省的产业领域得到证明。所

以 ,浙江省正面对着一个充满机遇、能够充分利用引

进技术的较好时期。把握这样的历史机遇 ,大量引

进技术 ,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 ,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

形成国际领先的技术 ,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2)内部条件。技术引进一直是我们国家所强调

和重视的工作。从前表 1 和表 2 可知 ,浙江省 2004

年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为 57 ,398 万美元 ,占了浙

江省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获取技术总额的 4116 % ,排

在全国第 5 位 ,这说明浙江省在国外技术引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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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也是不少的 ,为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开始。同时浙江省通过前几年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在科技领域的大量持续投入 ,已经具备了自

主创新的较好条件。浙江省 2004 年具有的科技资

源如表 6 和表 7 所示。

表 6 　浙江省 2004 年科技资源和科技成果一览表

项目 数量 占全国比重数量 全国位次

科技活动人员 209 ,275 610 % 5

其中 :科学家与工程师 125 ,650 516 % 5

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 2 ,728 ,357 万 613 % 6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 2 ,438 ,452 万 611 % 6

R &D 活动人员全时当量 63 ,100 515 % 5

R &D 经费内部支出 1 ,155 ,471 万 519 % 6

专利申请受理数 25 ,294 911 % 2

专利授权数 15 ,249 1011 % 2

　　资料来源 :基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5》数据的整理分析

表 7 　浙江省 2004 年科技资源分部门占全国比重的情况

　　　　　部门

项目 　　　　

总体情况

(占全国比重)

研究与开发机构

(占全国比重)

大中型工业企业

(占全国比重)

高等院校

(占全国比重)

科技活动人员 610 % 119 % 515 % 512 %

其中 :科学家与工程师 516 % 210 % 514 % 514 %

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 613 % 212 % 519 % 518 %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 611 % 212 % 517 % 610 %

R &D 活动人员全时当量 515 % 114 % 613 % 419 %

R &D 经费内部支出 519 % 111 % 615 % 616 %

　　资料来源 :基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5》数据的整理分析

　　从表 6 可以看出 ,浙江省的科技人员、科学家和

工程师、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

出、R &D 活动人员全时当量、R &D 经费内部支出都

排在全国前列 ,大大超出全国的平均数。这说明浙江

省对科技领域相当重视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

形成了较好的科技基础。从科技成果来看 ,浙江省的

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 ,分别占了

全国总量的 911 %和 1011 % ,排在第 2 位 ,这充分说

明浙江省科技投入的较高产出效率 ,也充分说明浙江

省和其他省份或地区相比具备了较强的创新能力 ,这

正是自主创新最需要的条件。从表 7 可以看出 ,浙江

省科技资源的部门分布有明显的特点 ,在研究与开发

机构方面科技实力明显较弱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 ,在

大中型企业和高等院校的科技实力较强 ,还有相当一

部分科技资源分布在中小型企业中。

以上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为浙江省实施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消化吸

收的投入过低一直是制约我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的瓶颈因素。日本和韩国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和

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了 1 :5 到 1 :8 ,这使得他们

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迅速的提升。和他们相比 ,我

国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严重脱节。2002 年两者

的投入之比仅仅为 1 :0108 ,说明我们在引进之后的

消化吸收投入严重不足。〔8〕所以浙江省在实施引进

消化吸收创新模式时一定要加大消化吸收的投入 ,

这样才能实现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形成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为浙江省建设先进

制造业基地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4 　结论

综上所述 ,浙江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先进

技术来源必须坚持自主创新方式 ,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 ,必须强调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 ,这是浙江

省目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自主创新方式。当然 ,

通过 FDI 方式进行技术引进 ,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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