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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创新理论 ,探讨了中国在实现经济体制转型、适应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低

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原因与“中国价格”特征 ,描述了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企业制度创新、产业组织创新以及

技术创新方面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对于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创新过程和发展模

式、探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创新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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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技术制造业是指研发强度、知识员工比率都

低于产业平均数的制造行业和部门 ,主要包括食品

制造业、纺织服装业、塑料与橡胶业、交通设施业、家

具业、饮料业、金属制品工业等技术与市场条件成熟

的产业[1 ] 。与高技术制造业不同 ,低技术制造业的

市场相对稳定 ,产出主要是必需品 ,因此产品需求缺

乏弹性。该类产业主要使用已有的技术进行生产 ,

技术不是企业获取收益的主要渠道 ,技术绩效与商

业绩效也无直接关系[2 ] ,因此生产商很少关注技术

功能而更多重视产品与市场 ,竞争优势的获得依赖

于产品差异、成本优势和对补充性资产的控制。一

般认为 ,低技术制造业企业要么通过市场而非技术

获得动态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降低价格 ,要么通

过改善质量、开发新产品、实现产品差异化来吸引客

户[2 ] 。低技术制造业并不局限于使用低技术[ 0 ] ;相

反 ,低技术制造业通过吸收先进技术可以改进产品

与服务的供给 ,引进新产品、新技术 ,尤其是应用信

息与通讯技术 ,可以产生诸如精益生产、柔性制造、

网络模块化等新的生产与贸易模式[2 ] ———这些模式

既有助于企业对顾客多元化、特殊化的需求做出快

速反应 ,又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规模和设备投资。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发展

成为推动中国出口、就业与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发展

的主要力量。目前中国已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

三角洲、环渤海湾三大世界级制造区域 ,这些区域的

发展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增加值总量仅次于美国、日

本的世界第三大制造国和世界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

地 ,甚至影响了全球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中国低技

术制造业的发展和创新问题已引起理论界和实业界

的广泛关注。中国独特的发展背景 ,特别是中国通

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体制转型并融入世界分工网

络 ,使得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制度创新、生产组织创

新等非技术创新展现出显著的中国特色 ,在技术创

新方面也显示了突出的阶段性特征 :这些特征既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和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改

革开放进程的集中体现。

本文基于创新理论和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实

践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归纳了中国低技术制造业

的非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特征。本研究从理论上

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发展的显著

成就 ,对指导中国制造业及相关产业未来的发展具

有一定价值。

1 　中国发展低技术制造业的必要性

中、低技术产业具有相似的驱动因素 ,它们常常

是技术与市场条件变化很慢的成熟产业。按照 Von

Tunzelmann 与 Acha[2 ]的分类 ,低技术产业不仅包

括传统的低技术部门 ,还包括被 O ECD 划分为“中

技术”的产业。Hirsch2Kreinsen 等[ 3 ] 发现 :高技术

产业对一国 GDP 的影响非常小 ,O ECD 国家的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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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业增加值仅占其工业增加值的 3 % ,即使包括

汽车等中等技术产业 ,这些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也只占其工业增加值的 8. 5 % ;因此政府应更重

视那些给国家带来巨大产出与能促进就业的产业活

动 ,且应把这些产业作为增长的最优目标。在实践

方面 ,丹麦、瑞士、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发展都开

始于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等这些被认为是低技术的

产业[ 4 ] 。其中 ,瑞士的发展模式可能是低技术制造

业发展路径的经典范例。瑞士的经济发展从纺织业

起步 ,然后发展印染业和化学工业 ,最后进入制药业

以及机械与高级工程业 ,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Von Tunzelmann 与 Acha[2 ] 指出 ,低技术产业主要

进行制造活动 ,低技术产业创新是理解不同发展水

平国家比较优势的关键 ,而一些国家的政策制订者

与学术研究者由于着迷于改变高技术带来的差距 ,

因此造成其努力偏离了对他们国家来说更重要的产

业方向。由于创新是产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关

键[5 ] ,因此低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和创新问题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低技术制造业的发展方

面较为成功。2000 年 ,中国出口额占全世界出口额

的 6. 1 % ,而中国低技术 (含中等技术) 制造业产品

出口在全球产品出口中的份额高达 22. 3 % ,中国在

家电、服装、纺织品、日用工业品等方面已成为世界

生产基地[6 ]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巨大发展扩大了

中国进出口和利用外资的规模 ,带来了对劳动力和

大宗原材料的大量需求 ,推动了国内就业 ,促进了经

济的持续增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中国低

技术制造业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 ,

同时还是中国制造业中最具竞争力的领域 ,且相关

产品的产量及其在国际出口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将会

得到保持或提升。

目前关于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研究文献不多 ,

已有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中国制造业

的贡献、重要地位、优势以及巨大的成长空间等[7 ] ;

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8210 ] 以及现状 ,如认为中国制

造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中的劳动密集环节、外资与民营企业的比重逐步提

高[11 ]等 ;中国制造业的问题 ,如能源、资源、环境等

问题日益突出[12 ] ,再如虽然制造业的总体规模增长

较快 ,但大多数行业的集中度很低、企业规模小 ,未

能形成合理的生产体制和必要的分工与合作、缺少

国际性制造公司[13 ] ,又如装备制造业发展不足 ,自

主创新能力弱 ,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和专利等方面

与主要制造国的差距较大[7 ,14 ] 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

制造业内资企业绩效的影响等[15 ] ;中国制造业发展

的对策 ,如主张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通过新兴产

业的形成和发展以带动制造业行业的发展 ,通过自

主创新和引进技术来促进发展 ,建立以企业为主的

技术创新体系 ,使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

向高端转移等[16 ] 。显然 ,这些关于中国制造业的研

究包含了高技术制造业部分 ,但主要讨论的是低技

术产业部分 ,忽视了两者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 ,虽

然一些文献基于创新角度提出了中国制造业的创新

模式 ,认为工艺创新在早期比产品创新更重要[17219 ] ,

且讨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行为模式及技术创

新的模式、动力与障碍[20221 ] ;但正如郭重庆指出的 ,

这些研究普遍强调自主创新、发展民族工业和高技

术产业 ,而较少关注引进技术、融入全球化产业链和

发展比较优势产业等 ,而且将“创新”等同于“技术创

新”,忽视了关键的经济组织和制度环境建设等非技

术性因素 ,因此不符合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实践[22 ] 。

2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发展特征

30 年以来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得到

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

需求市场的显著特征是 ,中国是一个大国 ,虽然幅员

辽阔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不均衡 ,虽然人口众

多但其支付能力有限。这些特征为差异化、规模较

小的企业提供了发展和创新的机会[23 ] 。从市场供

给来看 ,中国在实行了近 30 年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

体制后 ,大量必需品仍然非常短缺 ,企业的资源和能

力非常有限 ,无法通过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来获

取先进技术。面对这样的发展环境 ,企业通过掌握

并运用已成熟的、普及的技术进行生产可以降低进

入市场的障碍 ;同时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低技术制造

业受指令计划或指导计划的影响相对较小 ,成为开

放程度相对较大的领域 ,在该领域 ,个体和私营经济

被容许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而存在 ,且在

这些领域中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较高 :这些

条件为中国大量的低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

较大的空间。中国低技术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另一个

原因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农村改革不仅带

来了农业丰收 ,还为低技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丰

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大量的原材料。随后价格改革的

实行、市场体制的确立以及 2001 年中国加入 W TO

后对所缺乏的技术、管理和资本的引进 ,中国企业得

以全方位地学习、模仿与应用市场知识和规则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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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经济分工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优

势 ,从而可以不断降低成本来为全球提供产品。此

外 ,信息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也加速了中国低技术

制造业的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信息革命改

变了全球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和竞争基础。一方

面 ,通讯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知识的系统化、电子

化使得知识成本和技术壁垒迅速减小 ,中国低技术

制造业可以通过集成已有的技术将新概念和新技术

相结合进行创新 ;另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带来资本、

技术资源的全球流动 ,制造业的各阶段和环节加速

分离 ,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创新和分布式创新合作成

为可能[6 ,23 ]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可以通过全球动态

网络扩大低成本优势的创新成果规模。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中国价

格”特征。英美等国在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

世界制造中心 ,形成了新的制造工艺和产业 ,建立了

机器大生产的工厂制度和大批量流水生产线。日

本、韩国的制造业则通过产业政策的倾斜、本国市场

的保护与培育、融入国际分工网络而在汽车业、电子

业等行业实现突破 ,并建立了一些产业的国际生产

基地。特别是日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

制造制度创新和软制造技术应用 ,如全面质量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TQC) 、精益生产 ( lean

production ,L M) 、柔性制造 (flexible manufacture ,

FM)等 ,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质量和市

场响应速度。与英美不同 ,也与韩日显著区别 ,面对

更加开放的全球经济和信息化环境 ,中国在经济发

展的初期阶段就迅速、全面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 ,在

同样的发展阶段 ,其对外开放度要比韩日等国高得

多 ,甚至在很多方面比如今的韩日还要开放[6 ,23 ] 。

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均衡且水平较低使中国虽然

没有形成英美等国所拥有的先进的制造技术 ,也没

有像韩日那样在少数产业形成集中突破 ,但正如本

文即将讨论的 ,中国可以在大多数低技术制造业领

域通过产业组织创新形成流量规模经济以获得成本

优势[ 23 ] ,可以以低于国际同类产品价格 30 %的中国

价格为全球提供产品[24 ] 。

3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非技术创新

3. 1 　制度创新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是在中国实行了近 30 年封

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在市场培育

过程中快速发展起来的 ,实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制度的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和谐 ,中国改

革开放的进程直接反映为低技术制造业 4 个发展阶

段的制度创新。

1)经济化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企业的经济属性和劳动者

的经济利益开始得到法律的认可 ,分配制度和所有

制形式逐步多样化 ,个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开始出现 ,

国有企业扩大了经营自主权。熟练劳动力和良好的

基础设施的缺乏 ,人口、资金等要素流动的限制以及

技术整体水平的落后 ,使得企业主要选择资本、技术

进入门槛较低的低技术制造业 ,从而可以利用较少

的 (雇工超过 8 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是违法

的) 、便宜的人工迅速形成生产能力、满足买方市场

需求、收回投资 ;部分国有企业开始从事加工工业或

扩大加工工业的范围和规模 :这些产业活动反过来

又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计划经济的资源配

置方式开始部分地被市场替代和被完善。

2)市场化阶段。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市

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方向和目标 ,产权制度改革

和建设加快了经济要素的流动和重组 ,这奠定了市

场交易的基础 ,降低了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制

度成本。大量外资的进入为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快

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促进了中国低技术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基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产业的整体生产能力迅速提高 ,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开始形成 ,

相关企业开始由满足国内需求转向扩大出口规模以

实现生存和发展。在这一阶段 ,市场化政策逐步健

全 ,市场观念、技术和营销等知识得到大范围传播 ,

企业法人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建立 ,就业

制度和用工制度的市场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质

量保证制度也开始得到普遍推广。

3)国际化阶段。2001 年中国加入了 W TO ,中

国低技术制造业企业在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过程中广

泛接触、引入、应用了国际市场规则和产业标准 ,在

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扩大了经济规模

和影响力 ,进而改变了产业细分市场乃至整个产业

的竞争规则和竞争格局。同时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

加快向研发、营销和品牌建设等制造产业链的其他

环节延伸 ,企业开始进行研发体制建设 ,库存管理、

电子商务、制造设计外包等环节的制造流程制度得

到推广 ,企业迅速提高了竞争力。中国开始在一些

领域建立国际制造业加工基地和跨国公司 ,并逐渐

影响了这些领域的国际价格。

4)全球化与科学发展阶段。中国低技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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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规模的扩张对世界经济与市场的影响不断增

大 ,由此带来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同时 ,中国低技术

制造业的巨大规模和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严峻的能

源、资源、质量与环境等问题。印度、越南、拉美地区

等一些新兴的制造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也主要

集中于低技术制造业。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产

成本更低 ,激烈的竞争也迫使中国的低技术制造业

做出战略调整。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

观[25 ] ,开始实行节能降耗政策 ,调整了部分低技术

制造产品的出口退税制度 ———降低了高能耗、高污

染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并对部分产品征收出口关税

等 ,促使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的方向调整和升级发展 ,企业质量标准与控制

制度、企业员工聘用与培训制度、企业绩效评估体系

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发

展与中国改革开放阶段性的互动可以总结如表 1。
表 1 　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发展 :制度创新的事件、内容与实践

阶段 时期 改革开放事件 内容 低技术制造业的制度创新

经济化阶段

1978 —1980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 ,个体

经济、简单小型加工企业得到发

展。

企业可提取一些利润 ;个人可得

到一定奖金 ;个体与小型加工企

业发展。

1981 —1982

1981 年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

颁布《关于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

若干问题的意见》。

推行工业经济责任制。

实行责权利结合的生产经营管

理制度 ; 国有企业采用利润留

成、盈亏包干或以税代利 ,自负

盈亏。

1983 —1984
国务院颁布《关于国营企业利改

税试行办法》。

改革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 ,国

家依法征税替代企业上缴利润。

企业税后利润在国家和企业中

进行分配。

1985 —1991

1985 年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国家对国有企业

所需投资实行“拨改贷”,由国家

财政计划内无偿预算拨款改为

企业向银行贷款 ;国有大中型企

业推行承包制 ,国有小型工业企

业实行租赁制 ;施行股份制企业

试点。

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企业

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技术改造成为绩效指标 ;企业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 ;增强企业的

竞争机制。

市场化阶段 1992 —2000

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

济体制目标 ;1993 年《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取消统招统分

制 ;199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施行 ; 1996 年《关于放开

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意见》出

台 ;1997 年实行“债转股”政策。

1996 年开始大学生自主择业 ;

完善企业法人制度 ,确定企业国

有资产投资主体 ,确立公司内部

组织机构 ,改革企业劳动人事工

资制度 ,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制

度 ;企业自主走向市场。

建立企业法人产权制度和法人

治理结构 ,投资主体多元化 ;政

企分开 ,使企业自主走向市场 ;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国有资本逐

步退出竞争性行业 ,非公有制资

本市场进入领域和控制资源扩

大 ;就业制度和用工制度改革。

国际化阶段 2001 —2006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2006 年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进行中

国特色的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

国家。

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和两

种资源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开始大量引入和应用国际规则 ;

跨国生产经营活动增多 ,对外依

存度不断提高 ,更多企业建立技

术开发中心或工程技术中心 ,重

视专利申请和保护 ;库存管理、

电子商务、制造设计外包等制造

流程制度得到应用。

全球化与

科学发展阶
2007 —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

展观 ;贸易摩擦事件、出口玩具

质量事件等发生。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经济 ;以人为本 ;强调企业的社

会责任 ;按世界标准进行制造。

制定节能减排标准 ;适用出口退

税政策调整 ;重视质量标准与控

制 ;完善员工聘用制度、改进绩

效评估体系 ;由产品和资源驱动

向顾客驱动转变。

　　注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1979 —2006 年)整理。

3. 2 　产业组织创新

通过产业组织创新 ,中国制造业企业可以迅速

提高市场份额和进入新市场的能力 ,可以通过简化

的、灵活的生产交易过程为产业顾客提供差异化的

产出 ,可以缩短企业产出的上市时间和反应周期 ,可

以提供更高效的客户服务从而增加全球商业机会

等。中国要素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的特征 ,特别是

技术资源缺乏、在简单加工与组装上具有低成本的

劳动力资源优势 ,决定了中国制造业的低技术取向。

在融入全球产业链、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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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通过产业集聚、产业集成和

产业延伸形成了产品系列、产业模块和产业网络 ,在

产业加工制造环节建立了成本优势并形成了灵活的

适应能力 ,进而改变了产业竞争规则。

通过产业组织创新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获得了

流量规模经济。一般来说 ,静态规模经济是企业在

给定时点上大量生产某种产品即通过扩大产品生产

规模来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而形成成本优势 ;动

态规模经济是通过产品生产经验、专有技术的积累

和知识的外溢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下降而产生收益及

成本优势的。中国低技术制造业总体规模的较大扩

张更多来自于企业数量的增加 ,但大多数企业规模

较小 ,其产生的静态规模经济非常有限。由于中国

从计划经济的市场短缺转变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买方市场不过 10 多年时间 ,因此

企业获得和积累的有关市场经营、产品生产和销售

的经验、知识和专有技术相对有限。随着 1992 年中

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及 2001 年中国加

入 W TO ,大量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 ,国际产业加速

向中国转移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获得了一些动态规

模经济收益。但是这些收益可能是所有发展中国家

在开放经济发展中都会拥有的优势 ,不足以解释“中

国价格”的形成和中国低技术制造业所形成的强大

的国际竞争力 ;而且 ,相对来说 ,考虑到中国民营企

业的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经济贡献比重的相对降低

以及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 ,

这些收益也许不是主要的。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初始是以满足国内需

求为主导的。20 世纪 80 年代初 ,要素市场改革相

对滞后 ,中国的资本、技术资源缺乏而低价格的劳动

力资源优势显著。具有较差产业技术基础和拥有较

少资源的企业 ,为满足中国巨大的、快速膨胀的市场

需求 ,在获得出口政策优惠后 ,纷纷利用中国丰富的

人口资源进入低技术制造业 ,通过引进低技术生产

设备以获取短期的经济回报 ;而国际信息通讯技术

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制造业的可交易性与分离性的程

度 ,放大了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企业的成本优势和产

业规模。此后 ,旨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不断

深化改革 ,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加速通信与交通

等基础设施的发展 ,引导大量的低技术制造企业进

行产业集聚 ,利用动态的产业配套能力形成了基于

产业群聚的产品系列、基于集群企业间分工和协作

的产业集成、基于全球生产交易的产业模块以及基

于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技术的产业网络 ,企业群体在

产业特定制造环节上通过专业化分工建立了成本优

势 ,通过增加流量而非通过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来

获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价格”。这种生产交易

网络和商业模式既降低了企业的平均规模 ,又可以

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 ,虽然产业集中度不高、品牌很

少 ,但可以低成本快速地提供大量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低技术产品 ,有助于把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劳动

力成本优势转化成为全球的竞争优势。随着中国经

济的持续发展 ,中国国内市场的发育日益成熟 ,产业

配套能力和人力资源价值迅速提高 ,中国低技术制

造业获得产业组织创新的支持性更为全面 ;同时 ,随

着中国教育水平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获得低

技术制造能力和资源的成本快速下降 ;而且 ,进一步

开放使中国企业有机会通过观察跨国公司在中国的

经营 ,聘请外国专家、供应商或专业公司 ,与外国公

司结盟或者收购外国公司 ,设立海外研发和设计中

心等[23 ] ,加快企业学习的速度。这些因素促使越来

越多的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企业在产业细分市场上通

过集群和模块网络来获得流量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品

种多样化和行业低成本 ,在国际市场上产业饱和的

情况下继续发展。

4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

低技术制造业是技术比较成熟的产业。引进、

应用产业核心技术与专利技术 ,吸收信息通讯技术

等高技术 ,是低技术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内容。

由于中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国内市场容量

大、各地的要素禀赋条件差异显著以及经济转型对

其具有影响 ,因此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活

动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可以从

企业供给产品市场的开放性、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以及动态比较优势进行分析 ,见表 2。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企业由于整

体实力不强、科技资源不足 ,一般通过大批引进成套

实用设备以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和加工能力 ,企业一

般只能从事技术水平较低和产业价值链中具有较低

价值的环节的制造活动 ,技术创新的内容只是进行

适应性改造、开发一些零部件及简单设备。由于市

场割据下区域性市场保护造成的重复引进 ,短期内

特定产业和制造环节的生产与销售规模迅速扩大 ,

同一产品的产量迅速大幅度增长 ,但单个企业的规

模小、利润较低 ,价格竞争成为企业间竞争的重要手

段。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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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迅速增加 ,其对产品质量和

品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 ,厂商数量和产业规模

的增加 ,尤其是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 ,迅速扩大了中

国低技术制造业的供给能力 ,同时也为中国低技术

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学习机会 ;国内市场的竞争日益

激烈 ,国内市场迅速转变为买方市场 :这些都要求中

国低技术制造业企业改造已有技术 ,在引进部分关

键设备与零部件的基础上进行工艺创新和产品外形

设计 ,在转移和模仿发达国家技术的同时进行自主

创新。中国大中专教育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廉价且训

练有素的人力资源 ,厂商数量的增加和产业规模的

扩大提高了相关辅助产业的配套能力。这使得中国

低技术制造业企业在不断提高加工制造能力的同

时 ,其产品和工艺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随着产

业配套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的增强 ,中国低技术制

造业企业逐步进入一些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领

域 ,开始形成研发成本和制造成本的双重优势以及

差异化和低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

中国加入 W TO 后 ,国际低技术制造业加快了

向中国转移。这是因为 :一方面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

的产业配套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尤其是中国工程技

术人员在数量和知识方面实现了积累 ,这使得国际

低技术制造业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国丰富的且素质不

断提高的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 ,中国低

技术制造业企业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开始进行国际

化经营 ,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参与生产交易

网络的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分工和竞争 ,从而使中国

低技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迅速提高、影响

力进一步扩大。虽然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主要技术

来源仍然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转移 ,但中国低

技术制造业开始进行多层次的技术创新活动 ,包括

引进关键技术与专利 ,进行技术模仿和学习 ,购买关

键设备与零部件 ,联合研发、自主研发 ,通过并购获

得制造产品的设计能力、营销网络和品牌 ,从而延伸

了制造业产业链 ,增强了技术创新能力 ,并在一些领

域内实现了技术突破 ,形成了竞争优势 ,进而带动了

技术和产品结构的升级。

表 2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阶段性特征

时期 开放性 主要技术创新活动 动态比较优势

1980 —1992 相对封闭 ,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
引进成套设备以形成生产能力 ;自主开

发部分零部件及简单设备。
低成本生产能力与加工能力。

1994 —2000 相对开放 ,产品参与国际竞争。

引进关键设备 ,代理销售 ,进行技术改

造 ;整合创新 ,进行产品外形设计、工艺

创新。

制造能力与差异化。

2001 —
开放 ,企业参与国际生产交易网络和专

业化分工 ,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

引进关键技术与专利 ;进行产品模仿创

新 ;进行并购与整合创新、合作研发、自

主创新。

差异化与低成本 ;创新能力。

5 　结论与思考

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为此做出了独特的贡

献。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美英等国制造业的发展历

史不同 ,也与韩日等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有显著差

异。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大国 ,实

行了近 30 年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实行改革

开放以适应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中国制

造业的发展主要集中于低技术制造业部分 ,制度创

新、产业组织创新成为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发展的显

著特征 ,技术创新方面也表现为突出的阶段性特征。

分析这些特征对于认识中国低技术制造业的发展模

式和路径、探讨中国特色的工业化进程和新条件下

的产业创新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然而 ,本文的研究只是描述性的讨论 ,需要进一

步的数据和案例支持 ,尤其需要对更多具体的低技

术制造产业进行统计分析 ,以确定中国低技术制造

业的功能定位和创新绩效。未来一个时期 ,低技术

制造业产品的国内外需求还较大 ,但迅速发展的中

国低技术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贸易摩擦、汇率变化、原

材料与能源价格上涨、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上升以及

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低技术制造业的激烈竞争等挑

战 ,因此 ,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如何发展和创新将会引

起理论界和实业界的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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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Innovation in China’s Low2tech Manufacturing Since 1978

Sun Lijun1 ,2 ,Chen Jin1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 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China ;

2.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Abstract : This paper discusses t he reasons causing t 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ow2tech manufact uring and t 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a price in

t 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system t ransformation and adopting informatization and economics globalization. According to innovation t heories ,

it expounds t 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low2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 ries in t he aspect s of enterprise system innovation ,indust rial st ruc2
t ure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o on. This research has t 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 he innovation

process and t he development model of China’s low2tech manufacturing since 1978 and discussing t he indust rialization process and t he innovation

model of China.

Key words : low2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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