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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3 月 19 日 ,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

《意见》指出 ,要“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 ,充分发挥科

技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鼓励发展专业

化的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工业设计和节能服务业”。

如何发展北京的服务业 ,我们认为应从北京的

实际出发 ,发展新兴高端服务业 ———研发产业。

1 　研发产业的形成与特征

研发产业作为新兴的高端服务业 ,是指从事研

究与开发活动、并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集

合。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研发活动通常是企业内

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绝大部分研发活动由企业

内部的研发机构来完成。90 年代后 ,研发活动日益

呈现出专业性和复杂性 ,并由此带来了研发活动的

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同时由于竞争的不断加剧 ,还造

成了研发活动必须具有高效性。研发活动的这些特

性 ,使得很多企业开始将内部研发活动 ( R &D in2
house)转向外部 ,即研发活动外部化。研发活动外

部化 ( R &D out sourcing) 是指企业将部分知识创

新、新技术应用的活动逐渐通过市场由其他企业完

成。研发活动外部化已经形成一种趋势 :1993 年加

拿大的企业研发外部支出已经占到产业总支出的

7 % ,1995 年英国的这一比例达到 10 %。1998 年 ,

美国新药研发经费的 20 %用于外部研发。2004 年

美国信息技术协会 ( ITAA) 的研究报告指出 , 美国

用于海外软件开发及服务外包的支出 ,将从 2003 年

的 100 亿美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310 亿美元。《For2

rester Research》(2004 年 1 月)指出 ,到 2015 年 ,至

少有 330 万白领工作岗位、1 360 亿美元的工资将从

美国流向低成本的国家。《印度 - 亚洲新闻》(2005)

指出 ,印度的知识开发外包商务将从现在的 12 亿美

元增加到 155 亿美元。2005 年 8 月 ,沃里克商学院

对欧美及亚太 1200 家组织进行了调查 ,得出的重要

结论之一是 , IT 外包与主流商业外包活动将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 ,市场总值将从 2005 年的 1400 亿

美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2200 亿美元。

与此同时 ,理论界对研发外部化也开展了大量

研究 :MacPherson 研究了发生于小企业的研发外部

化[1 ] ,Roper 研究了发生于大企业的研发外部化[2 ] 。

Vittorio Chiesa 指出 ,研发外部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 ,企业内部的研发部门在缩小 ,而负责外部研发

工作的部门在不断扩大[3 ] 。Arora 认为 ,研发活动

越来越具有外部化趋势[4 ] 。

研发活动外部化催生了一批专门从市场承揽研

发活动的企业 ,当从外部市场承揽研发活动的主体

不断增多时 ,一个新兴的高端服务业 ———研发产业

就形成了。

研发产业作为新兴的高端服务业 ,具有许多不

同于其他产业的特征。第一 ,在知识基础、知识创造

和技术应用方面具有鲜明特点 :研发产业以自然科

学与技术知识为基础 ;研发产业在新知识的运用程

度和新知识的创造程度上明显高于其他产业。第

二 ,研发产业是需要投入高度复杂劳动的产业 ,从事

该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受过良好、严格的专业训

练 ,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能力。第三 ,该产业涉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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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的前沿领域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具有明显

的滞后性。第四 ,根据研发产业的第一特征 ,可知研

发产业与信息产业、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具有明显区

别。

2 　北京发展研发产业的意义

首先 ,北京发展研发产业有利于增加北京的经

济总量。发展研发产业可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

第一 ,如果北京能获得印度研发 ( IT、电信行业) 外

包的 20 % ,则研发产业的 GDP 就可增加 200 多亿

元 ,这相当于 2003 年北京房地产业的 GDP ;第二 ,

发展研发产业可以创造高层次的社会需求 ,进而促

进北京经济增长。根据研究 ,发达国家研发人员年

工资为 10 万～30 万美元 ,而我国研发人员的年工

资为 1 万～5 万美元 ,如果北京研发人员年均工资

达到 8 万美元 ,按 2000 年科研机构科学家和工程师

6 万人计算 ,则可增加近 246 亿元的社会需求。第

三 ,企业研发投资回报率一般在 10 %～30 %左右 ,

而社会回报率将大于 50 % ,这也将对经济发展产生

推动作用。经济总量的增加 ,也包括就业岗位的增

加 ,有助于解决高学历人才的就业压力。如前所述 ,

研发产业的员工主要以工程师和科学家为主 ,而科

学家和工程师又来自高等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硕士

生和博士生。因此 ,发展研发产业将增加各层次毕

业生的选择机会 ,进而降低就业压力。

其次 ,北京发展研发产业有助于北京优化产业

结构 ,提高产业竞争力。第一 ,北京制造业的发展需

要研发产业的支持。根据《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研

究报告》[ 5 ] ,北京制造业的竞争力不容乐观 :在反映

制造业经济状况的 14 个指标中 ,北京制造业进入前

10 名的指标只有 4 个 ;在反映制造业科技状况的 10

个指标中 ,北京制造业没有 1 个指标进入前 5 名 ;在

反映制造业环境状况的 15 个指标中 ,北京制造业只

有 2 个指标名列第一。显然 ,至少在科技状况指标、

环境指标改善方面 ,北京的制造业需要研发产业的

支持。第二 ,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研发产

业的支持。从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来看 ,北京

高新技术产业的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都取得了重要

成果 ,但不容否认的是 ,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在

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但领先优势不明显 ;企业研发和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品牌很少 ;

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电子信息行业仍是一枝独秀 ,经

济总量有待扩大 ;开发国际市场任务艰巨。我们认

为 ,要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这些问题 ,只有高

端服务业 ———研发产业才能提供直接的有力支撑。

第三 ,北京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研发产业的支持。

从北京现代服务的发展状况来看 ,由于现代服务业

的核心是“知识型服务业”,它正呈现出技术化、国际

化、标准化的趋势。因此 ,科技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含

量和渗透必然增加。而研发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可

以满足现代服务业内其他产业的技术需求 ;另一方

面 ,又可以提高高端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比重 ,

进而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因此 ,发

展研发产业可以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四 ,北

京资源约束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 ,要求发展研发

产业。这是因为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环境的改善有助

于实现“宜居城市”的目标。研发产业主要依靠高素

质的人力资源 ,并不主要依靠物质资源 ;研发产业的

发展主要不消耗自然资源 ,因而基本不产生污染 ;研

发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 ,改

变发展经济的思路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最能体现北京城市功能地位的要求。从国外大城市

发展的成功实践看 ,北京也应当发展研发产业 ,而且

发展空间很大。在基本相同的口径下 ,华盛顿研发

及相关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约 36 % ,纽约这一

比例约为 18 % ,旧金山这一比例约为 25 % ,北京这

一比例约为 13 %。

第三 ,北京发展研发产业 ,有利于促进北京研发

组织体制创新。如前所述 ,研发产业主体的重要经

营活动形式是通过市场完成研发 ,实现研发价值。

在这一过程中 ,国外一些研发机构形成了一个非常

有效的运行机制 ,其中委托合同研究机构 (Cont 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简称 CRO) 就是一种典型

代表 ,意大利营销研发机构 ( Marketing R &D) 也是

值得研究借鉴的。而目前我们的研发型企业在组织

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还十分缺乏经验 ,还有很多不

完善的地方。发展研发产业 ,必然要求我们借鉴国

外一些成功经验 ,实施研发组织创新 ,提升研发组织

创新意识 ,提高运行效率。

第四 ,北京发展研发产业 ,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 ,保证北京创新型城市目标的实现。北京建设

“创新型城市”的目标是 :高端创新 ;强劲辐射 ;产业

提升 ;环境优越。上述目标的核心是创造知识 ,创新

性运用知识。由于研发产业的重要活动是创造知识

和运用知识 ,因此它的发展必然促进创新型城市目

标的实现。

最后 ,北京发展研发产业 ,有助于促进全国科技

与经济的发展。北京作为中国的科技中心 ,这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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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决定了它不仅应当通过发展研发产业促进本地区

的科技与经济发展 ,还应当通过发展研发产业将大

量新知识和新技术服务于全国乃至世界。这是一种

“当地开花 ,遍地结果”的多赢战略 ,这比那种“当地

开花 ,当地结果”的策略更具有全局意义。

3 　北京发展研发产业的优势、不足与
挑战

　　北京发展研发产业既具有明显优势 ,又面临诸

多问题与挑战。

311 　主要优势

1)研发资源优势。首先是人才与教育优势 :在

北京的户籍人口当中 ,大专以上的人数占就业人数

的比例为五分之一 ,在全国名列第一。北京地区的

教育也非常发达 ,重点高校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进入

“211”工程的有 20 多所 ,全国高校有 300 多个博士

点 ,北京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硕士人数占全国的五分

之一。此外 ,中国工程院院士有一半以上分布在北

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其次是研发机构聚集优势 :

北京已有具一定规模的各类研发机构 2 000 余家 ,

其中企业设立的有 1 000 多家 ,各大学和政府设立

的研发机构 700 多家 ,民办科研机构 200 多家。到

2004 年底 ,已有 390 家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研发机

构 ,其中 192 家具有研发活动。北京已经成为了跨

国 ICT 企业设立研究开发机构的首选之地。就设计

产业而言 ,北京目前有国内外以各种体制成立的设计

类公司 2 万余家 ,在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和现代制造企

业中 ,已有部分企业如联想、方正等建立了独立的设

计机构。全市共有设计类专业院校 37 所 ,其中建有

工业设计专业的院校有 22 所 ,在校大学生、博士生、

研究生达 1 万人 ,北京地区设计产业的从业人员达到

数十万人。最后是研发经费投入优势 :从研发产业投

入来看 ,北京研发投入的优势奠定了北京发展研发产

业的科技资源优势。据初步统计 ,2005 年北京研发

经费支出达到 380 亿元 ,占北京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516 %;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 20 % ,研发经费 5 年平均

增长近 20 %;“十五”期间 ,R &D 经费支出累计达到

134319 亿元 ,比“九五”时期增长 211 倍。

2)研发成果优势。从研发成果产出来看 ,北京

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科技成果产出地 ,是全国知识

创新、原始创新的基地。近年来 ,不论是专利的授权

量还是科技论文被国外三大检索机构检索的情况 ,

都表明北京居全国研发成果之首。2005 年 ,北京市

专利申请量与批准量分别为 213 万项和 1 万项。

“十五”期间 ,专利申请量和批准量累计分别达到

814 万项和 4 万项 ,分别比“九五”时期增长 113 倍

和 7718 %。所有数据都说明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

远远高于其他省市 ,研发成果全国第一。

3)信息比较优势。在知识经济社会中 ,知识作

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其产生和传递主要是通过信

息完成的。因此 ,传统比较优势将逐渐弱化 ,信息比

较优势将成为研发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我

国国家图书馆及各类信息中心均建在北京 ,这为北

京的研发产业提供了无法比拟的优势。

4)技术市场及交易优势。2004 年 ,全年成交技

术合同 35549 项 ,技术交易额 38715 亿元。2005 年

北京技术市场继续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 ,技术合同

成交额达到 489159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1512 %。

2006 年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显著增长 ,成交技术合

同 51575 项 , 成交额 697133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60154 % ,其中技术交易额 57216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63143 %。产品与服务规模的扩大、市场的迅速发展

都为研发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312 　不足

1)研发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北京的研发投入与

成果产出虽然都比较高 ,但其研发产业效率较低 ,如

北京百万元研发经费产出专利处于全国较低水平 ,

与其研发产业规模不相匹配。

2)技术交易平台有待完善。技术交易平台、信

息平台建设不完善 ,成果转化效率待提高。北京的

专利、发明在全国居于前位 ,但这些专利发明的交易

和转化却不是很充分。要解决这一问题 ,除了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实现

信息渠道的畅通 ,将整个社会的资源通过市场的力

量加以整合 ,提高研发成果的转化。

3)中小型研发企业的投融资渠道不完善。新兴

中小企业在创办初期通常都面临资金问题 ,而研发

产业又具有高投入、风险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 ,

所以研发产业对资金支持的依赖比一般中小企业更

加明显。北京已经聚集了一定数量的风险投资公

司 ,但是真正的研发风险投资却较少 ,风险投资运作

也不太活跃。

4)生活、生产成本高。人才 ,尤其是科技、研发

人才是研发产业发展的基础 ,而北京的人力成本是

比较高的。而且 ,由于人口密度较高 ,北京各项生

产、生活资源比较紧张 ,使用费用普遍较高 ,这些因

素使得企业的运营和发展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尤

其对创业初期的企业来说 ,具有相当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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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关政策尚未建立、完善。以医药行业为例 ,

目前研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 : ①税收政策问题。

目前 ,生物医药企业税赋存在过重问题 ,尤其在增值

税部分。由于医药行业自身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 ,

使得国家关于企业“三减三免”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

个特殊行业中很难使企业享受到 ,尤其对于一些新

的、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②科研设备进口免税的

问题。生物制药研究属于高端技术 ,其设备大部分

需要进口 ,价格昂贵 ,在办理免税中 ,手续繁杂 ,周期

长。③资金投入问题。生物医药行业具有高风险、

高投入、项目回收期长的特点 ,因此企业在研发项目

实施过程中 ,如何获取所需资金是一个突出问题。

一般来说 ,一个研发项目早期、中期、后期所需的投

资比例大概是 1 ∶10 ∶100。政府对于此行业的经

费投入目前主要集中在临床前的研发投入 ,而事实

上企业在进入临床试验的中后期阶段更加需要外部

资金支持 ,同时该阶段的高风险和高投入使得外部

融资困难大大增加 ,即面临资金链中断的险境。④

知识产权问题。对于生物医药行业来说 ,知识产权

是根本 ,但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 ,研发企业存在着种

种困难。⑤研发人员待遇问题。医药行业从业人员

主要是科技研究人员 ,总体来讲科研人员的收入不

高 ,但其个人税赋却比较高 ,目前尚没有针对这些人

员的区别于其他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优惠政策 ,这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产业对高素质科技人员的吸引

力。

6)研发产业的国际化程度低。研发产业的国际

化程度可以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来表示 , 也可

以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表

示。截至 2005 年底 ,北京的出口额为 30817 亿美

元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 8919 亿美元 ,占北京市

出口总额比 2911 %。

北京研发产业与市场还存在较大程度的脱节现

象 ,部分高等院校在专业设置、研究立项等方面往往

闭门造车 ,以致最后培养出来的人才或研究出来的

产品不为市场所接受而成为“废品”。因此 ,研发产

业的发展要与市场密切联系 ,要从市场需求出发选

题立项 ,并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 ,以实现其经济价值。

313 　挑战

1)国际竞争带来的压力。国际竞争对北京研发

产业发展造成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

中国加入 W TO 后 ,国外先进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

研发经验带来的冲击 ,对于北京研发产业整体层次

水平不高的现状将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另一方

面 ,有些科技资源、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国家

也在竞争国际市场中的研发外包活动 ,比如印度等

国家利用资本、文化优势在某些行业已经形成了一

定的研发力量 ,这对北京研发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威胁。

2)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竞争。从全国来看 ,不只

是北京提出发展研发产业、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国内

其他地区也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苏州实施了“自

主创新、聚焦科技”的战略 ,致力于打造高新技术及

产品的研发创新高地、聚集各类研发创新精英的人

才高地、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与高新技术产业的

辐射高地等“三大高地”;南京提出在“十一五”期间

开展 30 项新举措 , 打造创新城市的战略 ; 上海

2004 —2005 年度区域创新能力以综合值 57116 位

居全国首位 ,且已在政府科技规划文件中明确提出 ,

要在 2010 年之前将上海建设成为国内的知识生产

中心和知识服务中心。可以预见 ,各个省市对创新

人才、创新资源的争夺将日趋激烈 ,北京虽然具有得

天独厚的研发优势 ,但仍需重视国内竞争带来的巨

大压力。

4 　北京发展研发产业需解决的主要问
题

　　北京发展研发产业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是

指导思想与发展战略问题 ;二是适应研发产业发展

的制度创新问题 ;三是建立保障研发产业顺利发展

的政策体系问题。

1)关于发展研发产业的指导思想。从研发产业

特点和北京实际情况出发 ,北京发展研发产业应坚

持如下指导思想 : ①依靠两个资源渠道 ,发展北京研

发产业。发展研发产业需要大量的研发资源 ,包括

研发经费、研发人员、研发设施。依靠两个资源渠道

发展北京研发产业 ,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外研发资

源 ,即吸收利用跨国公司的研发资源 ,吸收利用中央

在京研发资源和京外研发资源。②面向两个服务对

象 ,发展北京研发产业。发展研发产业必须建立在

充分、广阔的市场基础之上。因此 ,北京的研发产业

不仅要为北京科技经济发展服务 ,还要努力为其他

省市区的科技经济发展服务。③集群与“龙头”相结

合 ,发展北京研发产业。科学技术间的相互联系、知

识的集聚与扩散 ,决定了研发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

的集群效应 ,因此应当坚持集群发展研发产业 ;另一

方面 ,实施群体战略并不意味着忽视“龙头”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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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努力择优扶持一批研发产业的大型企业 ,以加

快研发产业整体形象的树立。

在上述指导思想下 ,要认真研究、制定发展北京

研发产业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 ,确定重点发展领域

与产业空间布局 ,提出战略步骤。

2) 关于北京发展研发产业的制度创新问题。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指出 ,“尽快建立科学、统一、全面、协调的服

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 ,完善服务业统

计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北京发展研发产业的制

度创新主要包括 :一是建立产业协调与服务机构 ;二

是建立“政府支持项目”的评选、监控与绩效考核制

度 ;三是建立研发产业统计监测评价制度 ;四是建立

健全的 R &D 人才保障制度 ;五是建立研发行业准

入制度 ;六是制定研发产业竞争规则 ;七是建设技术

市场与信息平台。

3)关于北京发展研发产业的政策体系。《意见》

指出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

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完善和细化服务业发展指导目

录 ,从财税、信贷、土地和价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促

进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

北京研发产业政策体系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财

政政策 ,包括研发补贴政策、对研发设备加速折旧政

策、对研发支出的税收抵免政策、对国外技术贸易特

别抵扣政策、进口技术的税收抵免政策、项目资金匹

配政策、专利申请、维持费用支持政策、合作研发支

持政策 ;二是金融政策 ,包括优先贷款政策、研发贷

款低息政策、允许自由组建研发风险投资政策、信用

担保政策 ;三是鼓励创建研发企业政策 ,包括人力资

源政策、知识产权支持政策、成果转化支持政策、经

费支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

研发产业税收政策的应用要坚持以下基本原

则 :第一 ,坚持间接税。间接优惠具有较好的政策引

导性 ,既有利于形成“政策引导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

的有效优惠机制 ,又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第二 ,注

重流转税优惠 ,而不仅是所得税。这样可以引导企

业将重点放在产品研究开发、技术转化环节上 ,而不

是放在引进技术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上。

北京的研发产业刚刚起步 ,研发产业要成为北

京重要的支柱产业还有许多理论与政策问题需要研

究解决。本文作为这一问题的引玉之砖 ,希望有更

多的真知灼见为北京的研发产业发展提供指导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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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 &D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Beijing

Huang L ucheng
( Economics & Management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2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provides t he definition of t he R &D service indust ry wit h t he discussion of t he differences between R &D service indust ry

and t hese related indust ries ,such as cultural indust ry ,creative indust 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 ry ,t raditional service indust ry and so on.

And it analyzes t 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R &D service indust ry in Beijing and researches it wit h SWO T analysis met hod. Finally ,it put s for2
ward suggestions on developing R &D service indust ry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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