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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西岸经济区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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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情况 ;依据现代新增长理论 ,对海峡西岸经济

区通过自主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区域创新

能力居全国第 9 位 ,产业结构已实现由“二、一、三”向“二、三、一”跨越 ,工业主导经济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最后 ,提出建议 :海峡西岸经济区必须充分利用区域优势 ,加快创建协调高效的自主创新体系 ,加快产业结

构的调整和转型 ,以实现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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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人类生产史 ,自主创新从来都是决定一个

国家或地区经济和产业形态发展的关键。即便是在

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各国更加注重投资以拉动经济

增长的情况下 ,自主创新对确保今后经济平稳增长

和产业升级仍然至关重要。最近 ,福建省颁布了《关

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

决定》,明确强调要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加快建设区域创新体系、确保财政科技投入、加快发

展创业风险投资、完善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加强知识

产权管理与保护等多个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加快建

立区域自主创新体系 ,以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

产业升级。本文遵循现代新增长理论 ,将理论研究

与事实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剖析相结合、实

证研究和对策研究相结合 ,针对当前海峡西岸经济

区自主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理论

和实际两个层面分析和梳理出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特

点的实现渠道。

1 　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内在机制分析

111 　理论基础

最早提出自主创新理论并就其如何影响经济活

动做出初步理论解释的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

夫 ·熊彼特[1 ] 。熊彼特认为 ,在市场竞争中起核心

作用的是创新而不是价格 ,价格竞争是短期的和暂

时的 ,而创新竞争则是长期的和根本性的 ———这一

观点已被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以罗默为代

表的“新增长理论”[2 ] ,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

力”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 ,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

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 ,而且还

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

能力的培养等 ,同时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 ,

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技术创新在经

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卢卡斯、格罗斯曼和赫尔

普曼、吉翁、霍依特等众多经济学家的重视 ,他们通

过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 ,发现

通过刺激企业的研究活动 ,一个生产传统产品的国

家也可能转变为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国。在国内 ,关

于自主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理论研究一直在进行 ,

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成果 ,如 :孙尚清、马建

堂主编的《中国产业结构研究》;刘伟的《经济发展与

结构转换》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郭克

莎的《中国 :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周振华

的《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江小涓的《世纪之

交的工业结构升级》;冯飞、杨建龙、吕政、刘治等多

位学者也都有各自独特的观点。这些学者的研究侧

重点虽各有不同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他们都认为 ,

只有自主创新 ,实现产业结构由高消耗向高效率转

变 ,才能使我国彻底摆脱单纯依靠资源和资金投入、

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112 　内在关系分析[ 3]

1)自主创新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研发

活动探索前沿技术 ,掌握产品核心技术 ,促进传统产

品更新换代 ,创造新产品 ,从而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同时 ,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 ,促使原有产业在生产

过程中细化某些产品 ,在核心竞争力的保证下逐步

扩大生产规模 ,进而形成新的产业部门。

2)自主创新通过就业、贸易结构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首先 ,自主创新促使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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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必然促进劳动分工不断细化 ,

随着就业结构的不断精细化 ,产业结构也必然随之

变化。其次 ,通过自主创新 ,以核心技术降低产品成

本、提高产品品质和附加值 ,创造具有广泛影响的品

牌 ,克服国际间的贸易壁垒 ,优化本国或本产业的贸

易结构 ,而贸易结构的优劣可以反过来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

3)自主创新通过需求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般而言 ,需求决定了自主创新的方向和速度 ,需求

程度和产业技术进步是成正比的。此外 ,自主创新

还会改变投资需求结构 ,促进产业结构变动。

113 　必要性选择

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

大 ,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增强 ,特别是自国家在“九五”

计划中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以来 ,自主创新对我国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逐年提高。但同时也必须看

到 ,除沿海少数几个经济发达地区以外 ,几十年来我

国过度依赖投入和出口 ,以高消耗、高成本、低附加

值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改变 ,这

给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在

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尤显突出。实践已经证明 ,

凭借廉价劳动力和投资的直接拉动 ,我国经济增长

已难以为继 ,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增长方式已

经走到尽头 ,因此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

挥、自主创新的经济发展之路已是迫在眉睫。各区

域经济体要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 ,根据本地区

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 ,通过产学研结合、自主原始研

发、引进消化吸收、系统集成创新、国际招标、国际兼

并、委托国外机构研发、与国外合作进行研究开发、

国内设计国外制造、进口关键零部件等途径 ,掌握核

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以促进区域产业升级优化。

2 　海峡西岸经济区自主创新和
产业结构的基本情况分析
211 　自主创新情况

几年来 ,福建省紧紧抓住国家支持海峡西岸经

济区和台商集中投资区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按照

“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 ,引领未来”的方针 ,

制定并实施了《福建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 (2006 —2020)》、《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

府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

设的决定》和《福建省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全省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据国家科技

部统计 ,2007 年福建科技进步指数为 43167 ,科技水

平综合评价居全国第 8 位 ,其中 ,科技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指数排名第 5 位 ,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排名第

6 位 ,科技活动投入指数排名第 11 位 ,科技活动产

出指数排名第 27 位 ,区域创新能力居第 9 位 ,专利

申请与授权量分别居第 12 位和第 9 位[4 ] 。以企业

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已基本形

成并得到不断完善。

但是 ,从整体和横向比较 ,福建的自主创新仍然

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体现在 :

1)投入比例偏低。①科研经费投入占 GDP 比

例偏低。2007 年全省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197144 亿

元 ,只占 GDP 的 1189 % ,R &D (企业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 82117 亿元 ,只占 GDP 的 0190 %[ 5 ] 。②企

业研发投入比例偏低。2007 年 ,福建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共投入科技活动经费 113125 亿元 ,科技活动

经费投入只占产品销售收入的 1117 %。其中 ,

R &D 投入为 55125 亿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是

远低 10 个主要发达国家 2. 5 %～4. 0 %的水平[5 ] 。

③财政资金投入占科技经费总额的比例偏低。2007

年全省科技经费筹集总额为 197144 亿元 ,其中 ,财

政资金 22160 亿元 ,占总投入的 11145 % ,不仅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5 ] 。

2)地区间自主创新发展严重不平衡。福州和厦

门作为福建的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云集了全省

大部分中央、省属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大型工业企

业 ,两市科技活动人员占全省的 5714 % ,R &D 活动

人员占全省的 6511 %[5 ] 。全省地区间科技活动经

费投入差距巨大 ,福州和厦门的 R &D 活动经费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全国 1142 %的水平 ,而宁

德、龙岩、三明、泉州 4 个地市均不足 015 %[5 ] 。

3)核心创新不突出。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 ,2007 年福建省三种专利 (发明、实用新

型、外观设计) 申请 11341 件 ,三种专利授权 7761

件 ,全省专利申请总量 82409 件 ,专利授权总量

51605 件 ,分别居全国第 12 位和第 9 位[6 ] 。但是 ,

从最能反映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来看 ,

2007 年全省发明专利申请 2170 件 ,低于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 3878 件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5293 件 ,而

且核心关键技术的专利不多 ;在专利申请和授权中 ,

发明专利申请只占全部专利的 1911 % ,低于全国

23. 6 %的平均水平 ,更低于韩国 ( 40. 1 %) 、日本
(7916 %)和我国台湾地区 (47. 7 %) [6 ] 。

4)基础研究落后 ,人才培育与科技发展水平滞

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开展科技活动单位数少 ,从事

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低。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开展科技活动的只有 1270 家 ,占企业数 912 % ;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为 6136 万人 ,占从业人员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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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 96 %。全省 1438 家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仅有

349 家设有科研机构 ,且机构数呈现出减少和不稳

定的状况[7 ] 。

5)缺少有国际影响力和自主核心技术的高新品

牌。目前 ,全省虽拥有“中国名牌”产品 100 个、省级

名牌产品 1026 个 ,但主要集中在食品、服装鞋帽等

行业 ,科技含量和创新成份不足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则寥寥无几。

2. 2 　产业结构情况

多年来 ,福建省坚持抓大放小、收缩战线、合理

布局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2008 年 ,福建省 GDP 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大关。

2007 年全省三大产业结构比重为 1018 ∶4912 ∶

4010 ,产业结构实现由“二、一、三”到“二、三、一”的

跨越。工业经济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 ,其中 ,电子信

息、机械装备和石油化工成为三大主导产业 ,以福建

炼化一体化项目、东南汽车、波音飞机维修公司、厦

门金龙客车、厦门重工为龙头的产业集群迅速崛起 ,

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 ;依托福州、

厦门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戴尔、冠

捷、中华映管、实达、新大陆等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企

业组成了从福州到厦门的沿海 IT 产业集群。服

装、纺织、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

势 ,正朝着产业升级、上下游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发

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较大成效 :高优

农业发展迅速 ,食用菌、茶叶、水果、蔬菜、烤烟、花卉

等经济作物已发展成为全省农业优势产业 ;一大批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海水养殖、海洋

捕捞、水产品深加工发展迅速 ;生态农业和绿色食品

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全省无公害

农产品种植面积超过 100 万亩 ,绿色品牌逐年增加。

第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全省上下积极运用现代经

营方式和先进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 ,旅游休闲、邮电

通讯、现代物流、社区服务、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异军

突起。

但是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 ,福建省的产

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 :

1)三大产业内部结构存在不足。福建省农业产

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高 ,比较优势不明显 ,生

态农业和优质农业比重较低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

强 ,农业支柱产业、特色农业不够明显。福建省工业

化水平和新型工业化程度不高 ,总体竞争力优势没

有形成 ,支柱和重点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产业链和产

业群 ,难以通过产业协作配套和上下游延伸拉动产

业升级。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慢 ,现代物流、软

件、各种中介等现代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 ,教育、

体育、卫生等基础性、公益性事业面临产业化发展问

题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强。

2)制造业项目平均规模小、内涵式增长不明显。

2007 年全省制造业项目平均规模只有 4000 万元左

右 ,全省规模以上新投产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5000 万

元以上的企业仅 36 家 ,上亿元以上的仅 9 家 ,10 亿

元以上仅有戴尔 1 家 ;而且 ,体现内涵性增长的改建

和技术改造投资比重低 ,全省制造业投资中 ,用于新

建和扩建项目的投资高达 8514 % ,用于改建及技术

改造的仅占 9 %左右[7 ] 。

3)中小制造企业发展面临困境。一般认为 ,在

整个产业链“6 + 1”的环节里 ,“6”包含了产品设计、

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

售 ,“1”则是纯粹的加工制造 ,谁掌握了“6”谁就能赢

得先机。几年来 ,福建的中小制造业基本是从事以

加工型为主的“1”,即从事价值最差、最为低端的加

工 ,发展十分困难。尤其是当前受金融风暴的冲击 ,

中小制造业更是“两头受堵”,原本微薄的利润空间

几乎丧失殆尽 ,2007 年只增长 2 %[8 ] 。

4)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近 5 年来 ,对科技

含量较高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

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的投资仅占全部制造业投资的 2616 % ,比对

传统产业的投资低 4618 个百分点[9 ] 。“十五”时期 ,

全省机械、石化、电子三大主导产业累计投资

605160 亿元 ,占城镇以上工业投资的 2610 % ;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累计 430140 亿元 ,仅占城镇以上工业

投资的 1815 %[9 ] 。

3 　海峡西岸经济区自主创新促进产业
升级实现路径分析
　　1)要根据现有产业布局和产业水平 ,因地制宜 ,

分三个层面构建区域产业 ,发展山海联动、利益共享

的产业结构[10 ] 。

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要在强化基础设施和公

共工程建设的同时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千方百

计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拓宽国际市场 ,全力支持电子

信息、汽车、光电机一体化、医药生物工程、新材料、

高效节能、环保等支柱产业发展 ,同时运用高新技术

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机械、轻纺、化工、建材等传统

产业。莆田、宁德要通过改善港口、高速公路等交通

设施 ,加强临海工业、农业产业、水产品养殖加工、轻

工食品、特色旅游业和为第一层面产业链的发展提

供配套的项目建设。南平、三明、龙岩要根据山区特

点 ,发展特色产业 ,促进资源转化 ,对接沿海 ,辐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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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使之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和开放的腹地。

2)要依靠自主创新 ,加快推进区域产业的振兴

和进步。

①要加快产业培植 ,提升战略产业综合竞争力。

经过几年发展 ,福建的电子信息、机械、石化三大产

业不断壮大 ,2008 年上半年分别完成增加值 192119

亿元人民币、326112 亿元人民币和 189157 亿元人

民币 ,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产业 ,其对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达到 4111 %[ 9 ] 。但是 ,与世

界上和国内发达地区相比 ,其产业规模和综合竞争

力仍然偏小、偏低。要紧紧抓住福建地处对外开放

前沿的良好条件和国家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

机遇 ,积极引进国内外资金和技术 ,形成由政府政策

引导、市场动态调整的机制 ,壮大产业规模 ,提高战

略产业综合竞争力。

②要加快推进企业信息化管理和应用进程。要

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制造业 ,推动企业业

务流程的优化重组和管理的合理化 ,提升生产过程

自动化水平 ,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和赶超的

机会。通过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工业集中区、科技

园区 ,实现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升级的有机结合 ,形

成有效的资本推动、产业推动、智力推动机制。

③要加快发展集聚产业。产业集群经济是传统

产业和现代制造业走向集约化、专业化的重要标志 ,

要在现有沿海产业群的基础上 ,集聚生产要素 ,壮大

产业规模 ,优化产业结构 ,围绕电子、机械、石化三大

主导产业 ,提升工程机械、纺织、服装、鞋革、电机、陶

瓷、金属加工、建筑、建材等传统产业 ,夯实产业基

础 ,提高产业结构层次 ,进而发展一批产业集群 ,如

福厦沿海电子信息和工程制造产业集群、泉州纺织

服装鞋业产业集群、长乐纺织产业集群、莆田鞋业产

业集群 ,以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

④要加快优化开放和引资结构。要充分利用福

建的区位优势 ,“突出对台 ,深化港澳 ,加强东南亚 ,

拓展欧美日”,特别要抓住当前两岸三通的大好时

机 ,立足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

缘相连的优势 ,围绕两岸科技合作、两岸现代农业合

作、电子信息合作 ,充分发挥中华映管、冠捷、东南汽

车等大型台资 (合资) 企业、漳州 (闽台) 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和台湾学者 (泉州) 创业园的辐射带动作用 ,

提升引资的科技含量 ,形成“技术密集型 + 劳动密集

型”产业群 ,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稳步发展。同

时 ,要通过技术改造提升轻纺、建材等重点传统产

业 ,激发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装备的市场需求 ,实现

区域产业整体跨越式发展。

⑤要加快推进区域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根

据福建的资源和地理特点 ,加强产业发展规划与环

境保护的研究和衔接 ,科学合理布局区域内的重大

产业。加强国内外产学研的沟通合作 ,重视环保技

术人才培养 ,共同开发先进适用的环保新技术、新工

艺、新产品、新材料 ,全力推进关键环保技术与设备

的国产化。同时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环保技术 ,推广

先进成熟环保技术的应用 ,培育环保产业市场 ,实现

海峡西岸经济区制造业又好又快发展 。

⑥要把“6118”项目成果交易会做精、做强、做

大。要充分利用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一品牌合作平

台 ,坚持项目带动、品牌带动、成果对接 ,让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创新型项目与我省企业“快速约会”、“便

捷联姻”,推进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 ,改变我省大

部分中小企业研发能力弱、缺少核心技术、品牌竞争

力不强、长期“为别人打工”的被动局面 ,加快自主品

牌创建步伐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 ,从而提

高产品的议价能力 ,增强企业竞争力。

3)要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 ,以制度创新为突破

口 ,加快建立协调、高效的自主创新体系 ,持续保持

产业创新后劲[11 ] 。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通

过自主创新获得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过程

中 ,政府的战略导向、综合协调和服务功能所起的作

用至关重要。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亦然。

①要加大科技投入。要确保财政对科技的投入

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幅度 ;要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

构 ,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作用 ;要发

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支持企业开展关键技术和

重大装备的研究开发和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与再创新。同时 ,要支持面向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

服务体系 ,当前 ,特别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

支持力度 ,促进中小企业积极转型升级。

②要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 ,加快建立协调高效

的自主创新体系。要着力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

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化为目

标、知识创新系统与技术创新系统有机结合和良性

互动的产学研结合新机制 ,为提高整个创新体系的

创新能力和效率提供基本保证。

③要建立有效的创新转移机制。通过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 ,营造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形成和转

移的法治环境 ;建立和完善创业风险投资 ,努力吸引

集聚高层次创新领军人才 ,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

供强大的动力来源 ;发展和完善各类科技中介服务

机构 ,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成果转移、扩散的市场架

构和服务体系 ,加快自主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④要完善税收激励政策。除认真执行《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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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实施条例》,让所有高新技术企业从技术研发到

生产经营都能享受到优惠外 ,还应研究制定促进产

学研结合的税收政策 ,研究扶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对符合规定

条件的企业技术中心进口规定范围内的科学研究和

技术开发用品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⑤要通过省市共建、多方联建等模式 ,建设一批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特色种质资源库、

区域行业技术开发基地 ,加强大型仪器共享系统、科

技文献共享系统、科技资源共享系统等的建设 ,推动

以物质、信息、队伍、服务为有机整体的平台共享服

务运行机制建设 ,营造资源共享、公平竞争的科技服

务环境。

⑥要大力支持和引导科技金融合作。要设立自

主创新政府信用专项贷款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

用 ,吸引金融机构、民间资金参与科技投融资。要积

极探索财政资金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方式 ,开展

面向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平台试点 ,利用基金、贴

息、担保等方式 ,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自主

创新和产业化升级。

⑦要支持和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要采取一

些财税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建立相应的研究开发机

构 ,增加研发投入。各职能部门要形成合力 ,选择一

些重点企业 ,引导建设一批产学研战略技术联盟 ,建

立企业技术中心 ,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

品牌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

⑧要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要充分发

挥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全省

科研院所、在闽中央科研单位的研发优势 ,共建一批

实验室、研发中心、中试基地、产业化基地 ,加快科技

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⑨要加强重大科技战略的国际和地区合作[12 ] 。

要发挥福建地处开放前沿的有利条件 ,抓住当前发

达国家部分研发产业外移的契机 ,加大招商引资、招

研引技力度 ,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吸引跨国公司或国

内权威科研单位在闽设立研发中心 ,推进核心技术

研发本土化 ,提高区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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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oute of Industry Upgrading through Self2innovation in

West Strait Side Economic Zone

L u Yu
( Fujia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Administ rator College ,Fuzhou 350003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t ries to analyze t he status of self2innovation and indust rial st ructure of West St rait Side Economic Zone ( WSSEZ)1 And ac2
cording to t he modern new growt h t heory ,it empirically st udies t he route of indust ry upgrading t hrough self2innovation in WSSEZ1 The result

shows t hat :t 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WSSEZ ranks nint h in China ,and t he indust rial st ructure has changed f rom‘secondary2primary2tertiary’to

‘secondary2tertiary2primary’,and t he dominant effect of indust ry on economy has been furt her st rengt hened1 Finally ,it suggest s t hat t he loca2
tion advantage of WSSEZ should be taken advantage of ,and t he const ruction of self2innovation system as well as t he t ransformation and t he ad2
just ment of indust rial st ructure should be st rengt hened in order to develop regional economy well and rapidly1

Key words : West St rait Side Economic Zone ;self2innovation ;indust ry upgrading ;rout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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