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9 卷 � 第 9 期

2010 年 � � 9月
� � � � � � � � � � � 技 � 术 � 经 � 济

T echnolo gy Econom ics
� � � � � � � � � � � Vo l� 29, No� 9

Sep. , 2010

开放条件下自主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

魏 � 杰1 ,高旭东1 ,田也壮2 ,周作伟2

( 1.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2.哈尔滨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90)

摘 � 要:如何在市场开放条件下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本文首先讨论了传统

� 技术追赶 理论的适用条件,然后讨论了市场开放对自主技术创新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开放条件

下自主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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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对传统�技术追赶 理论的重新认识

学术界对自主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已有很多研

究[ 1]。然而,能否进行自主技术创新,自主技术创新

的条件是什么,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 2]
。比

如,传统的�技术追赶 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

应该以技术引进为主, 走�引进 ! 消化 ! 吸收 的路
子;实践也证明,这条路子是可以走通的,日本、韩国

等国家的很多企业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3- 4]。

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走�引进 ! 消化 !
吸收 的路子需要一定的条件,特别是国内市场的保

护。比如,著名创新学者、MIT 教授 Cusumano 的

研究表明,自 1960年起的大约 20年中,日本轿车进

口只占国内销售的 1%左右。Cusumano 进一步指

出,日本政府的一项政策,即通过限制轿车进口保护

本土企业,就使得一项原本肯定会失败的事业变成

了一项利润非常高的事业。而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

明显但非常关键的关系: 尼桑、丰田以及整个日本轿

车工业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的保护
[ 5]
。

实际上,日本技术追赶的经验是:重要技术主要

是以技术许可的方式引进, 严格限制设备和产品进

口,严格限制外商直接投资 ( for eign direct invest�

ment, FDI) [ 6- 7]。比如,在发电设备制造业,通产省

( M inist ry of Internat ional Jr ade and Indust ry, M I�
TI)规定, 对于每一代新的发电设备, 只能进口一

台,其余设备必须从日本的本土企业定购,这些本土

企业可以以技术许可的方式引进技术。根据这一政

策,日本电器机械行业的四大领先企业 H IT ACHI、

T OSHIBA、MIT SUBISHI 和 FUJI ELECT RIC 分

别与 GE、WEST INGHOUSE 和 SISMENS 签订了

技术许可协议, H IT ACH I、T OSHIBA 和 MIT�
SUBISHI 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日本政府的

�只进口一台,其余国产 的政策在资本品产业是一

个通行的政策,实践证明也非常有效。

韩国的经验是以大量进口设备为主, 辅之以技

术许可, 严格限制 FDI
[ 8]
。表 1 显示了韩国在

1962 ! 1993年利用国外技术的基本情况。表 1中

的数据说明,韩国资本品进口是比 FDI 和技术许可

重要得多的利用国外技术的形式,从具体金额来看,

其是 FDI的近 25倍,是技术许可的约 35倍。由于

日本以技术许可为主引进技术, 因此日本在消化吸

收上的投入要远大于在技术许可上的花费。相反,

韩国以引进设备为主, 从比例上看,其花在消化吸收

上的资金要小得多,这同我们国家的情况类似。
表 1� 韩国的技术引进情况一览表( 1962 ! 1993 年) 百万美元

分类 1962 ! 1966年 1967 ! 1971年 1972 ! 1976年 1977 ! 1981年 1982 ! 1986年 1987 ! 1991年 1992 ! 1993年 合计

FDI 45�4 218� 6 879� 4 720�6 1767� 7 5635� 9 1938� 8 11208� 5
技术许可 0� 8 16� 3 96� 6 451�4 1184� 9 4359� 4 1797� 0 7906� 4

资本品进口 316 2541 8841 27978 50978 120952 67152 278758

� �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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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著名管理学者、哈佛商学院教授钱德勒( Chan�
dler)的研究则表明, �先行者优势 是如此之强, 先

行者建立的进入壁垒是如此之高, 以至于在 20世纪

20年代以后只有两家新建企业进入美国化学工业

前 50名, 没有一家新建企业进入世界制药工业前

30名[ 9]。实际上, 这一现象并不只存在于上述两个

工业,汽车、计算机等领域的情况与此也非常类似。

这种现象所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明确、也是非常强烈

的:在同一个市场上, 领先者的优势是极其巨大的,

后来者很难在自由竞争中战胜先行者。

为什么传统的�技术追赶 道路(即� 引进 ! 消
化 ! 吸收 )需要以保护国内市场为基础呢? 实际

上,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关于

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有很多的研究和理论,其中�资

源基础论 ( the resource based perspect ive)代表了

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资源基础论 看来, 一个企业

持续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它独特的�资源 � 其主要特
点是:有价值,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这是首要

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稀缺性, 难以在竞争性市场上

买到;难以模仿,竞争者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开发出

相同的资源;难以替代,其他资源不能带来同样的竞

争优势。

虽然�资源基础论 还没有清楚地描绘出能够为
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独特�资源 的所有具体表现形
式,但是指出了以核心技术为主体或基础的�知识资
产 ( know ledge based asset )是其最重要的表现形

式之一。换句话说, 在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行业,核心

技术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惟一来源,但一定是最重

要的来源之一, 当两家企业直接竞争时,在其他条件

一定的情况下, 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一定处于不利

地位
[ 10]
。

这就说明, 经济保护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

实现�技术追赶 的重要条件。如果选择经济开放,

本土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在跨国公司在本

土市场站稳脚跟以前而不是以后建立竞争优势。

那么,如何理解市场保护与促进竞争对经济发

展的作用呢?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已给出了答案: 关

键是需要严格区分两种类型的竞争 ! ! ! 本土企业间
的竞争和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间的竞争, 即所谓的

�与狼共舞 。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必要的, 因为

这可以迫使这些企业不断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

本土企业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则不同, 竞争太激

烈的话,本土企业是不可能顶住跨国公司的压力的,

�与狼共舞 的前提是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有人会指出,我国也有过市场保护,但是效果并

不好。实际上, 这种认识是存在问题的。在很多时

候,政策保护的并不是拥有自主品牌的本土企业,而

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合资企业。比如在轿车工业,

我国的确存在轿车市场保护,但保护主要针对的是

合资企业,而不是单独针对诸如奇瑞、哈飞、吉利、红

旗等这些企业的, 如果重点保护的是这些企业, 则我

国自主品牌轿车的发展远不是现在这样了。

2 � 市场开放对自主技术创新的影响

市场开放对技术追赶、自主技术创新存在促进

的一面,如可促进�开放式创新 [ 11] , 但上面的讨论

也非常清楚地表明,市场开放与技术追赶、自主技术

创新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甚至是非常深刻的矛盾。

市场开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技术引进对技术

追赶的促进作用下降。这是因为, 从本土企业与跨

国公司的关系来看, 市场开放意味着本土企业不得

不与跨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上展开更多的面对面的竞

争。正因为如此, 为了不让本土企业成为自己强有

力的竞争对手,跨国公司也可能选择不再转让技术。

实际上,跨国公司在很多领域对技术转让已经非常

谨慎,本土企业靠引进技术来发展的可能性已经越

来越小。

即使跨国公司同意转让技术, 但由于掌握技术

转让的主动权,因此也可以做出各种安排,使自己在

与本土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比如,在轿车

合资中,即使有一些技术转让,本土企业也很难在主

流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有的跨国公司明确指出,

他们根本不担心中国本土轿车企业的竞争,因为他

们相信,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与他们相比还差

得很远。

另外,即使仍然可以引进技术,但由于不得不同

跨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上展开面对面的竞争,因此本

土企业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真正走完�引进 ! 消
化 ! 吸收 ! 再创新 的全过程,而是掉入反复引进的

陷阱。

市场开放也使得自主技术创新的难度加大。比

如,市场开放在时间上对本土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

和竞争能力培养提出了严峻挑战, 本土企业可能没

有足够的时间开发核心技术。以刀具行业为例, 在

我国机械制造领域著名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袁哲俊看来,虽然 20世纪 90年代国内市场的发展

对高档刀具的需求大大增加,但是国内企业已经没

有足够的时间开发出相应的技术和产品, 因为国外

的竞争对手已经在中国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 12]。

更为严重的是�后来者劣势 问题的影响。所谓
�后来者劣势 ,是指即使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的自
主开发上取得了突破, 但同跨国公司相比,也往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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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被市场所接受
[ 13- 14]

。下面的例子可以让我

们对�后来者劣势 现象有更直观的理解。我国高性
能服务器的领军企业曙光公司曾经做过一个试验,

把我国台湾地区某企业为曙光加工的两台一模一样

的机器放在一起, 一台贴上曙光的标志, 一台贴上

IBM 的标志, 然后请一群人判断哪一台机器更好,

结果是,大多数人认为贴 IBM 标志的那台更好。

�后来者劣势 现象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 无论

在消费品市场上,还是在工业品市场上,跨国公司的

产品更容易受到�优待 , 而国货则被认为是低人一
等。这就表明, 不解决�后来者劣势 问题,自主技术

创新的利益就很难实现, 本土企业就很难有充足的

动力进行自主技术创新。

�后来者劣势 现象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是: 第

一,不相信中国本土企业有能力开发出同国外企业

一样好的技术和产品,更不用说更好的技术和产品;

第二,明知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和产品更好, 但也不

愿意买国货,因为用国货让很多人感觉没有面子, 或

怕承担责任 ! ! ! 如果买了跨国公司的产品, 出了问

题也关系不大; 第三, 我国国内市场高度开放, 用户

有更多的选择, 而且很多更倾向于选择国外的技术

和产品:第四,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 1840年以后, 整

个民族和国家备受欺凌, 直到现在我国仍然是一个

经济发展还处于世界落后水平的国家, 人们的自信

心仍然缺乏。

应该说, �后来者劣势 不只是中国本土企业面
临的问题,日本、韩国的企业在没有发展起来以前也

面临这一问题。但是, 为什么他们的自主技术创新

没有受到我们所面临的这么大的挑战? 一个关键因

素是,日本、韩国在追赶过程中执行的是一条�高度
保护国内市场 的政策。因为国内市场被高度保护,

因此即使国内消费者不愿意买国货,也没有别的选

择,只好买国货。

我国同日本、韩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国内市场高

度开放,用户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很多人更倾向于选

择国外的技术和产品, 因此�后来者劣势 问题非常
突出。一般而言,在我国的技术、经济实力同发达国

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时, 经济越开放, �后来者劣势 
问题就会越突出,对我国的自主技术创新造成的负

面影响也就越严重。换句话说, 当我国还处于经济

和技术追赶过程之中时, 经济开放必须有度, 必须不

使�后来者劣势 问题严重影响自主技术创新。
另外,在我国的技术、经济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时, 国内市场高度开放必然加剧

崇洋心理、崇洋思想和崇洋行动,甚至形成与跨国公

司利益一体化的特殊利益集团。实际上, 这种情况

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 吃、穿、住、行、玩

都�以洋为荣 ,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正面临严峻挑
战。不少韩国企业领导就不止一次指出, 现在中国

与韩国的最大区别就是我们缺少长远眼光,缺乏坚

强的意志。

�后来者劣势 的存在必然阻碍我国本土企业的

自主技术创新和竞争能力培养。比如, 即使我国本

土企业开发出了新技术, 其潜力也难以充分发挥出

来。认识到这一点, 本土企业就很难有信心和动力

去开发自主核心技术。实际上, 缺乏信心和动力是

我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资源缺

乏的影响还在其次 [ 15]。

更为严重的是, �后来者劣势 大大加剧了建立
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的难度。根据哈佛大学

商学院教授 Porter 的研究,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

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其自身的资源和能

力有关,而同样重要的是基于本土的产业支持体系

和完整的产业链支持 ! ! ! 高水平的相关产业和企业
(如零部件供应企业)的支持、高水平的生产要素的

支持、高水平的市场需求的支持、有效的政府政策的

支持[ 16]。

根据 Por ter 教授的研究, 我国的自主技术创新

可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所谓自主

创新的初级阶段, 就是以相对独立的单项核心技术

或单一产品的开发为目的的自主技术创新阶段。在

这一阶段,自主技术创新活动带有很大的脆弱性,创

新的可持续性比较差, 对提高本土企业的竞争力的

作用也是有限的。所谓自主技术创新的高级阶段,

就是以建立基于本土的完整的产业支持体系和产业

链为目的的自主技术创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多个

企业、多个产品和多项技术已经形成了相互支持、相

互依赖的关系,创新活动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方向

性,其对提高本土企业的竞争力的作用是巨大的。

我国的自主技术创新要真正取得成功, 必须实现从

自主创新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实际情况

是,我国的自主技术创新基本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基

于本土企业的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产业链还远没

有形成。

这就表明,我国的自主技术创新仍然存在两种

前途: 一种前途是, 以 T D�SCDMA、曙光高性能计

算机、龙芯 CPU 等重大技术突破为契机, 尽快形成

本土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产业体系, 使自

主技术创新尽快走向高级阶段; 另一种前途是, 高技

术产品仍然以购买跨国公司的为主, 本土企业仍然

处于配角地位 (如被用作迫使跨国公司降价的工

具) ,从而导致国内高科技产品的供应商难以应对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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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的竞争而无法生存, 国内高科技产品的使用

企业也终将会更加受制于跨国公司。

3� 开放条件下自主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

模型与实例

� � 前文的分析表明,市场开放与技术追赶、自主技

术创新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 不解决这些矛盾,

要使企业成为自主技术创新的主体就难以实现, 本

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没有保障。这就要求需要做

出有效的制度安排,解决至少是缓解市场开放的负

面影响。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有效的呢? 根据

前文的分析,有效的制度安排,一是需要掌握好经济

开放的度,为本土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和能力培养

争取时间;二是需要帮助本土企业应对�后来者劣
势 问题。

在我国市场已经高度开放的情况下,掌握好经

济开放的度的主要措施应该是适当调整对外经济政

策,在落实WTO 承诺的过程中尽快取消对跨国公

司的一切优惠政策,包括对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的

优惠。不但中央政府要有这样的政策, 而且更要防

止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利益盲目�招商引资 , 使有
关政策失效。

帮助本土企业应对�后来者劣势 问题的有效制
度安排要复杂得多,但核心是以政府的力量支持我

国本土企业,从技术开发到产业化到完整产业链的

建立,使自主技术创新能够从初级阶段走到高级阶

段。具体措施可以包括:

第一,大力支持重点大学和研究所的技术研究。

这是解决自主技术创新技术源的重要措施。在

我国现在的环境中, 由重点大学和研究所探索、验证

技术的可能性比让其开发成熟技术的意义更大, 因

为本土企业缺乏进行自主技术创新的信心,探索、验

证技术的可能性可以大大提高本土企业进行自主技

术创新的信心。比如, 1991年我国第一台大容量数

字程控交换机( H JD04)的研制成功, 极大提高了其

他本土企业开发自主核心技术的信心。一位技术管

理人员指出,单从技术上来说,开发大容量数字程控

交换机可能没有那么难。但是, 在很少有人相信我

们国内有能力开发出大容量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情况

下,如何才能让技术人员特别是公司的高层领导敢

于在 R& D上投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HJD04机的成功研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关

键作用,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成功的例子, 一个中

国人自己成功的例子。结果是, 1995年中兴、华为、

大唐都已成功开发出在其发展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

劳的、以自主技术为基础的大容量数字程控交换机。

第二,大力支持核心技术的自主开发。

虽然目前我国本土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状况整

体上还不容乐观, 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对自主技术创

新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问题在于, 这些企业大都

实力有限,加上�后来者劣势 问题的不利影响, 他们

很容易受到创新资源严重不足的制约。在这种情况

下,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对其实施自主技术创新的意

义是显而易见的。从目前状况看, 特别需要克服各

种困难,真正落实已经出台的� 企业 R& D支出从税

金中抵扣 的政策。
第三,大力支持完整产业链的建立。

自主技术创新的目的不但包括把核心技术开发

出来,更重要的是把开发出来的技术真正应用起来,

建立起稳固的产业链。具体措施可包括, 制定适合

我国国情的国家技术标准、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力

度等。这样,自主技术创新有基础的、能成为产业链

龙头的本土企业, 诸如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大唐移

动、中兴( TD�SCDMA )等, 就更有可能大大增强竞

争力,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和成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力支持建立完整的产业

链,急需从已经取得的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入手。这

里的关键是:一定要认识到,开发重大核心技术是一

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 即使有良好的企业内外部

环境,一项重大技术从开始酝酿到基本成熟, 没有

5~ 10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的

例子太多了:索尼开发� TRINT RON 显像管花了 8

年时间,方正开发激光照排技术花了 10 多年, T D�
SCDMA的开发也已经 10年。正因为如此, 邬贺铨

院士才大声呼吁: 移动通信基本上 10年一代,如果

错过 3G,我国就还要等 10年。实际上, 没有 3G的

基础,我国在 4G上也难以取得主动。

上面的分析可用图 1所示的模型来表示:通过

政府政策帮助本土企业应对市场开放对自主创新的

挑战,提高自主技术创新的效果。

图 1� 开放条件下自主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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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以 T D�SCDMA 的发展为例, 进一

步说明有效的制度安排是自主技术创新成功的重要

保证。

TD�SCDMA 是由我国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在 1998年提出的 3G国际三大标准之一,已经成为

我国自主技术创新的典范, 为我国成为电信强国奠

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TD�SCDMA 发展历程的一

些重要特点包括:

第一, TD�SCDMA 是在备受怀疑中发展起来

的。

我国电信设备产业是最对外开放的产业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 �后来者劣势 的影响也极为明显: 在

外国人认识到 TD�SCDMA 的巨大价值后, 国内不

少人仍然持高度怀疑的态度。比如, ∀华尔街日报#

以醒目的标题报道到, �中国政府凭借面向新世纪的
战略眼光和中国企业的集体努力抱走了一只巨大的

金鹅 ; 国内的声音则是, � TD�SCDMA 一定会在襁

褓中夭折 , �中国根本就不具备与跨国公司较量的实
力,中国政府何必要为难自己 , �搞 TD�SCDMA, 就

是在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 既然世界上都有更成熟

的产品和技术,中国要上 T D�SCDMA, 就是在与国

际化的趋势背道而驰 。
第二,大唐电信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大唐电信由科研院所转制而来, 对开发包括

TD�SCDMA 在内的世界领先的通信技术既有压力

也有信心, 但是资源非常缺乏。下面的引文就是一

个很好的说明: �关于 TD�SCDMA 的种种谣言中,

资金缺乏是最沉重,也是最让人头疼的一个。2000

年,大唐集团在 T D�SCDMA 上的投资是 2 亿元,

2001年接近 4亿元,这还只是研发阶段。为了更好

地备战 T D�SCDMA, 全力冲刺相关开发, 2002年 2

月 8日,大唐中央研究院、上海大唐等部分从大唐集

团剥离出来, 正式组建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大唐移动投资到 TD�SCDMA 项目的资金主要来

自于工行、建行和华夏银行的贷款,数目不超过 5 亿

元。在 2003年末, 资深证券分析师给 T D�SCDMA

的评语只有一个: %正在资金的泥潭中苦苦挣扎&
∃∃要想 T D�SCDMA 成为一个能和 WCDMA、

CDMA2000对抗的标准, 至少需要十几亿甚至数十

亿美元的投资, 没人敢冒如此之大的风险。 [ 17]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对大唐提供了及时的帮助。

比如, 2003年 12月信息产业部、发改委、科技部三

大部委联合向 T D�SCDMA 产业联盟提供了 7亿元

的资金支持,共同组织实施了� T D�SCDMA 研究开

发和产业化项目 ,相当一部分资金以各种形式注入
大唐移动, 大大缓解了大唐移动开发 T D�SCDMA

的资金短缺问题。

第三,政府在建立 T D�SCDMA 产业链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

由于 T D�SCDMA 的核心技术是由大唐开发

的,而大唐是一个中国企业,在产业影响力上还逊色

于中国移动等运营商, 因此由大唐自己推动 T D�
SCDMA产业链的形成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

下, 中央政府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支持组建了

� TD�SCDMA 产业联盟 、� TD�SCDMA 技术论

坛 ,先后组织了� MT Net 试验 、� TD�SCDMA 产

业化专项测试 和� T D�SCDMA 规模网络技术应用

试验 , 并使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成为 TD�SCDMA

的运营商。

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政府的强有力支

持, TD�SCDMA 早就夭折了。比如, 2005 年末, 运

营商违规搭建另外两个 3G标准的试验网已经非常

严重, 这对 T D�SCDMA 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为 T D�
SCDMA的发展留下了必要的空间。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政府支持, 不但中国电信行

业的领先企业,如中兴、华为、普天、中国移动都加入

到了建立 T D�SCDMA 产业链中, 而且著名的跨国

公司如西门子、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北电、爱立信、诺

基亚等也成为 TD�SCDMA 产业链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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