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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自主创新 已成为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但人们对其的理解并不相同,这给学术研究和
实际管理工作带来不便,因此对� 自主创新 进行辨析仍然是必要的。首先, 本文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

民族精神三个方面来诠释自主创新概念; 其次,从自主创新定义的功能出发, 对什么是自主创新做出界定。

基于以上认识,给出了自主创新的定义和按创新程度划分的延伸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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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主创新 已成为近几年经济、科技乃至政治
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人们在使用这一词

汇的时候,都在表达一种观点或理念, 在多数情况

下,读者或听众也能领会其所传达的精神。但是, 如

果追究其含义, 不难发现,不同的人所做出的解释并

不相同,甚至大不相同,这给学术研究和实际管理工

作带来不便。因此, 今天对�自主创新 进行辨析仍
然是必要的。

1 � 对自主创新提出背景的再认识

为了认清自主创新的含义,有必要从这一概念

提出的背景和动机说起。

自主创新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并被广泛接受和使

用,要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民族精神三个方面来

诠释。

1� 1 � 经济发展
自主创新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紧密相

关。以下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技术来源的充足

性及经济合理性几方面加以说明。

1)可持续问题。

第一,投入的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的投入

要素主要有资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我国的

经济发展长期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而多数自然资源

是不可再生的, 我国已经面临严重的资源制约。我

国人力资源丰富,但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国际

竞争优势也是不可持续的; �人口红利 将消失,老龄

化正在到来,我国面临的挑战日益显现。

第二,产出不断扩大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后

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我国处于短缺经济状况, 巨大

的本国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随着产能的扩

大,国内市场逐渐饱和, 于是出口不断扩大,进而使

外贸依存度达到很高的水平。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

危机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第三,环境的可持续性。我国长期粗放式的经

济增长方式已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世界工
厂 将世界能源和环境压力转向中国。环境承载能
力已不能持续承担不断增加的环境负担。

第四,从根本上说,经济的持续发展依赖于本国

的能力。长期依靠技术引进容易形成我国经济的技

术依赖性,这是对我国创新能力的腐蚀。一个缺乏

创新能力的经济是不可能持续的。

因此,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战略转型,为此必

须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 自主创新则是产业和技术

升级的必由之路。

2)技术外源能否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

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主要依靠技术引进满足

经济发展的技术需要。在我国产业技术十分落后的

情况下,技术引进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发挥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 30 年的技术引进基本上是成功的。

然而,随着我国技术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情况发生了

显著变化:

第一, 我国早期引进的是发达国家成熟的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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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时的技术, 与发达国家不存在竞争问题, 因此可

以顺利实现技术引进。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

很多产业的企业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对

手,需要引进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先进技术。我们

已经发现很多国外企业已不愿再出让技术。

第二,即使能够引进技术,如果缺乏技术创新能

力,也难以进行持续的改进创新,仍然无法形成竞争

力。

第三,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已有产业可能发生

技术变革,很多新兴产业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与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同一起跑线, 需要实现

同步创新,不可能依靠技术引进来发展新兴产业和

实现已有产业的突破性创新。

3)经济合理性问题。

即使能够顺利引进技术, 也还需要考虑技术经

济合理。宏基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
[ 1]
提出了著名的

�微笑曲线 ,意指在价值链中附加值更多地体现在
前端的设计环节和后端的销售、服务环节,处于中间

的制造环节的附加值最低。技术引进意味着放弃前

段价值链,结果是技术供给者控制着附加值高的环

节,我国企业只能在低附加值环境中苦苦经营,有些

企业因此陷入困境。例如, 国外 DVD 核心技术拥

有者向我国 DVD 制造企业索取高价的专利费用,

致使中国众多企业退出该市场。

4)发展机会问题。

技术创新理论和大量实践证明, 技术轨道变迁

和新技术革命是后发国家追赶的难得的机会窗口,

一旦错过这样的机会可能会导致长期疲于追赶。靠

技术引进是不可能抓住这种机会的,只有主动地、前

瞻性地开展创新,才可能获得追赶先机。

1� 2 � 国家安全
1)经济安全。

国家的经济安全,是指一国经济系统运行和持

续发展状态及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在创

新能力薄弱的情况下, 我国只能依托低端产业和附

加值低的制造环节,这导致大量的基础原材料和能

源依赖进口,而其价格的急剧上涨,给我国相关产业

带来了巨大压力;从长远看,这威胁了这些产业的安

全。例如,铁矿石连年的大幅涨价已显露出其威胁

性。依靠技术引进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已使我国

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对我国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体

现核心技术的关键设备、元器件时常受到� 禁运 、
�禁售 限制,制约了产业高端的发展。经济安全最

集中的表现是国际竞争力。在跨国公司垄断核心技

术的情况下,我国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2)国防安全。

一旦涉及国防,引进技术问题就变得十分敏感,

关键技术、重要技术一般都被禁止向中国转让。因

此,靠技术引进提高国防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建国

初期,我国加强国防建设的战略规划就包涵着极为

丰富的自主创新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

防科技事业,以尖端技术为重点实行�跨越式 的国

防科技发展路线, 以长远规划引领国防科技发展的

战略举措等,对我国国防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现阶段,我国国防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 在涉及国防安全的关键领域, 如果

我国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创新能

力,就很难在全球竞争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威胁

维护国防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3)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象征,是经济安全、国防

安全的集中体现。只有提高创新能力, 才能提高我

国的综合国力,为维护政治安全提供坚实的物质保

障。技术依赖难免走向经济依赖, 一个技术依赖和

经济依赖的国家, 政治安全就难以保证。

1� 3 � 民族精神
古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经#语)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铸就了自强自立的精神,拥有悠

久的创新历史,中国长时间处于世界最发达国家之

列,以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的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发

明创造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近几百年我们落伍了。急起直追, 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目标。改革开放是新时

期找到的可能的追赶之路,技术引进发挥了不可否

认的作用。但是, 技术依赖与自强自主的民族精神

是存在矛盾的。近年来, 不仅要做�制造大国 而且
要做�制造强国 、不仅要�中国制造 而且要�中国创
造 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不仅反映了国人不甘居于
价值链低端、为人�打工 的地位,而且也反映了自强
自主的民族心态。

综上所述,自主创新概念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进入新阶段后诞生的, 是对历史发展的反思和对

未来发展思考的产物。在 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十一五 规划中,自
主创新被正式列入国家战略。由此可见, �自主创
新 一词所传达的不仅是加强技术创新的决策, 而且
还是新的战略思想,也渗透了自强自立的信念。

2 � 已有的自主创新定义辨析

2� 1 � 国内学者关于自主创新的定义
国内有不少学者对�自主创新 给出了定义, 概

括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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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部分学者关于自主创新的定义

学者 自主创新的定义

杨德林、

陈宝春[ 2]

企业自主创新是指依靠自身力量独自研究开发、进行技术创新的活动。自主创新的显著特点包括核心技术上的自主突破、关

键技术的领先开发、新市场的率先开拓。

柳卸林[ 3] 自主创新是企业创造了自己知识产权的创新,主要有基于模仿、基于技术引进和基于技术轨道几种形式的自主创新。

傅家骥[ 4]
自主创新是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或联合攻关探索技术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创新的后续环节,完成技术的商品化,获得

商业利润,以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创新活动。

施培公[ 5]

自主创新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当用于表征企业创新活动时,自主创新是指企业通过自身努力, 攻破技术难关, 形成有价值

的研究开发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依靠自身的能力推动创新的后续环节,完成技术成果的商品化, 获取商业利润的创新活动。

当用于表征国家创新特征时,是指一国不依赖他国技术,而依靠本国自身力量独立研究开发,进行创新的活动。

万君康[ 6]
通过本国自身的学习与 R&D活动,探索技术前沿,突破技术难关,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形成自主开发的能

力。

陈劲[ 7] 自主创新是在引进、消化以改进国外技术的过程中,继技术吸收、技术改进之后的一个特定的技术发展阶段。

彭纪生[ 8] 自主创新是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完成技术创新全过程,关键技术上的突破由本企业实现。

邬贺铨[ 9] 自主创新实际上是国家的自主, ∃∃国际自立于世界之林能力上的自主。

尚勇[ 10]
自主创新需要重点提高三方面的能力 ! ! ! 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这也是目前应用最广的

定义。

王瑞杰[ 11]
企业通过自身的研究与开发,攻破技术难关,形成技术上的突破,进而实现产业化。它能形成相对的竞争优势和广泛的产业

关联等。其基本标志之一是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周寄中[ 12]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提高科技原始性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进而提高国家竞

争力的一种创新活动。

路风[ 13] 创新只能自主,这对技术先进者来说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但对技术落后者来说,必须强调自主是因为赶超需要勇气。

刘凤朝[ 14]

自主创新是创新主体依靠自身(或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科技突破,进而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保障国家安全的活

动。自主创新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对应于不同的实现主体,自主创新有不同的内涵,比如有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之分。

温瑞珺[ 15]

自主创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渐进的自主创新,就是通过原有技术的融合或引入来建立新的技术平台;第二类是根本的自主

创新,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发明全新的技术,由此开发出全新的或新一代的产品。两者的共同点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

特的核心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

余江、方新[ 16] 自主创新� 能独立进行产品技术、工艺技术(的能力)的研发乃至开发出面向市场的有竞争力的全新产品 。

金吾伦[ 17]
自主创新是指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创新工作,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源由企业投入,企业对创新独立进行管理,具有

技术突破的内生性、技术与市场开发的率先性、知识和能力的支持内在性三个特点。

杨起全[ 18]

自主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它所阐述的绝不是简单的技术来源问题, 也不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是具有明显时代特征

的发展战略层面的一个重要核心理念。自主创新就是自己主导的创新。自主创新的实质是掌握发展的主导权、主动权,增强

未来发展的选择空间。

王志新[ 19]

科技自主创新应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基础研究! ! ! 指以探索和揭示自然界规律为目的的研究工作;其次是应用基础研

究 !! ! 指在基础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工业、农业和国防等行业发展的需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 第三是应用研

究 !! ! 指在前两类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生产和实际的需求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这类研究完全以市场和产品为导向,与国民经济

的发展密切相关。

王玉、文丰[ 20]

自主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利用各种资源,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对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及其发展的主导权(包括拥有知

识产权)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技术轨道,发展出拥有自主概念的产品,从而为企业在竞争中带来战略性优势,为其良性

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李具恒[ 21]

广义而言,自主创新是创新主体受其意志支配,依托创新能力,将新的事物成功实现于市场,创造出新的社会经济价值的创新

过程。狭义而言,自主创新是创新主体受其意志支配,依托创新能力,将其具有技术先进性或可获得全部或部分自主知识产

权的技术成果成功实现于市场,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的创新过程。

� � 资料来源:笔者总结。

2� 2 � 对现有定义的分析
从上述各位学者对自主创新的定义处于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的状态可以看出,目前学者们对自主创

新的理解相当离散。对纷繁的定义进行分析, 可将

上述各种不同的定义归纳为三类:基于技术来源角

度的定义;基于主导权的定义; 基于发展阶段的定

义。较为集中的是前两类。

1)基于技术来源角度的定义。

从技术来源角度, 又有关于创新主体对�自主 

程度不同而做出的不同定义,大体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 研究开发及全部创新活动完全由创新

主体完成,这种定义基本上可简化为�自主创新= 自
己创新 。可以说,这是�自主 程度最高的创新。

第二种:强调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甚至掌握核心

技术、创造自己的�技术轨道 。这是�自主 程度次
高的创新,但强调了技术自主的关键 ! ! ! 知识产权。

第三种:给出了自主创新的三种模式 ! ! ! 原始

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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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的角度看, 既包括自己原创性研发,也包括从外

部获取后自己集成,还包括了直接引进后消化吸收

再创新。可见, 这种定义所囊括的范围更广、更全

面。

2)基于主导权角度的定义。

这类定义着重强调创新活动的主导权及自立自

强的意志和勇气。

3)基于发展阶段角度的定义。

这类定义实际上认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即在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技术基础薄弱、

与国外差距大, 因此要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 到了现

阶段,则该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了。

3 � 对自主创新定义的再思考

3� 1 � 自主创新定义的功能
给某一概念下定义主要是为了界定该概念的内

含和外延,并为行动提供指南。

创新、技术创新是外来语,其存在已有近百年的

历史,其含义早已为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所熟知。

而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并无�自主创新 的说法。那
么,中国为什么要独创一个�自主创新 的概念呢?

从纯学术的意义上来讲, 创新自然是自主的, 因

为创新是创新主体的一种行为。在这个意义上, �自
主 只是附加的一个定语, 并无实质性含义。但是,
从本文第一节关于自主创新提出背景的分析中可以

看到,中国提出自主创新有其深刻的含义,其意义首

先不在于重新定义创新, 而在于传达一种理念、意志

和意图。因此, 自主创新的定义的第一个功能是传

达战略意图。它表明,中国要摆脱技术依赖, 要自强

自立,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这一点从自

主创新国家战略的确定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如果问题到此为止, 那么自主创新的定义就不

需要讨论了,因为从语意上讲�自主 仅仅是为了加
强语气,使其达到传达新信息的目的,在具体内容上

并没有赋予新的含义。但是, �自主创新 概念已经

在中国被广泛使用, 成为和�创新 并列的概念,如果
不给出确切定义, 可能会产生概念混乱; 同时, 在中

国现实情况下, 还要探究其是否存在具体意义; 另

外,在实施过程中, 还存在与实际行动�对号 的问
题。例如,有企业会问, 究竟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

才算自主创新。因此, 我们必须讨论自主创新定义

的第二个功能 ! ! ! 内容界定功能。
在讨论自主创新定义的第二个功能之前, 首先

要明确的是,自主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类型(即技

术创新是大概念,自主创新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

还是取代技术创新的一个新概念。我们不妨将�自

主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分支 的界定称为�狭义自
主创新 。这在学术上是能自圆其说的,但问题是,
学术定义本身不是目的, 定义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导

行为。显然,在自主创新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我

国实际上已用�自主创新 概念代替�技术创新 概念
的情况下, �狭义自主创新 就不适用了。因此, 我们

的任务实质上是界定一个适用于中国的�自主创新 
概念,用它来取代普遍定义的�技术创新 概念。我
们不妨将其称为�广义自主创新 。

其次,如何界定�广义 的自主创新呢? 有几种
可能的思路:一是从内含上界定,如前述有学者强调

创新的内生性;二是从�自主 成分界定,即有多少自
己的研究开发及商业化的成分才能界定为自主创

新。

目前被广泛采用的自主创新定义实际上是从外

延上界定的, 即自主创新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

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种外延的界定主要是

基于技术创新的技术来源的分类而做出的,其优点

是通俗易懂,易于为社会各界所理解。其不足是,未

对�自主 作出解释;同时,用三种模式来定义也存在
�遗漏 的风险, 随着形势的发展, 可能出现新的模

式,至时还要修改定义。因此,仍然有必要对自主创

新的定义加以讨论。

3� 2 � 自主创新定义讨论
以下试图给出自主创新的可能的定义。在给出

自主创新定义之前, 首先我们要回到问题的原

点 ! ! ! 为什么要加上�自主 二字。显然, �自主 是
相对�不自主 而言的。那么, �不自主 又指的是什

么? 从现实状况看, �不自主 主要表现为技术依赖
和缺乏创新行动的话语权与决策权。具体来说, 主

要表现有:一是依靠技术引进,如有学者反复批评的

�引进 ! 落后 ! 再引进 的循环就是典型的表现; 二
是依赖合资的外方,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合资中方实

际上失去了技术的话语权, 更谈不上创新的决策权。

其次,要考虑定义的复杂度,即是做出一个简短

定义( �短 定义)还是一个既包括内涵又包括外延的
较冗长的定义( �长 定义)。从易于被理解和记忆的
角度考虑,简短为好;从严密性和可操作性的角度考

虑,则不可避免地要做出相对冗长的定义。二者各

有利弊。

在综合借鉴已有定义及笔者对自主创新实践观

察和思考的基础上,本文给出如下自主创新的定义:

自主创新是在创新主体主导下的创新。

这一定义只是对创新前面的�自主 进行具体
化,将�自主 解释为�自己主导�。这里的�主体 可
以是企业,也可以是国家、行业或区域。�主导 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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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话语权和决策权。对� 创新 概念未作新的界
定,意味着引用已有的成熟定义(包括技术研发、产

业化和商业化)。这一定义是对创新主体在创新自

主权上的强调, 是对自主创新定义第一个功能的回

应。

至此,似乎已经完成了自主创新的定义。但是,

从操作性上看, 则还未给出可用于鉴别自主创新的

指引,即未能界定�自主程度 。为此,以下再给出延
伸定义。

延伸定义一: 自主创新是在创新主体主导之下

的、由该主体完成部分或全部创新活动的创新。

延伸定义二: 自主创新是在创新主体主导之下

的、由该主体完成部分或全部创新活动且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创新。

延伸定义三: 自主创新是在创新主体主导之下

的、由该主体完成部分或全部创新活动且掌握核心

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以上三个延伸定义所附加的限定, 反映的是创

新主体的创新深度(自主程度)。具体表现是:第一,

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即除决策外, 创

新主体还实施了多少创新活动。强调这一点是因为

有企业虽然自主进行创新决策,甚至拥有自有品牌,

但将全部创新活动委托给企业外(通常是国外)的机

构来完成。虽然这符合定义, 但对企业成长创新能

力、摆脱依赖的作用不大,因而与真正实现�自主 仍
然有距离。第二,借鉴不同学者对自主创新程度的

界定要素。在延伸定义二和定义三中分别附加了关

于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界定。

4 � 关于企业对自主创新理解的调查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与国家统计局合

作,于 2008 年 10 月由国家统计局正式发文在全国

42座城市以问卷形式抽样调查了 1680 家制造业企

业,获得有效问卷 1408份。

在问卷中, 特别列出一个题项:您认为以下哪些

属于自主创新(可多选) : %技术完全自己开发; & 核
心技术自己开发; ∋ 部分技术自己开发; (拆解分包
给企业外开发, 自己集成; )基本外部开发, 但拥有
自主品牌。

回答的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 2可以看出: 第

一,企业对自主创新的理解还不统一; 第二, 企业对

自主创新中核心技术由自己开发有很高的认同度,

对自主创新中技术应完全自己开发也有相当高的认

同度。

对自主创新模糊界定的现实是与自主创新将成

为企业经常性活动、需要明确界定的需求不相适应

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自主程度 上界定自主
创新有现实需要。
表 2 � 国内企业认为属于自主创新的活动(可多选)

题项 回答企业数 占企业总数的比例( % )

完全自己开发 899 65� 2

核心技术开发 1097 79� 6

部分开发 505 36� 6

分包集成 259 18� 8

外部开发 234 17� 0

� � 注:有效问卷中共有 1378家企业回答了该题项。

5 � 结语

�自主创新 这一中国独创的概念,不是�文字游
戏 ,有其深刻的含义。对自主创新概念要从两个层
面解析:第一个层面为理念层面, 表达自强、自主的

理念并传达新的战略意图;第二个层面为学术和操

作层面,表达具体的内容。

从本文对自主创新概念提出背景的回顾可以看

出: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十分鲜明,在实践中发挥了实

在的作用;第二个层面的含义目前尚处于未达成共

识、较为模糊的状态,仍有待探讨和认识的深化, 观

点分歧的焦点在�自主程度 上。
就自主程度的高低来下定义,就会有� 松 �紧 

程度的差异。本文尝试给出了自主创新的一个定义

(且称其为�一般定义 或�总定义 )和三个延伸定
义。总定义适用于一切形式的自主创新, 三个延伸

定义一个比一个�紧 。
本文认为,关于松紧程度的把握,现阶段在学术

上不必强求统一, 只是各人在论及自主创新时要明

确自己指的是什么。在实践中, 现阶段也不宜过

�紧 ,以免把大量包含创新的活动排斥在自主创新
之外,毕竟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还处于初级阶段,无

论是实证调查 [ 22]、理论分析[ 23 - 24]、还是案例研

究[ 2 5] ,都支持和适用比较宽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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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比较缓慢,在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方

面还存在许多不足等矛盾和问题,所有这些矛盾和

问题制约了七台河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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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u Guisheng1 , Zhang Hongshi2 , L iang Xi1

( 1. Research Center for Techn ological Inn ovat ion, Ts inghua U niver 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Ins titute of Policy and Man agemen t, Ch ines 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Indep endent innovat ion has al read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 ly us ed ph ras es in China. How ever, people alw ays have dif ferent

u nder standing s on this ph ras e, w hich makes academ ic res earch and management pract ice in conven ient . T herefore, it is n ecessary to form clear i�

dent ifi cat ion of independent innovat ion. First ly, thi s paper in terpret s th e concept of in dependent innovation f rom three per spectives of economic

d evelopment , nat ional s ecu rity and ethos. T hen, it set s up the f ramew ork of indep endent innovat ion b y the function of it s d ef init ion. Based on

th ese, it gives the def init ion of independent in novat ion as w el l as the extended definit ion divided by inn ovat iveness.

Key words: independ ent innovat ion; definit ion; in novat ion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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