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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系统阐述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论证制度与创新型国家形成之间的较强的相关性;通

过构建制度创新对国家创新绩效影响的模型，分析制度在创新型国家的作用，认为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国家

形成的深层次保障。我国应在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一种运行费用较低的制度模式，为社

会提供一个促使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有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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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innovational 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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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y systematically elaborating the historic progress of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ronger relativity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innovational nation, analyzes the effect of instituition on innovational nation by constructing

the models of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n nat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holds tha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s the

guarantee for the formation of innovational nation.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China
should choose an institutional mode which has low implementing cost in order to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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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是相辅相成，密切

相关的。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把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

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创新型国家不是一种单

纯的学说，而是一种关于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体制，需要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分工和协作，要

求在科学研究、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之

间进行交流和反馈，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

制，但这些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来规范和保障。目

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根据有关研究报告，

2004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

界GDP的92%)中居第24位，处于中等水平。科

技创新能力较弱，这与我国当前的制度有很大的相

关性，因此研究制度创新既是创新型国家发展的需

要，同时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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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一)制度内涵

    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

不同的定义。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

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

济行为[I]。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
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

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

行为，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

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

动〔2]。斯考特(1981)认为，当行为人处于一种重复

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

种规律性，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

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1992)提出，
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

识的载体。汪丁丁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制

度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由人类理性不断积累和

筛选的协调分工的知识〔41。布坎南(1989)认为，应
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

别开来，因为前者是不能选择、不能重新构造的，并
始终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可以通

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来推动其不断演化的[’」。
    (二)制度创新理论与创新型国家的内涵

    1.制度创新理论内涵及演进

    制度创新一般是指制度主体通过建立新的制

度以获得追加利润的活动，它包括以下三方面:反

映特定组织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

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

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熊彼特创新理论在着重阐

述技术创新的同时，也提出了“实现工业的新组织”

这一制度创新内容[6〕。继熊彼特之后，制度创新论
以两个流派为其代表:一是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

尔、海尔布伦纳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该派以现

行体制的反对派和批判者的身份，对现存制度进行

抨击，认为应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制度才能促进创

新，被学术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派，终因结构松散

而遭到弗里德曼等主流经济学家的攻击和嘲讽，不

为正统经济学者所推崇，在学术界影响不大〔,铸二
是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该派认

为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制度将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

率。市场失败是存在的，但解决的关键在于制度安

排。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有效率的制度安

排，不是单纯的技术革新和进步，技术革新和技术

进步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而不是源泉。制度在经济

运行过程中具有内生性与稀缺性，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于制度因素图。
    2.创新型国家的内涵及研究现状

    国际上把那些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

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

家称之为创新型国家。其具备四个基本特征:创新

投人高，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

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70%以上;自主创新能

力强，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
下;创新产出高。目前世界上公认的20个左右的创

新型国家(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所拥有的发明

专利数量占全世界总数的99%。这些国家的共同

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

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人占GDP的比例一般

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

此外，这些国家所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

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数量的绝大多数。

    创新型国家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由于提

出时间较短且实践刚起步，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和

把握也不尽相同。叶民强和吴承业(2001)对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与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制

度创新对技术创新有决定性作用;赵放(2002)认为

技术创新和制度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杨迎听(2002)

研究了技术创新中的制度激励，其着力点在于制度

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其他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技

术创新本身及其实现方式、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与经济竞争力、技术创

新的绩效评价等方面。江兵等(2005)运用ism法，

得出了政府制度创新是区域创新系统有效运转的

关键。扭凌云(2006)从创新型国家形成规律视角
进行研究，提出国家制度发挥了主导作用。曹艳

(2007)提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企业是技术创新

主体。企业自主创新活动进展如何，不仅取决于创

新主体的能力和水平，而且取决于创新活动中政府

制度供给是否到位。鉴于目前存在的一些体制障

碍，要进一步深化科研体制和科技行政管理体制的

改革。鲁安(2007)认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政府

应充当科技自主创新的推动器，从体制上、政策上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国外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的经验如下:

    (1)建立和完善激励创新的政策和法规体系。

根据政府和市场的定位，实施对科技创造性活动的

法律保护。在宪法制度、行政管理法律制度、产权

和市场管理法律制度、科技制度等方面实施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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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进自主创新的调整。在政策上完善产业技术

政策，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创新激励政策，包

括财税、金融和分配激励政策等。例如，芬兰政府

成立了由芬兰总理担任主席的芬兰科技政策委员

会;成立了为企业研究与开发提供咨询服务和经费

资助的芬兰技术发展中心;并在全国先后建立10个

促进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园。

    (2)通过制定长期规划、积极的投资计划与教

育政策等，推动企业增强创新能力。如日本成立负

责科技发展的政府组织机构，尤其在完善国家创新

体系、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组织产官学合作发挥了

主导性的作用。加拿大政府2002年发表了《加拿

大创新战略》，进一步明确了加拿大建设创新型经

济和社会的系列任务目标和政策措施:对企业投资

研发实行税收减免;通过专门的科技计划资助企业

的科技研发创新活动;通过国家风险投资支持企业

推动创新成果商业化。

    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同样对科技进步和制

度创新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要使创新成为发展

的灵魂，关键在制度;要使制度成为创新的动力，关

键在于政府的自我变革与发展。政府改革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核心主题，它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

次跃进而深化。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政府从利益

整合型的政府转向资源整合型的政府，从政府改革

开始，其切人点不是政府权力机构也不是政府职能

的变革，而是政府治理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

新，包括职能体系、治理体系、财税体系和人才体系

等方面的整体创新，必须通过带动政府与市场、社

会权力与职能关系的变化，带来政府自身运行方式

的变化，从而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

府以及资源整合型政府的有机统一。

    二、制度创新对国家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与定

t分析模型构建

    拉坦(1991)曾指出“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
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

一个对新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rr [9]0 可见制度
是推动创新的一个重要力量。

    (一)制度创新对创新型国家影响的绩效模型

    制度所提供的交换结构，加上所用技术决定了

交易费用与转化费用。制度怎样解决合作与生产

的问题，是由行动者的动机(效用函数)、环境的复

杂性及行动者辨识和制度环境来决定的。制度，既

有有效的也有无效的〔’“〕。有一些制度提高了交易
成本— 如限制进人的规则、进行无用的检查或使

产权更不稳定。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的，地区的制度

是由一个降低成本与提高成本的两方面组成的混

合物￡川。根据欧洲GREMI研究小组所提出的“创
新环境”及其相关理论，建立制度创新对创新型国

家创建影响的绩效的模型(如图1所示):

创新制度与创新型国家形成

一_创新活动活跃与创新企业成长

图1 制度创新对创新型国家创建影响绩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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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中的生产空间由空间技术、区域经济和社

会文化、教育培训、资源要素的特性所确定的;市场

空间由区域企业数量、密度结构、需求、供给和市场

发展的过程所确定的;支持空间由生产要素的组织

层次的关系、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市场环境、法律

环境和公共机构等构成的。在此构架中，生产空间

确定了技术的状况，市场空间提供给企业结构的生

存性空间，支持空间则改善功能空间的逻辑性能，

引导企业去研究它们的共同利益。而制度恰恰作

为空间之间联系的纽带，产生新的创新机制，促进

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使市场发育程度更加完

善，支持体系更加有效。在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

中，制度变量的引人实现了生产空间、市场空间和

支持空间之间的均衡发展，决定了创新成本和对创

新企业的金融和非金融支持等，对创新者和创新活

动有直接影响。如果创新者的时间和成本增加时，

创新者的创新可能会夭折，从而需要政府通过制度

创新为社会提供了一个促使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

的有利环境。

    (二)制度创新对创新型国家绩效影响的定量

分析模型

    在引人制度创新促使创新型国家形成的绩效

模型中，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制度会促使经济系

统向更高的稳态产出收敛。知识作为技术创新的

一种投人，其价值和潜在价值是“因人而异”的，而

与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传统的投入要素是不同

的。从国家的角度看，诸如美国、日本、德国这些

R&D高投人的国家同时也是创新最多的国家。从

产业角度看，创新最多的产业，也是R&D和新知识

投人最多的产业，如计算机、制药等。奥克斯和奥

特斯通过知识生产函数表示〔‘。〕:帅，、=(IRD,j) /3,/
(UR�)几x[UR, x(GC�)163〕x e,;。

    式中仙表示创新产品，IRD是私人公司的R&D

支出，UR是大学从事研究的支出，GC是大学研究

和公司研究之间的距离①。下标:表示区域，I表示

产业。其中系数口I ,几、玩均大于0。研究发现:在

美国4位数产业分类水平上，R&D投人和创新发明

的相关系数为0.84。不过在公司水平上，这个相关

系数只有0.40(基于美国的大公司为样本)。同时

创新发明活动倾向于集聚，而且那些新知识投入到

越是重要的行业，创新活动的集聚倾向就越发明

显，这也揭示了为什么创新活动集聚往往发生在有

相对制度优势的国家。为了进一步分析制度因素

对创新型国家绩效的影响，用构建带有制度虚拟变

量的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

    1.制度对创新型国家绩效影响的定量分析模型

的构建

  币Tecp,=风+,G, ycord,+,62(PTran,+F'3 D+u,

式中 OTecp‘代表技术市场成交额，ycord:代表科技

经费筹集额以及R&D支出，SpTran:代表专利申请

授权数，方程加人定性变量“制度”，是虚拟变量，用

D表示，D定义如下:D
1，(1950一1978)

0，(1979一2006)

r
l

r
、1

 
 
 
 

--

    其中，1表示制度没有变化，0表示制度有重大

变化(改革开放)。

    2.制度差异对创新型国家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51-

2006)，利用Eviews5. 0软件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分

析。用OLS估计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0 Tecp，二一0.3107+0. 6988ywrd+

            1. 5991 cpTran+0. 7442D

        t=(一2.03)  (1.89) (一1.78) (12.46)

      R2=0. 93  F=43. 78  D.俄 =2.24

    方程中括号内的数据为相应系数的t检验值，

可以看出方程中系数的t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

于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7442，显著的不为0,

说明制度对科技创新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模型

不引人制度虚拟变量时，估计回归方程为:

  劝Tecp‘二一0.4237+0. 7231 ycord十1. 654 4coTran

      t=(一3.11)   (1.94) (一1.98)

      R2=0. 68  F=49. 34  D.爪 二2.49

    比较上述两个回归方程，前者确定的可决系数

为0.93，而后者仅为0.68，这说明回归方程引入制

度这一虚拟变量是十分必要的，即制度变量在创新

型国家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进一步验证了

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研发投资的80%，技术创新

的71%.均由500强企业所创造和拥有，62%的技术

转让在500强企业内进行。2000年美国研发投资

2 653亿美元，其中企业占66%，政府占29%;同年日

    ① 从公司和大学合作研发中受益是人们的共识，而且

人们认为公司靠近大学收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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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发投资中企业占72%，政府仅占19%，形成了

“企业为主，政府为辅”的科技发展格局。而我国情

况与之相反，我国科技投人强度弱，不能满足创新型

国家建设的需要，企业远未成为科技投人的主体。同

时，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

少等方面，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60%，而美国、日本仅

为5%左右。我国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

赖进口。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总量是中国企

业的6.4倍，而我国每百万人获得的专利数是1项，

远远低于日本的994项，韩国的779项和美国的286

项，解决上述问题只能通过制度创新。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一是制度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形成的深层次保

障，即通过选择一种运行费用较低的制度模式，为

社会提供一个促使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有利环

境，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与角色的明确定位本

身就是“创新制度”首先要创新的内容。这也揭示

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国原创的东西很少，仍然缺乏

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支撑的体制环境、法制(治)环

境包括文化生态。在我国现阶段政府主导的现实

背景一下，创新制度的改革和推进，必须首先将行政

部门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中的职能重新定位并

尽快转变。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搭建鼓励创新的

机制和平台，在基础研究领域，通过建构良好的科

研院所体制来保障科研人员的学术自由;在技术开

发领域保护知识产权。行政创新、政府创新和政策

创新应该也必须成为我国创新体系的主导力量，因

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制度”

的创新基础和原动力。

    二是企业是创新型国家形成的主体，即创新型

国家相对于企业而言，它主要是指企业在新经济环

境下作为整体应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周边环境和

在国内外的地位，合理确定整体创新战略，以保证

旺盛的活力和竞争力。

    三是在促进创新型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一方面

要加强创新机制(包括激励、竞争、评价和监督机

制)的建设，保证创新体系有效运转;另一方面，要

强化创新环境，包括创新政策、法律法规、文化等软

环境，信息网络、科研设施等硬环境。参与国际竞

争与合作的外部环境的形成，为促进创新型国家的

形成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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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策建议

    1.进一步创新科研体制

    科研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科研机构简单地进

人企业或转化为企业，而是应该根据行业技术经济

特征和产业组织特点，分类重组科研机构。这是因

为，自熊彼特(1912)首次提出创新理论以来，技术

创新的模式先后经历了线性模式、同步藕合的模

式、相互作用模式的发展历程并朝着系统观的模式

发展。当代创新的特点使单一企业所拥有的资源

已无法满足创新的要求，创新的跨领域特征使得技

术合作、技术联盟以及虚拟组织的相继出现，协作

型、网络型的创新已成为创新的主流模式。创新的

复杂性是单个企业无法胜任的。一项创新的完成

需要不同的组成要素— 主体、能力、过程— 重

新组合，这就需要通过科研机构的重组，发展一些

能够提供共性技术和共享技术的研究机构。

    2.创新科技行政管理体制

    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仍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

痕迹，重政府支持，轻市场配置;重微观管理，轻战

略规划;重项目投人，轻能力建设等。深化科技管

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重大

科技政策制订、科技计划实施和重要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的统筹协调，健全科技资源社会共享机制，提

高政府动员和整合科技资源的能力。要切实转变

管理方式，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行政— 控

制型管理”为“规则— 服务型管理”，为市场机制

发挥作用提供更大的空间。改革科技计划管理体

制，实行计划、项目、资金三分离管理模式以及科技

项目和科研课题的招投标制度，择优支持重大招标

课题，加强科技计划的衔接、配套和集成，充分发挥

科技计划整体效应。

    3.建立推动技术创新的投资制度

    国家财政科技投人的方式依旧沿袭了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财政拨款方式，“撒胡椒面”的平均主义

现象普遍存在，加之各地方各部门技术创新活动被

条块分割，使国家财政科技投人的整体效应大大削

弱，在不该投人的领域投人，在本该企业投人的时

候政府代厄，从而造成了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的错

位，对国家技术创新活动起不到应有的宏观引导和

调控作用。因此，要改进推动技术创新的财政科技

投入政策。国家财政科技投入包括直接投人和间

接投人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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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强化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

生存压力，技术创新水平的高低成为影响和决定企

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技术创新的顺利

进行要求建立有效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会

使创新者无法从自己的成果中获得满意的收益，这

样就造成一种可怕的“逆淘汰”。为此必须建立起

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全面普及与知识产权有

关的各种法律;制定统一、科学的知识产权法，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克服现有的法律体系零散、

不统一的弊端;要改进和改善知识产权的保护方

式，可适当降低专利申请费用和专利年费的标准，

降低被保护者的成本

    S.建立政府和各创新主体的沟通和协调机制

    国家创新体系并不等同于产学研的简单合作。

创新绩效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各

自的表现，而且取决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

建立政府和各创新主体的沟通和协调机制。政府

机构要更多地了解影响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因素

以及自身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建立公共论坛

在政府机构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

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讨论影响国家创新体系

发展的共性问题。在考虑不同领域之间的平衡时

应顾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复杂性，增加政府在确定优

先投人领域过程中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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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蒲勇健教授来我校讲学

    2007年12月6日晚，由重庆工商大学商务策划学院承办的“城乡统筹:背景、思想
与战略”讲座在我校隆重举行。蒲勇健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高校人文社

科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者、中国百名科技创新优秀青年奖获得者、世纪青年学术骨干、
重庆市政府科技顾问团顾问、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香港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等多

家知名大学客座教授。重庆大学出版社陈晓阳副总编出席了此次讲座。

    蒲勇健教授首先介绍了城乡统筹的大背景，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的“赶超战

略”及其负面后果，指出了城乡“二元化”的现状，并对国内外城乡统筹实践进行了简要

介绍。蒲教授着重介绍了重庆市城乡统筹的思想与战略。蒲教授认为重庆市城乡统筹

应该首先实现“集中的居住”，而这就需要加快城市化;城市化可以通过城市的聚集效应

为更多的人口提供高效率的工作机会，提高人们的收入。蒲教授还从农村金融体系的
完善、农村人才的培训、农村产业的调整以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对加快城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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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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