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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的几个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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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欠发达地区的总体特点是二元经济在同一区域并存 ,其区域创新存在需求水平低、生产要素质

量差、产业落后、硬环境条件差、组织机体不活、制度陈旧、文化保守等七个方面的功能性障碍。因此 ,欠发

达地区的区域创新与发达地区不同的特殊性是 :初级、中级要素主导阶段的创新对它具有普遍意义 ;城市是

区域创新的主导 ,农村是区域创新的主战场 ;制度、体制、文化创新重于需求、要素、产业、硬环境等因素创

新 ;优先实现特色产业的创新和现代化比建立全面现代化产业体系更重要 ;实施以学习型、模仿型二次创新

为主体的创新方略 ;选择城乡互动的合作创新模式 ;基层政府、技术推广机构、基础教育培训机构、家庭对区

域创新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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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ma in character istics on regional innovation
in less2developed regions

HUANG Zhi - liang

( Yang tze Up river Econom ic Resea rch Cen ter, CTBU , Chongq ing 400067, C hina )

Abstract :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ss - developed regions are dualistic econom ic structure existed in the same region, and so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face seven obstacles in function of low level of customer’s demands, low level of p roductive factors quality,

backward industries, shortage of required infrastructures, rigid organizations, old - fashioned system s and closed culture.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in less - developed regions are those that, the main stage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re the innovation

led by m iddle and p rimary classes of p roductive factors; the urban regions are the main body of innovation while rural regions are the

main body of app lication; innovations of system, mechanism and cultur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ose of demands, factors, industries

and environment; the innovation of idiomatical industries and modernization are more essential than those of total innovations; the main

strategy of innovation is to p romote im itation - type innovation, learning - type innovation, secondary innovation; the mode of

innovation is the interact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the low level governments, technology app lication p romotion bodies, bodies of

basic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households all p lay major role in reg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 less - developed regions; regional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欠发达地区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指

发展中国家内部尚未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进

区域。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创新既要体现区域创新

的共性 ,同时又有由它的具体特点所决定的特殊性。

一、欠发达地区的基本特点

欠发达地区的总体特点是二元经济在同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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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并存 ,主要表现在 :

1. 欠发达地区总体上处于较低发展水平。欠发

达地区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

化之中。与发达地区相比 ,该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和

产业结构水平、居民生活水平等均处于较低阶段 ,

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群在居民中的比例占了大多

数。该地区人均 GDP低于 6 000美元 ,农业增加值

仍占 GDP的 15%以上。

2. 少量的先进技术和占优势的传统技术并存。

在欠发达地区 ,存在着城市中少量引进的或原创的

先进技术 ,以及相应的较高素质劳动者。但在多数

农村地区 ,传统的、后进的技术则依然占统治地位 ,

且该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低于 15年。

3. 发展中的现代产业和大量传统的、近代的产

业部门并存。工业化启动后 ,在欠发达区域的交通

要道或资源富集地的中心城市 ,出现了一定的现代

工商业 ,相应的金融业、科教产业也逐步建立 ,但对

大多数小城镇和农村地区 ,传统的、近代的产业仍

然占统治地位。

4. 城乡差距呈扩大的趋势。在工业化的初、中

期 ,城市的繁荣主要是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的。在

欠发达地区 ,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和全

部劳动力的比重超过 50% ,城乡在经济、社会和文

化发展水平上均有较大的差距。

5. 地方政府及市场主体的实力均较弱。在欠发

达地区 ,企业和各种经济主体 ,非政府组织普遍存

在资金少、技术含量低、人员素质低、规模小等问

题 ,居民及家庭的知识拥有、购买力等均是较低的。

不仅如此 ,地方政府也因可支配的财力有限和工作

人员素质不高而发挥的作用不大 ,中央政府对改变

欠发达地区落后状况心有余而力不足 ,地方政府更

缺人力、物力、财力以推动后进地区的区域创新。

6. 存在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利用外部资源的可

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欠发达地区发展创新的

外部环境利弊皆有 :一方面 ,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

区的资源、市场等的掠夺对欠发达地区形成巨大压

力 ;另一方面 ,欠发达地区也有利用外部资源加快

本地发展创新的可能和机遇。

二、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的主要障碍

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的基本障碍是区域创新

存在严重的功能障碍。主要表现在 :

1. 欠发达地区大多数居民的生产、生活处于停

滞状态 ,需求的总体水平低。在欠发达地区的中心

城市 ,已有较稳定水平的社会需求 ,但这种社会需

求多是与当地的整体经济脱离的 ,它不利于拉动整

个地区的增长和创新。区域内大多数居民们在沿

用传统知识、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 ,过着自给自足

的生活 ,处于“静态均衡 ”状态。

2. 不仅高级生产要素短缺 ,而且初、中级生产要

素亦存在结构性短缺。突出的表现是 :欠发达地区

一般存在丰富的、独特的农业资源、矿产资源、水能

电能资源、旅游资源 ,但其最短缺的是将这些天然

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资金、适宜的初中级技术和

掌握相应知识技能的劳动力 ,影响创新的要素缺乏

内在联系。

3. 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近代产业仍

然占有优势地位 ,现代产业体系尚未建立。对于大

多数农村地区 ,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近代工业依然

占统治地位 ,不仅缺乏配套的现代产业体系 ,甚至

多数地方连现代的主导产业也未建立。在少数中

心城市 ,虽然已有电气化的工业、现代服务业 ,但是

这些产业之间往往缺乏内在的经济联系 ,尤其是与

农村产业的联系较弱。而有的老工业基地则因资

源供给枯竭 ,需求升级或转移而出现原主导产业老

化 ,与之配套的产业体系亦随之衰落 ,出现产业外

流、资金外流、人才外流等状况。

4. 不仅缺乏高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而且初、

中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亦严重短缺。在欠发

达地区 ,城市中已有一定的网络设施、高速路及现

代机场等等 ,但存在着高级的文体设施短缺和生态

环境较差的问题。在农村 ,不仅公路、水利设施等

严重不足 ,就连基本的中小学教育用房、一般商业

设施、图书文化设施等同样严重短缺。

5. 创新主体总体上缺位。既缺乏开拓型的、强

有力的地方政府 ,亦缺乏学习型、开放型的企业、家

庭、科教机构和中介组织。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企

业、家庭、社会组织多数均是传统型的 ,内部组织结

构及机能基本上是旧式复制 ,表现为外在行为的保

守 ,充满暮气、萎靡不振 ,缺乏闯劲和冒险精神 ,有

的地方政府甚至腐败。尽管在欠发达地区的中心

城市已有了一定的开拓型政府、开明的企业家和学

习型家庭等等 ,但它们尚未成为区域内组织的大

多数。

6. 新的制度、体制已在少数现代城市及现代产

业部门出现 ,但旧的制度、体制仍在多数欠发达地

区处于统治地位。在欠发达地区的广大小城镇和

农村 ,家族式的企业制度、家长式的基层地方政府

体制、家长式统治的个体农户、不守法规的工商户

4

黄志亮 :论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的几个主要特点



几乎比比皆是。城市里的现代产业部门已有了现

代企业制度、商贸金融制度的因素 ,地方政府的调

控体制也在建立发展之中 ,但是基础设施、公共设

施的投入保障体制 ,人性化的失业、医保、养老保险

制度等仍千疮百孔。

7. 传统观念、旧文化依然主宰着多数人的精神

世界 ,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每天均碰到层层阻

力。欠发达地区多数居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 ,多数

成年人处于对外部世界和新知识的无知或少知状

态。他们习惯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思想观念 ,对较

差的自然条件、旧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公平的社

会现实习以为常 ,甚至无可奈何 ,听天由命。虽然

在城市和条件较好的乡镇 ,已有了技术知识的传

播、民主法制思想的传入 ,但这些新的理念知识常

常碰到人们在习惯行为上或心理上的抵触。

总之 ,在欠发达地区 ,区域创新存在七个方面

的功能性障碍 ,即使是少数城市 ,也存在难以逾越

的功能障碍。因此 ,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创新不能不

是困难重重。

三、后发地区区域创新论 ———欠发达地区实现

区域创新的主要特点

根据欠发达地区的特点 ,以及欠发达地区区域

创新的主要障碍 ,欠发达地区在实施区域创新的战

略上 ,将呈现出与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不同的一些特

殊性。主要是 :

1. 欠发达地区总体上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因

此 ,初级、中级要素主导阶段的创新对它具有普遍

意义。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取得

重大突破的 21世纪 ,发达国家及区域的创新 ,更多

的是在高级创新意义上展开的。但对于欠发达地

区 ,由于经济发展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或中期 ,在

这样的时期 ,人民追求的生活目标是温饱加小康。

因此 ,这些地区的区域创新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区

域全局的初级创新或中级创新 ,永远告别传统社会

和落后区域。

2. 主要城市的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但占人口大

多数的农村创新更有全局意义 ,城乡两类地区可以

实施不同的差异化创新战略。战后 ,多数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和平发展 ,城市已

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城市创新进步依然有示范作

用。但对于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村地区来说 ,加速发

展和创新 ,早日告别愚昧、落后和贫困 ,对欠发达地

区更有根本意义。而且 ,在有欠发达地区内中心城

市的支持、国家的扶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可

供利用的条件下 ,欠发达地区有可能实现城市创新

和农村创新的双突破。在工业化中期 ,城市是区域

创新的主导 ,农村则是区域创新的主战场。但是 ,

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必须实行符合区域实际的、侧

重点和发展阶段不同的差异化创新战略。比之于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可能缩短创新

突破的时间。

3. 相对于已有较完备的制度、体制的国家和地

区 ,欠发达地区的制度、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重于

需求、要素、产业、硬环境等因素创新。对于发达国

家和地区 ,基础设施已较配套 ,市场经济体制、法律

制度已较完善。因此 ,它更强调技术创新、环境创

新。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 ,最根本的问

题是观念陈旧 ,制度体制僵化。制度体制问题、思

想观念问题不解决 ,在需求、产业、硬环境、要素、组

织等方面的创新根本无从谈起。所以 ,对欠发达地

区 ,观念转变、思想解放、制度革新、体制改革是区

域全面创新的先导和前提。

4. 产业创新是区域全面创新贯穿始终的中心内

容 ,但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 ,欠发达地区优先实现

特色产业的创新和现代化比建立全面现代化产业

体系更重要。欠发达地区的创新多数处于区域创

新的初级、中级阶段 ,资金、人才等资源均是有限

的。因此 ,在一般的基础设施初建的条件下 ,欠发

达区域要取得产业上的创新突破 ,最佳的选择是选

择那些有当地自然历史、文化基础 ,又有区内外市

场拓展的广阔空间的特色产业 ,如特色农产品、特

色手工艺产品、特色旅游文化产品等等。一旦选

定 ,就要集中优势的人力和资金 ,使之尽快实现技

术、装备的现代化。当然 ,对于人口超百万、幅员较

大的区域 ,应同时 ,或在特色产业强大之后 ,选择在

基础产业、机械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其中的一个

或几个领域取得创新突破 ,创造新的优势和行业特

色。总之 ,在初、中级创新阶段 ,较小区域的单一特

色产业和较大区域的特色及多元产业集群均是十

分重要的。

5. 从欠发达地区具体情况出发 ,实施以原创型

自主创新为先导 ,以学习型模仿型二次创新为主体

的创新方略。对于刚刚起步工业化的欠发达地区 ,

最好的战略是全方位实施学习模仿型二次创新战

略。但对于已经过五、六十年发展 ,已具备相当基

础的欠发达区域 ,最好的战略是在个别重大战略产

业领域中 ,以原创型自主创新为先导。这就是说 ,

区域创新是国家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个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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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区域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中 ,也只是承担国

家自主创新框架内的局部功能或局部责任 ,对国家

自主创新提供局部支撑 (颜延标. 国家自主创新战

略对区域意味着什么 N. 光明日报 , 2006 - 11 - 27)。

同时 ,对于区域发展有特别意义的特色产业及相关

技术领域 ,也要确立以原创型自主创新为先导的战

略 ,这样的特色产业在国家层面和世界层面才越来

越具有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 ,对于欠发达地区的

大多数产业领域和大多数创新子系统来说 ,以学习

型模仿创新为主体 ,这种选择更具有全局意义。这

亦意味着 ,就需求、产业、要素、环境、组织、制度、文

化等子系统的多数领域 ,没有必要每一领域都去自

主创新 ,而要借助与历史传承的 ,尤其是引进的元

素进行学习型模仿创新 ,通过向先进发达地区学

习 ,引进、消化 ,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改进 ,实现二

次创新 ,这就会在区域全局上产生“后发效应 ”。

6. 在区域创新中级阶段 ,欠发达地区实施城乡

互动的合作创新战略是区域创新的主要模式 ,亦是

一个迅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大战略。在区域创

新中级阶段 ,欠发达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城

乡差距扩大是主要矛盾。而在经济全球化 ,区域化

的条件下 ,欠发达地区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险每天

均存在。因此 ,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的模式不仅是

城市中个别产业和领域的自主创新 ,也不仅仅是广

大城镇和农村中多数产业和领域的模仿创新 ,更为

重要的还是城乡互动的合作创新。这种互动的合

作创新战略模式的实施将有利于调动城乡双方诸

多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在较短时间内推动城市成熟

的知识、技术、信息、文化、文明向农村的流动 ,推动

农村一方面向城市转移劳动力 ,另一方面主动吸纳

城市的创新资源和产业要素来加快农村发展。

7. 在欠发达地区的初、中级创新阶段 ,基层政

府、技术推广机构、基础教育培训机构、家庭对区域

的创新将发挥出更突出的作用。一般认为 ,企业、

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是区域创新的主

体。但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 ,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

财力以进行区域贫困地区的扶持 ;大学和科研机构

尚未建立或数量极少 ,影响有限 ;企业多数是中小

企业 ,而且多是家族式管理结构及家长式管理 ;中

介机构普遍未建立或具有传统性质。因此 ,在这些

地区的初、中级创新阶段 ,基层政府、技术推广机

构、基础教育机构、家庭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更加

突出。这是因为 :

(1)家庭是最基本、最普遍存在的生产和生活

的组织实体。在工业化起步后 ,许多重大的初始决

策和经济行为均是由它最终做出。如是否面向市

场进行多种经营 ,是否将剩余资金投向工商业从事

企业创办活动 ,是否首次迁到城市就业居住 ,是否

接受一种新的知识技能并首次用于生产或生活 ,是

否接受一种新的产品和服务 ,是否承担决策及行为

过程中的风险等等。可见 ,在初、中级创新阶段 ,家

庭是十足的学习主体和创新主体 ,它是新观念的接

受者 ,新生活方式的追求者 ,新知识的消费者 ,新技

术的应用者 ,新产品、新产业的开创者 ,新产业劳动

力的孵化者 ,具有其他任何组织不能替代的作用。
(2)基础教育培训机构是欠发达地区最大的启

蒙组织、思想解放组织 ,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

传播组织。它是新知识的传播者、新文化的宣传

者 ,新技术的倡导者 ,新生活方式的启蒙者 ,新环境

的推动者 ,新制度的呼唤者 ,新劳动力的培育者 ,新

产业的播种者。同时亦是初、中级劳动者培训组

织 ,它的教育培训对象具有全民性 ,影响具有深远

性 ,而且 ,即使从教育投资和收益的角度看 ,基础教

育的投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均远远高于高等教

育。因此 ,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 ,每一个基础教育

的组织者和教育工作者均是区域创新的积极主体

和革新家。
(3)技术推广机构是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力促进

中心。对于欠发达地区 ,原创技术在多数领域是不

可能的 ,也无必要。而技术推广机构的中心工作是

将发达地区的成熟技术向欠发达地区推广示范 ,它

是十足的成熟技术传播示范中心 ,是生产一线 (田

间、车间 )技术障碍的排除者 ,是传统产业的革新

者 ,是新知识的推广者 ,亦是国家或区域创新难题

的发现者、呼吁者。由于贴近小城镇、贴近农户、贴

近用户 ,因此 ,它是区域创新的基础推动力量和基

层革新的主体。
(4)在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及区域创新的初、

中期 ,中央政府的人力、物力均主要是用在城市和

发达地区。因此 ,基层政府不能不在区域创新中承

担起主要的组织发动者作用 ,它是区域创新思想解

放的发动者 ,是区域产业创新、环境创新的主要鼓

动者和支持者 ,是向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争取积极

的区域政策的有力推动者 ,是地方模仿创新和学习

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 ,在人才十分稀缺的条件

下 ,各个地区的知识精英、管理精英也相对集中于

基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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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 ( 3)经济增长速度 ,特

别是投资增长速度过快。 ( 4 )节能减排任务的落

实 ,当期增加的一些节能设备也会导致价格上涨。

(5)国际市场上的一些重要商品价格上涨 ,比如 :石

油、铁矿石、粮食、牛奶等。

可以预测 , 2008年及未来几年价格将保持相对

稳定的趋势 ,但仍保持较高的水平 ,因为有四个问

题不能在短期内解决 :

1. 农业问题。农业增长速度连续四年减慢 ,未

来所面临的粮食压力将更大。

2. 劳动力成本问题。过去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

以不用考虑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 ,中国劳动力成

本在逐年上升。而当前由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过

大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以

刺激消费。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工资的提高受劳

动生产率的限制。若工资的提高超过劳动生产率

的增长 ,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这是当前建设和谐社

会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也是必须要

付出的代价。

3. 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影响。随着中国加入

W TO和经济全球化 ,中国已无法与世界经济隔离 ,

所以必然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价格影响。比如 :

美国的石油只探不采 ,石油储备不用 ;而在国际上

石油是以美元计价 ,美元贬值必然导致全球性的石

油价格上涨。

4. 流动性过剩问题。流动性过剩的产生 ,究其

根源是国际收支存在问题 ,包括进出口差额和外汇

储备。一方面 ,我国多数年份都是贸易顺差 , 2007

年甚至超过 2600亿 ,对内说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

并且由于外贸依存度过大而面临更大的风险 ;对外

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摩擦 ,并且面临人民币升

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

过快 , 2007年达到 16 000亿美元 ,改革开放 30年以

来增长了 10 000倍。由于人民币升值 ,外汇储备贬

值很快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此 ,以上问题的存在将导致 2008年中国 CP I

不可能回复到以前 ,仍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2008年为 4%到 8%之

间 ,根据目前的情况最多将达到 6%。经济学中对

通货膨胀的分类是 : 3%为正常的波动 (欧洲是

2% ) , 5%为温和的价格上涨 ,超过 5%为需要密切

关注的通货膨胀 ,超过 10%则是恶性的通货膨胀。

因此 ,中国 2007年仍处于温和的价格上涨之列 ;

2008年如果为 6% ,甚至更高 ,也顶多处于需要密切

关注的范围之内。而当前中央对此非常重视 ,主要

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其中最主

要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社会不公平

元素增加 ,从而使通货膨胀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比

如 ,猪肉价格的上涨对各个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一

样的 ,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因而应该引起高度

重视。

(责任编校 :夏 　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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