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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前人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功能论的研究,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 10种功能; 借鉴前人关

于国家创新体系阶段论的研究,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三阶段论,即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构

建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的/功能 ) 阶段0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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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或全球化) , 是国际化

的高级形态。国际化的形态依次表现为: 进出口贸

易,海外生产制造, 科技与创新国际化, 进而走向国

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这是一个 / 由点到面、由面

到体0的过程。目前,国际国内学者对科技与创新国

际化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人

们对国家创新体系也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出现了大

量的研究成果; 但是,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 不仅具有丰富

和发展关于创新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学术意义, 而且

对于一个国家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提供本国自

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

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问题

  目前, 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的文献数

量非常有限。据 Carlsson的不完全统计,至 2002年,

关于创新体系的论文论著有 750篇(部)。在这 750

篇(部)文献中,在题目、关键词或摘要中包含 global

(全球)、international(国际)词汇的有 250篇[ 1, 2]。经

过仔细的甄别, 发现只有 36篇与技术或创新体系的

国际化或全球化这个主题有关, 其中大部分是关于

技术的国际化问题的, 而与创新体系的国际化有关

的文献, 只有 5 篇[ 3O7]。根据 Carlsson 的述评, Niosi

和Bellon提出了创新体系的开放度概念, 并提出了

创新体系国际化的衡量指标: 跨国公司的研发,国际

技术联盟,国际技术转移, 资本品国际贸易, 科技人

力资源的国际流动等。其主要发现为: 各国创新体

系的全球化之速度和类型, 颇有差异: ¹各种类型的

资源流动均相当可观, 且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

如今的国家创新体系, 比 20 年前的国家创新体系,

其/国家性0减少了。º不同类型的资源流动,其强

度是不一的; »欧盟是唯一的一个重要的超国家科

技阵营。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互动远不如欧盟。¼

国家政策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总的结论

是:通过模仿、技术扩散和转移, 国家创新体系可能

会在某个点上趋同。Fransman 于 1999 对国家创新

体系及其国际化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该研究仅

限于对一个国家即日本的研究, 没有研究其他国家。

他提出的衡量创新体系国际化度的指标, 与上述

Niosi和 Bellon的工作类似。该研究发现, 日本创新

体系的国际化度,在过去 10 年内有了很大的提高,

远不如 以 前那 样 / 自 给 自 足0 了。1997 年,

Bartholomew曾考察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创新体

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情况,但仅限于生物技术
[ 1]
。

研究表明:国家创新体系的确呈现出国际化趋

势;不同国家的创新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强。

上述研究还表明,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问题,已

经受到了关注,但现有文献如此之少;而且还有大量

的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如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分

析框架、若干国家及若干产业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实

证研究,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影响因素等等。因

此,可以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是一个具有高度

探索性的前沿性的研究问题。笔者仅就国家创新体

系国际化的研究框架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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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创新体系功能论

图 1  经合组织国家创新体系模型[ 10]

¹ http: / / www. oecd. org/ document/ 62/ 0, 3343, en_2649_34273_38848318_1_1_1_1, 00. html.

  /国家创新体系0的思想可以追溯到 19世纪德

国经济学家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5政治经济学的国
民体系6那里, 但一般认为, 英国学者弗里曼 ( Chris

Freeman)在其 1987年出版的著作5技术政策与经济

绩效:来自日本的经验6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国家创

新体系0的概念。此后,人们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

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

Lundvall的5国家创新体系: 一种走向创新和交互式

学习的理论6; Nelson的5国家创新体系: 一种比较分

析6; Edquist 的5创新体系: 技术、制度和组织6。然
而,国家创新体系尚未达到/理论0的程度,通常称之

为研究进路( approach)或概念框架( conceptual frame-

work)
[ 8]
。为简便起见, 笔者称之为/国家创新体系

理论0。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 具有诸

多的特点, Edquist将之概括为: ¹ 重视对创新和学

习机制的研究; º采用整体主义和交叉学科的研究
方法; »采用历史和演化的视角; ¼ 强调创新主体之

间的互动和非线性关系; ½ 既研究产品创新也研究

过程创新,以及其他类型的创新; ¾ 强调制度和体制

因素的作用
[ 8]
。

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特点,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已

经成为一种分析和评估一个国家科技与创新政策的

重要工具和框架。这在很多程度上归功于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简称: 经合组织)的工作。经合组织于

1999年在5管理国家创新体系6( Managing Nat ional In-

novation System)的文件里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一

个整体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并明确提出, 国家创

新体系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分析工具。近年来,经合

组织应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对经合组织国家以及非

经合组织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创新政策进行了大规模

的系列评估
¹
。

目前, 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

主要以/主体- 结构0模型为基础, 即考察国家创新

体系中的行为主体、组织结构及其互动关系。然而,

这种分析模型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 Liu Xielin

和 Steven White指出,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存在

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即/缺乏在系统层面上的解释性

因素0。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们在研究国家创新体

系时主要关注系统中的/ 活动0, 这些活动与系统中

技术创新的创造、扩散和利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

此基础上,他们提出国家创新体系中存在着 5种基

#51#



本活动,即:研发;应用(生产制造) ; 最终用途(终端

客户) ;教育;联系[ 9]。

Edquist, Staffan以及 Jacobsson等学者指出, 现在

的关于国家创新体系以及其他创新体系的研究, 存

在着创新体系之间的缺乏可比性的问题; ,也难以为

政策制定者提供具有实际意义的指导。为了克服创

新体系研究的这些缺陷,一些学者提出了创新体系研

究的功能性分析, 本文称之为国家创新体系功能论。

这里所谓的/功能0,指的是对创新体系的绩效产生重

要影响的活动和过程。创新体系的功能性分析, 具有

传统的创新体系的主体 ) 结构模型所没有的优势。

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和其他创新体系具有哪些功

能? 不同的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 没有定论。

Edquist提出了创新体系的 10种功能,分别为:

¹提供研究与开发, 创造新知识,这里主要指的是工

程、医药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º人力资源的能

力培养(提供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的创造、技能的

生产和再生产, 个体学习) , 这些是创新和研发活动

所需要。 »形成新产品市场。¼ 对质量要求的阐

明,这些质量要求主要来自于新产品有关的需求侧。

½创造并改变组织,使之符合创新的新领域发展的

需要,例如增强企业家精神以创建新企业,以及提高

企业家精神以使现有企业多元化发展, 创建新的研

究组织、政策机构等。 ¾ 通过市场和其他机制建立

网络,包括创新过程中不同族之间的互动学习(潜在

的)。这意味着把来自外部和创新体系内部不同部

分的新的知识要素和创新型企业已有的要素整合在

一起。¿创造与变革制度 ) ) ) 例如知识产权法、税

法、环境与安全规则、研发投资惯例等 ) ) ) 这些会通
过激励或阻碍创新而影响创新型组织和创新过程。

À孵化活动,例如为新的创新活动提供基础设施设

备,管理支持等。 Á 投资有利于知识的商业化及应用

的创新过程和其他活动。 Â提供与创新过程相关的
咨询服务,如技术转移、商业信息、法律服务等[ 8]。

Bergek等在他们自己的前期研究和前人工作的

基础上, 提出了技术创新体系的 7种功能, 分别是:

¹知识的生产和扩散; º对搜索方向的影响; »创业
性试验; ¼ 市场形成; ½正当化; ¾ 资源动员; ¿正外

部性的开发[ 11]。

笔者在已有的关于创新体系功能论研究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创新体系的 10个功能: ¹ 技

术创新; º知识生产及扩散; »教育培训与人力资

源; ¼ 创业试点示范; ½生产制造; ¾市场开发; ¿资

源和资源动员; À网络与联系; Á 制度及其变革; Â
对社会及环境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功能并

非各自独立的,而是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创新体系的功能是可以用一定的指标来描述和

测度的。借鉴 Bergek等人关于技术创新体系功能

的指标的研究
[ 12]

, 笔者提出描述和测度上述 10种

功能的指标,如表 1所示。需指出,这里只是对若干

重要指标进行举例,而非构造完整的指标体系。

表 1 国家创新体系的 10 个功能及其指标

功能 若干指标

技术创新
以经验为基础/以科学为基础;渐进创新/激进创新;

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自主创新

知识生产

及扩散

经验试错法;思辨式知识生产; 基于实验的知识生

产;项目课题;研发投入;大学/政府研究机构/企业

研发中心;论文/论著/专利/研讨会/协会;非正式

交流网络

教育培训及人

力资源开发

学校/在岗培训;干中学/用中学/互动中学;模仿学

习;留学/海归/国际人才

创业试点

示范

新兴技术型企业;大企业涉入新技术;新兴工业区;

科技园

生产制造

传统工业; 进口设备; 大规模流水线;精益生产;代

工生产/自主设计生产,自有品牌生产/全球生产网

络

市场开发 国内市场;出口;政府采购;市场细分;全球市场

资本和

资源动员

本地自然资源开发及出口/利用全球资源;配套资

源;国内资金;银行贷款;风险投资;外商直接投资

联系与

网络

有形的,如: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 无形的,如:官产

学研;地方与中央;国际联系和网络

制度及其

变革

财产权;知识产权;标准化;社会流动性;政治领袖;

利益群体;国际规制

对社会及

环境的影响

社会公平和不平等; 社会冲突; 性别;少数民族;弱

势群体;共同富裕;环境恶化/改善; 可持续发展;和

谐社会

这些功能及其指标,可以用来描绘国家创新体

系(以及产业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

系)在某一阶段的状况; 以及国家创新体系(以及产

业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在不同

阶段或时段的状况,进而揭示创新体系的演化过程。

三、国家创新体系阶段论

正如 Edquist对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特点所做

的一个概括,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强调历史进路和演

化论思路。弗里曼和苏特对历史上英国、德国和美

国的国家创新体系, 以及 5次经济长波时期的国家

创新体系进行了历史考察[ 13] ; Nelson 对诸多国家的

创新体系进行了考察; Foray 揭示, 法国创新体系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从/使命导向型0( mission-orient-

ed)走向/扩散导向型0( diffusion-oriented)。李正风和

曾国屏提出, 中国创新体系在 1949 年至 1977年是

政府指令型; 1978年后发生从政府指令型向政府引

导型的转型[ 14]。经合组织将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

划分为孕育阶段 ( 1975 ) 1978) , 试验阶段 ( 1978 )

1985)、科技体制结构改革阶段( 1985 ) 1995)、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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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家创新体系不同阶段国际化的特征

功能 依附型 追赶型 自主型

技术创新 以经验为基础;渐进创新;技术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 集成创新; 个别原始

创新

自主创新成为主导; 全球创新

网络

知识生产
及扩散

以经验为基础;试错法;知识引进
以科学为基础; 数量增长;吸引海外研发
机构

质量提高; 创新性产出; 研发国
际化

教育培训及

人力资源开发
落后;技能人才匮乏

大力发展本国教育; 留学增长;吸引海外

人才

培养创新性人才; 吸引国际学

生;国际化

创业试点示范 缺乏创业激励和创业能力 大力鼓励;中小高新企业;科技园 走出去

生产制造 传统工业;技术落后;进口设备 外商投资;代工生产
自主设计生产,自有品牌生产全

球生产网络

市场开发 国内市场 国内市场,出口 全球市场

资本和资源

动员

本地自然资源开发及出口;资金缺乏;

国际举债

本国资源;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银行贷款;

风险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全球资源

联系与网络
基础设施薄弱; 部门条块分割, 各自

为政

基础设施不断改进;部门之间联系不断加

强;官产学研;地方与中央
加入全球生产和创新网络

制度及其变革 保守僵化
启动体制改革;与国际接轨 (如知识产权

保护)

适应全球化的制度;在国际规则

中取得主导

对社会及

环境的影响
未受重视

劳资冲突;社会两极分化;环境恶化; 社会

和环境意识增强
追求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

体制深化改革阶段( 1995 ) 2005) , 以及走向以企业

为中心的创新体系阶段( 2005年至今)
[ 15]
。

笔者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大尺度以及从国际

宽广视野看,以一个国家核心技术以及知识、资金等

创新要素的来源为重要指标, 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可

以划分为 3种类型,即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国

家创新体系的演进总体上表现为从 3个阶段, 即依

附型阶段, 追赶型阶段, 自主型阶段。其中, 自主型

国家创新体系可称为/国家自主创新体系0。

从历史上看, 18世纪后期英国发生产业革命,

19世纪德国、美国等国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以德

国为例, 从 1834年关税同盟的建立到 1871 年德国

统一,德国的纺织技术、蒸汽机技术、蒸汽火车技术

等,主要来源于英国, 德国创新体系处于依附型阶

段; 1871年德国统一后,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 并开

拓了合成染料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这些新型工业,

到19世纪末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这期间,德国

创新体系为追赶型阶段。此后德国创新体系进入到

了自主型阶段。需要指出的是, /二战0后德国创新
体系又经历了新一轮从依附、追赶到自主的过程。

对在当今世界, 我们初步判断,拉美国家的创新

体系处于依附型阶段; 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已经从追赶型阶段进入到了自主型阶段; 而美国和

欧洲等发达国家则处于自主型阶段。

中国创新体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进阶段。在

20世纪 50 年代曾经经历过依附苏联的阶段; 此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国家创新体系处于封闭半封

闭状况;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很多产业的核

心技术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 存在着很高的技术

依赖度,但总体上, 我国创新体系进入了追赶型阶

段。2006年, 党和政府提出了/自主创新0战略, 建

设创新型国家, 力争到 2020年,进入自主型国家创

新体系阶段。

四、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的

功能- 阶段模型

  笔者提出把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论和阶段论结
合起来,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的/功能- 阶

段0模型, 并初步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 10个功能在

依附、追赶和自主 3 个阶段的国际化特征, 如表 2

所示。

五、结  语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已引起国际国内学术界的

关注,现有研究还非常薄弱。笔者借鉴国际上关于

国家创新体系功能论的成果,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

10个功能;从历史演化的视角提出国家创新体系阶

段论即依附型阶段,追赶型阶段和自主型阶段。并

把功能维度和阶段维度结合起来, 构建了国家创新

体系国际化的/功能 ) ) ) 阶段0分析框架。

该分析框架将在今后对若干国家、若干产业创

新体系国际化的实证案例研究中接受检验,修正丰

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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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1页)的行动以及他们的背井离乡,这些排

斥行动都无法体现他们对于社会安全或社会效用的

全部意义,必然还与其他的仪式相联系,甚至是生命

的代价。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说政治权力作用下的社会学

研究没有意义或有过错,我只是在思考:社会学研究

是否可以重新探索社会运行的合理性方式,而不只是

帮助发明社会控制的手段? 是否能够打破知识O权力
的制约,实现对差异的人的真正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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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河海大学新增两个国家特色专业

  2010年 7月 19日,教育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

批准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通知,河海

大学的/农业水利工程0、/通信工程0两个专业入选

国家特色专业,国家将资助每个入选专业 20万元建

设经费。

至此,河海大学已有 11个国家特色专业, 另 9

个国家特色专业是: 水文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

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土木工程、环境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程力学、热

能与动力工程。

(本刊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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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 it is a harmonious affair pertaining to

man-nature, man-society, and man-man relationships. It

is possible for Chinese water conservancy to continu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o show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in practice if people-oriented idea,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le scient ific development view

can be implemented. The projects can change and destroy

nature. Once nature can not endure such change and

destruction, it will collapse. Therefore,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human being to renew the concept, to

improve the method, and to perfect the function to mak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vailable. The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ment view characterized by man-

nature harmony and man-man harmony is the
manifestation form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in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Key words: engineering philosophy; Chinese water
conservanc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Bernal. s Thoughts on the Essence of Science/ Zhang

Y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 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In Bernal. s opinion, science is not only an

accumulated knowledge tradition but also a kind of social

construct ion, that is, a social productivity. What Bernal

breaks through in realizing the appearance of science is
that he recognizes and reveals its social essence.

Scientific integration in social academic research just

shows Bernal. s thoughts on the social essence of science.

Key words: Bernal; appearance of science; social

academic research; essence of scienc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 Function-Phase
Model/ Liu Li, et al ( Center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izat ion of nat ional innovation

system ( NIS) is an emerging research issue.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functional analysis of NIS, the
paper proposes ten functions in NIS and three phases of

the evolution of NIS, that is, dependence, catching-up

and sel-f initiative phases respectively. 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idea in constructing / Funct ion-Phase Model0.
Key word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ternationalization;
functional analysis; phases

Research into 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ort

Shoreline Resource/ Xu Changxin, et al ( 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valuation of the port shoreline

resource lacks scient ific evaluation theories and method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ut ilization, demand and bounded
supply and the method of comparison as wel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 ies of valuat ion of

resources among soil resource, forest resource and port

shoreline resource and sets up index system of valuation of

resources concerning port shoreline resour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rt shoreline is not only a natural resource

whose value is influenced by natural conditions, but also

a social resource whose value differs 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social, economic and traffic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e, economy, society and

transportation, the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 on the value
of port shoreline resource are mentioned. Then it

establishes an object ive and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so as to select appropriate appraisal method to lay
foundation for sound valuation of port shoreline.

Key words: port shoreline; valuation; influent ial factors

of value; index system

Research into Coast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Tian Guiliang, et al

( 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management of coastal resources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proposed its principles and id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measures as follows: gradually
improving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 ions of Jiangsu

coastal resource development, implementing the

evaluat ion work of Jiangsu coastal resource,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mproving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compensation fund of coastal resources so as to achieve
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 in the coast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

Key words: Jiangsu coastal development; coastal
resources; 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 ion

Evolutionary Game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Jiangsu Coastal
Exploitation/ Song Min, et al ( 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Jiangu coastal exploitation,
enhancing financial support of SME (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is a new issue to b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dilemma situation in financing of SME,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idea of limited rationality and sets up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S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meter regulation, it analyzes the replication dynamics
and stable point. Then it proposes the policy inspiration

in coping with financing predicament. It is found out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eliminate informat ion asymmetry
between bank and enterprise only depending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enterprise. Therefore, bringing the guiding

role of government into play and implementing policy
finance should become route choices for SME to

strengthen financial support in Jiangsu coastal

exploitation.
Key words: Jiangsu coastal exploitation; SME (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 ; finan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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