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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越来越表现为科学和技
术水平的竞争。
一国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积累有两个重要的途径：一是引进和模仿；二是自主创新。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其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发
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上处于模仿和从属地位。
发展中国家增强自身技术进步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及管
理经验，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逐步积累起本国的知识存量和技术水平，并最终实现
技术的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技术在贸易结构优化
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为了提高中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培育长期的国家竞争力，中国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大力吸引外
商直接投资，先后经历了“以市场换技术”、“科技兴贸”和“自主创新”三个战略发展阶段。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知识基础，技术的引进模仿和创新能力都得到了
加强，在新的发展时期，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已经取代资本积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将技术进步的重点逐步由引进消化吸收转向模仿和创新并重，并最终实现技术
的自主创新。
这是摆脱发达国家技术垄断、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培育国家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也必然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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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自主创新的贸易效应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研究技术的自主创新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对中国自
主创新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为此，《中国自主创新的贸易效应研究》提出了一个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把自主创
新的贸易效应分为贸易总量效应、贸易结构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三个方面；在分析中国自主创新能力
与出口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中国自主创新的贸易效应研究》分别就中国自主创新对出口贸易总
量的影响、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和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三方面进行了实证和经验研究。
    《中国自主创新的贸易效应研究》认为，现阶段中国的自主创新从总体上讲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
尚不显著。
继续实施“科技兴贸”和“自主创新”战略，加大创新投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工业制成品乃
至所有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仍然是中国继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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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的是，虽然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对创新的自主性进行测度，正如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的分析中一
样，我们可以从纯技术层面和企业、产业、区域、国家层面来测度创新的自主性，得出1.1 式和1.2 式
。
但实际上，有关创新的自主性很难从数据上加以衡量，本书以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来表征创新的自主
性。
　　采用专利授权量作为技术创新能力的衡量在大量的文献研究中被广泛地采用，对此，官建成
（J.C.Guan）等①作了较为详尽的解释。
但必须说明的是，使用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能力的衡量有一些局限性。
第一，一些技术创新者可能选择不为他们的研发产出登记专利申请，以避免他们的竞争者使用提出专
利申请时被披露出来的信息。
第二，专利授权的数量并不能反映有关技术创新的质量和创新产生的价值。
作为选择，可以使用其他的度量比如说新产品销售量来说明创新产出的价值，但是使用这一度量的一
个问题在于新产品官方统计存在潜在的巨大的扭曲（企业有误报新产品销售量来获得政府给予的税收
补助的激励），另外，使用新产品销售量来衡量创新产出的缺点在于它没有将加工过程的创新包括在
内，这些创新能够改进已有产品的生产技术，而专利授权数量包括了加工创新和产品创新两部分。
因此，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采用专利授权量作为技术创新能力的衡量是一个次优的选择。
　　所有的解释变量均取滞后一期值的理由在于：第一，本期的消费取决于上一期的收人，用滞后一
期的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总产出来解释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变动符合消费函数理论。
第二，中国国内申请授权的专利大部分为次要创新（适用新型或外观设计），而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
申请授权的专利大部分为已有的成熟技术，本书相信，国内、国外的技术创新在短时间内会影响中国
出口贸易额的变动这一假设是合理的。
实际上，在既有的相关实证研究中，大多都考虑了一年的滞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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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自主创新的贸易效应研究》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
版单位共同建立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丁作者出版优秀学术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丁通
过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
秀T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
积极贡献。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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