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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技术产业经济学（第二版）》综合运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系统科学和生
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系统考察和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规律，涉及高技术产业特征和分类、
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律，高技术产业组织、产业关联、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产业集聚与产业布局，高
技术产业的创新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产业政策等内容。

《高技术产业经济学（第二版）》可供从事高技术产业及相关领域教学、科研和管理的科技工作者、
经济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及高等院校师生阅读，也可作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相关课程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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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高技术产业的含义和特征1.1.1  高技术的概念高技术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
1971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技术和国家贸易》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高技术（hightechnology
，high-tech.）概念。
1981年，美国出版了用&ldquo;高技术&rdquo;命名的杂志。
1982年8月，日本新闻周刊和商业周刊相继发表了《日本的高技术》和《高技术》专集。
随着高技术的蓬勃发展，高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报刊出现频率较高的术语之一。
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认为高技术是对一类产品、产业或企业的技术评价术语，即凡是研究和开发
（R＆D）经费占产品销售额的比例、科技人员占雇员的比重、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这三项指标超过一
定标准时，这类产品就被称为高技术产品，生产和经营这类产品的企业就被称为高技术企业。
从技术的角度理解，认为高技术是以当代尖端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技术群。
在日本，列为高技术的有微电子技术、计算机、软件工程、光电子、通信设备、空间技术、电子机械
、生物技术等。
中国&ldquo;863&rdquo;计划和&ldquo;火炬计划&rdquo;提出重点发展的高技术有：新材料技术、信息
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及高效节能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即光机电一体化
技术）。
从产品或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角度理解，认为高技术是对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一类产品或产业的统
称。
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高技术概念实际上都包含了四层含义（史世鹏，1999）：第一，高技术是一个
具有时空性的动态概念。
就某一项技术而言，在一定时期内是高技术范畴的，过了一段时间就变成传统技术了。
因此高技术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一个不断创新和换代的新技术群。
第二，高技术是在较高水平或最新科学成就的摇篮里孕育滋生的新技术，是以尖端科学理论为理论基
础的。
它标志着高技术本身的水平是&ldquo;高&rdquo;的、&ldquo;新兴&rdquo;的、&ldquo;前沿&rdquo;的
和&ldquo;尖端&rdquo;的。
美国《韦氏新国际词典》认为，高技术是使用了尖端方法和先进仪器的技术；美国众议院提供的《科
学技术决策工作词汇汇编》认为，高技术是指&ldquo;一些比其他技术高科学输入的某些技术创
新&rdquo;；在日本第1 章术产业的特征和分类的报刊上，经常将高技术表达为&ldquo;高级尖端技
术&rdquo;。
因而，高技术是知识密集度高、技术密集度高、智力密集度高的技术。
第三，高技术的概念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
高技术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由高技术开发出的高技术产品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只要不失时机地开发
具有独占性的高技术产品并占领市场，即可获得高额利润。
因而，高技术是高投入、高风险、高附加值、高收益的技术，是资金密集度高的技术。
第四，高技术活动是技术创新、经济贸易、生产管理等多种社会活动的结合，它的渗透力远远超过了
技术本身，对产业结构、社会变革、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乃至观念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高技术是高增值性、高渗透性的技术。
根据这四层含义，可以将高技术概念定义为：高技术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新兴高层次
实在技术群。
它既是新兴技术，又是高层次技术，还是实在技术，并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相对性。
其中&ldquo;新兴技术&rdquo;是指新近才兴起并得到实际应用的技术，表明高技术具有巨大的发展前
途和潜力，有着旺盛的生命力；&ldquo;高层次技术&rdquo;是指高技术本身的技术等级高，是现阶段
的先进技术和尖端技术，而不是一般的成熟技术和传统技术，高技术一定是新技术，但新技术不一定
是高技术；&ldquo;实在技术&rdquo;是指可以直接利用并转化为商品，能够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技术
，而不是那些需要从理论上重新探讨，在将来才实际利用的技术；&ldquo;创新性&rdquo;是指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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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最新科学成就基础上的技术，客观上具有技术变化迅速、产品寿命周期短、产品性能和生产
工艺改进快等特点；&ldquo;相对性&rdquo;是指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高技术，今天的高技术明天可能
会变成传统技术、成熟技术。
高技术对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技术、政治、军事来说具有很高的战略性。
它是一个国家（地区）技术实力、技术优势的标志，因此高技术掌握与应用程度关系到国家在世界政
治经济中的地位。
美国之所以能以世界霸主自居，主要原因就是在高技术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在某一经济格局中占领一席之地，其长期的、核心的战略是必须增强自己在高技术
方面的创新能力，提高高技术产业化水平。
高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与高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相关联。
高投资是高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前提；高风险则是新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及产业化过程的基本表现；而高
收益则是高技术产业化的正常结果，但并不等于高技术一定产生高收益。
只有产业化成功的高技术形成了现实生产力，才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
人才是高技术的载体，智力因素是高技术成长发育极为关键的因素，&ldquo;高智力&rdquo;的特点也
决定了高技术的周期短和渗透高。
因为一旦高技术在高智力和流动性人才的推动下成熟并日益普及，其生命周期将结束，新的技术创新
周期即等待开始。
人才的流动性和地域性也决定了高技术及其产业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流动性和技术辐射能力。
高技术的这些特点决定了高技术产业具有其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
1.1.2  高技术产业的含义对于高技术产业的概念，国内外均有不同意见。
美国学者R.Nelson（1999）认为高技术产业是研究与开发密集型产业。
J.BotKin和D.Dimancescu（1982）在《高技术》中指出，对&ldquo;高技术产业的定义，主要依据：一是
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高，二是销售收入中用于R＆D的投资比例高&rdquo;。
中国台湾《国际贸易金融大辞典》中规定：&ldquo;高科技企业必须指利用电脑、超大型集成电路等最
尖端科技产物为基础，并投入较高的研究开发经费，从事生产的智力密集型企业&rdquo;（中华征信所
，2010）。
英国学者R.P.奥基认为，高技术产业不仅要生产高技术产品，而且生产的过程技术和生产设备也应是
高技术的。
McQuaid和Langridge（1984）在一篇文章中指出，&ldquo;高技术产业是指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产业，而
不是仅仅使用高技术产品或工序的产业&rdquo;。
这个产业生产的高技术产品不仅仅包括整机，而是一个产品系统，因此，在一些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过
程中使用了常规技术，但制作这些产品的产业应属于高技术产业，反之，一些使用高技术产品和工艺
，不生产高技术产品的产业部门，则不能称为高技术产业。
美国《韦氏国际辞典增补9000词》认为，&ldquo;高技术&rdquo;产业划分主要依据两点：①专业技术
人员的比例应占企业总人数的40%～60%；②销售收入中用于研究与开发（R＆D）的投资比例一般应
在5%～15%，这两个比例比非高技术企业要高2～5倍。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定义，高技术产业是指R＆D经费占产品销售额的比例远高于各产
业平均水平的产业。
1988～1995年，这类产业有6个：电子计算机及办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和科学仪器仪表制造业，其R＆D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都超过5%
；1995～2001年，这类产业有4个：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其R＆D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都超过8%；2001年又调整为5个：航天航空器制
造业，医药品制造业，办公、会计及计算设备制造业，无线电、电视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疗、精密
及光学科学仪器制造业。
第1 章 术产业的特征和分类在我国实践中，常把高技术与新技术混在一起，统称为&ldquo;高新技术产
业&rdquo;，如&ldquo;火炬计划&rdquo;，就称为是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①，也因此多
数学者的研究并非区分高技术与新技术，统称为&ldquo;高新技术产业&rdquo;（郭励弘，2000；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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琏，2002；史及伟，2007）；也有学者把高技术与新科学混在一起，统称为&ldquo;高科技产业&rdquo;
（吴金明等，2001；贝政新，2008）。
本书采用具有确定意义和范围的高技术产业。
我国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0年制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条件和办法》② 中规定了四个指标：①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②具有大专
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占企业总数的30%以上，且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0%以上；
③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占销售额的3%以上；④技术性收入和高技术产品产值的总和占企业总产值
的50%以上。
在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国家为了支持高技术企业成长的产业扶持政策，适当扩大
高技术产业的范围，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企业为了争取优惠政策又出现使高技术产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评价指标在地区间和行业间
甚至存在很大差异。
在各地高技术产业产值的统计中，统计口径也差别很大。
划分高技术产业，通常有产品法和产业法两种。
有的地区按属于高技术产业的企业进行统计，有的地区按高技术产品进行统计，但高技术企业可能生
产有传统技术的产品，传统技术企业可能生产有高技术产品；有用高技术生产的传统产品，也有用传
统技术生产的高技术产品。
各地区的统计结果不具有可比性。
为了使高技术产业指标具有国际可比性，目前国际上普遍以OECD定义的高技术产业为基础，建立相
应的评价指标。
中国从2000年起采用了OECD对高技术产业的定义，并根据OECD的2001年新分类进行了调整。
2002年国家统计局印发了《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的通知》③，按OECD2001年关于高技术产业的
新分类统一了口径，从2002年开始出版《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④。
2008年，我国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⑤，提出六
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①在中国境内（不含中国①&ldquo;火炬计划&rdquo;于1988年8月经中国政
府批准，由科学技术部（原国家科委）组织实施。
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国科发火字［2000］324号）。
③《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的通知》（国统字［2002］33号）。
④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为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
会）联合统计、编辑，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2003年出版第一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2），以后每年出版一部。
⑤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火
［2008］172号）。
港、澳、台地区）注册的企业，对其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②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①。
③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
总数的10%以上。
④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小、中、大型企业分别为6%、4%、3%②。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⑤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
⑥企业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数量、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
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③ 的要求。
这些条件体现出了高技术产业的高研究开发投入、高创新性的特点，比较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但
与上述OECD的标准尚有较大差距。
综合上述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可将高技术产业定义为：高技术产业是研究开发投入显著高、创新率
高、收益高、风险高，在产业生命周期中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时期的产业。
1.1.3  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1.高研发投入强度高技术产业具有显著高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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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强度用该产业的研发投入经费占产品销售额或工业总产值或工业增加值的比例计量。
在OECD国家，高技术产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占该产业销售额的比重已超过10%，远高于传统产业部门
的研发投入强度（表1-1）。
所以，高技术是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需要大大超过传统产业所需的资金投入。
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高技术产业是发展不起来的。
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
①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附件：《国家
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国科发火［2008］172号）。
②小型企业为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的企业；中型企业为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20000
万元的企业；大型企业为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0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③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
发火［2008］362号。
第1 章术产业的特征和分类表1-1  部分国家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工业增加值比例（单位：%）国  别 
制造业 高技术产业 飞机和航天器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办公、会计和计算机制造业 广播、电视及通信设
备制造业 医疗、精密仪器和光学器具制造业美  国（2006年） 3 .3 16 .5 11 .50 21 .8 11 .2 15 .5 18 .3日  本
（2006年） 3 .7 28 .90 11 .51 37 .08 ―  13 .38 31 .93德  国（2006年） 2 .4 21 .50 32 .89 23 .94 14 .93 28 .83 13 .62
英  国（2006年） 2 .4 26 .64 31 .15 42 .26 1 .37 23 .95 7 .76法  国（2006年） 2 .5 31 .95 31 .08 33 .41 27 .67 50 .89
19 .03意大利（2006年） 0 .6 11 .09 45 .24 4 .99 8 .44 11 .63 6 .75韩  国（2006年） 2 .0 21 .30 26 .09 6 .29 14 .24
25 .09 10 .27芬  兰（2007年） ―  31 .51 13 .21 47 .57 8 .39 33 .57 11 .68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
计年鉴》（2009）数据整理2.高创新性由于高技术产业显著高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产品
创新率和工艺创新率都处于较高的水平。
高技术产业是最新科技发展的结晶，其生产所用的各种投入品涉及现代技术领域的许多尖端，其生产
过程对技术和智力的要求非常高。
3.高智力密集高技术产业对高智力人才的需求迫切。
高技术产业是智力密集产业，对专门人才的需求比例是传统产业的5倍；产业内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
对高级人才的竞争；人才作为高技术的载体，是高技术产业的灵魂。
随着高技术产业的不断升级，需要的不仅是大量掌握尖端高技术的开发专门人才，更需要懂技术、通
管理又有融资能力的通才。
由于高技术企业的人才需求日益迫切，世界许多著名的大公司如Microsoft、IBM、Motorola等均实
施&ldquo;青苗工程&rdquo;，在世界各国著名大学寻觅有潜质的青少年，出巨资培养成长后为其工作
，这是高级人才的一种战略性占有和储备。
4.高关联性高技术产业的联系效应和带动效应大。
高技术产业具有&ldquo;种子&rdquo;功能，加快传统产业的整体进步，催生新兴产业，使主导产业、
关联产业和基础产业的体系日趋成熟，并将其增长效果扩散至国民经济各个部分，带动经济社会与世
界共同进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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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技术产业经济学（第2版）》由第一版的十章调整为九章。
为了更突出《高技术产业经济学》的经济学内容，且有关高技术产业化界面管理的内容已出版专著《
高技术产业化界面管理：理论及应用》（赵玉林，2004），故本书第二版删除了第一版中&ldquo;高技
术产业化界面管理&rdquo;一章；为了突出高技术产业经济的一般规律性，删除了时间性较强
的&ldquo;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态势&rdquo;和&ldquo;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rdquo;两节；为了更
全面地阐述高技术产业形成和发展规律，将&ldquo;高技术产业化的自组织演化机制&rdquo;一章压缩
为一节，增加了高技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协同作用规律、风险收益规律和生态系统演化规律的阐述；
鉴于高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也是高技术产业投融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将第一版中&ldquo;高技术
产业的投融资体系&rdquo;与&ldquo;高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rdquo;两章合并为一章；根据高技术产业
的高创新性特点，增加了&ldquo;高技术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rdquo;一章；根据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新
趋势和数据、有关高技术产业经济的最新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修订了第一版的高技术产业组织、高
技术产业关联、高技术产业结构、高技术产业布局和高技术产业政策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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