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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高技术产业迅速成长，并成为驱动全球
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逐渐以高技术产业代替传统产业作为国家经济的支柱，都把
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密切关注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态势的演变并适时
调整竞争战略。
近二十年来，在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我国高技术产业规模持续快速扩张。
我国已经跻身世界高技术产业大国前列。
但效率低下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处于大而不强的失衡状态。
迈克尔·波特指出：“动态的与不断进化的竞争”是构建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前提。
当前中国高技术产业面临“竞争战略进化”以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一复杂课题。
作为解决此课题的一个尝试，《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在评述和
借鉴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基于演化经济观的高技术产业领先来源理论和新竞争优势理
论的基础上，构建了规范的多层级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分析框架。
重点包括：由规模绩效和效率绩效组成的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绩效子系统和由高技术产业要素、国内
市场需求、产业竞争结构与企业策略、产业网络体系、国家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等组成的高技术产业
竞争动力因素子系统；构建了规范全面的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绩效和竞争动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具有
可行性的综合评价模型；对世界主要国家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绩效和竞争动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在
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分析，探讨了动力因素对竞争绩效的作用机制和有效性；最后，基于
综合评价和延伸分析结果，提炼出了有战略和政策意义的启示性结论，并据此提出了若干具体可行的
战略和政策建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中国高
技术产业国际竞争综合绩效和规模绩效大幅提升，具有较强优势。
其中，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齐头并进，竞争绩效正快速追赶美国。
（2）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绩效指标得分严重偏斜，效率绩效低下。
当前，提升效率绩效对综合绩效的提升更为有利。
（3）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竞争力仍然较弱，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自主竞争效率绩效要优于三资企业
。
（4）三资企业效率绩效低下，规模偏向严重。
2000年以来的中国高技术产业规模绩效的增长主要由三资企业推动，这种规模增长是高度偏斜的，因
为三资企业从事的是效率较低下的业务，效率是下滑的。
（5）中国高技术产业动力因素综合竞争力劣势突出，结构失衡，仅在产业要素和国内市场需求规模
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其他因素劣势严重。
（6）动力因素对竞争绩效的作用机制上，中国存在对其他国家共有趋势的一定背离。
（7）动力因素对效率绩效的投入产出存在无效状态，中国动力因素应克服粗放扩张模式，注意提升
精益化、专业化水平，形成高效的协同演化机制。
（8）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效率绩效呈下滑态势，该产业急需实施战略调整，大力提升劳动
生产率、增加值率和销售利润率等效率水平。
航空航天制造业规模绩效大大落后于效率绩效，应该大力实施规模优先的发展战略，扩大产出和市场
份额。
　　根据评价结论，《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提出了提升中国高
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策略建议：（1）实施战略转型。
确立效率优先、平衡发展的竞争绩效战略取向；实施技术和效率优先型的外资引进战略。
（2）同步调整政府、社会机构和企业等主体的作用。
（3）加强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要素升级扩张。
加大技术引进力度，提高技术吸收能力；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完善产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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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创新体系。
（4）扩大国内需求，提升需求层次。
（5）规范竞争结构，变革企业战略。
 （6）重构产业网络体系。
（7）完善基础设施。
（8）实施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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