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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开篇以翔实的数据描述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沧桑变化。
在第1章（计划体制的遗产），本书对改革前中国集中型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特征进行了
简要回顾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集中型科技体制的结构、行为和绩效，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
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
第2章（科学的春天）和第3章（面向经济主战场）回顾了1978年以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路径。
第4章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做了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第5章到第7章，针对一些代表性的行业和企业，对改革以来中国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微观层面的分析
，考察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政策、FDI政策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第8章从投入和产出角度考察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
最后，第9章对本书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往创新国家之路>>

作者简介

寇宗来，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创新与知识产权、网络经济学及契约理论。
在《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著作有《产业经
济学》（卷一）和《专业制度的功能和绩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往创新国家之路>>

书籍目录

0 绪论0.1 “奇迹”的诞生：30年改革与中国经济的沧桑巨变0.2 “奇迹”还是“神话”：粗放式增长何
以持续？
0.3 走进“黑箱”，揭开“谜底”：本书的研究方法0.4 本书的章节安排1 计划体制的遗产　1.1 “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战略方针　1.2 “自力更生”为主导的技术战略　1.3 解放第一生产力：路在何方？
2 科学的春天　2.1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2.2 恢复科技秩序　2.3 积极尝试，摸索前进3 面向经济
主战场　3.1 第一阶段（1985-1992年）：“堵死一头，网开一面”　3.2 第二阶段（1992-1998年）：“
稳住一头，放开一片”　3.3 第三阶段（1998-2005年）：“科教兴国”　3.4 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
：鼓励自主创新4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逻辑　4.1 技术市场方案　4.2 组织重构与再造　4.3 产业化环境
建设5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5.1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　5.2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
　5.3 结论6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6.1 改革前中国汽车产业　6.2 改革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6.3 中国汽
车产业政策及其效应　6.4 结论7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所面临的知识产权壁垒　7.1 DVD专利纠纷　7.2 思
科诉华为　7.3 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7.4 如何应对知识产权诉讼？
　7.5 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祸兮？
福兮？
    8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绩效分析　8.1 科技活动的投入情况和行为主体　8.2 科技活动的产出情况和行
为主体　8.3 结论9 结语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往创新国家之路>>

章节摘录

插图：1 计划体制的遗产改革开放前中国科技体制承袭了苏联的发展模式，旨在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
计划实施“赶超”战略，即在较短时间内赶上乃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水平，将中国建成“四个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对于此种模式的利弊，用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看或许是比较恰当的。
一方面；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现实状况，这样一个“赶超”模式的形成和实施具有其历史的
必然性和合理性，其典型成就是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而这为
改革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相当厚实的基础。
但一方面，正如历史所证明的，这样一种“赶超”型、集中型的计划体制存在科技与经济联系“横向
阻隔”的内在弊端，无法为技术进步提供有效的激励，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抚今追昔，本章将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对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集中型科技体制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
做简要的回顾。
这主要具有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只有良好地把握科技改革的初始状态，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科技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
和演变过程。
第二，考虑到中国改革是一个渐进式过程，中国科技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诸多特征，不管是思
想意识上的，还是制度建制上的，或许还会有些影响。
1.1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方针“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的重要精髓。
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些从实践中得来的成功经验具有推而广之的普遍性，理应用来指导今后的
各种实践活动。
中国的科技体制乃至经济体制的构建都充分贯彻和体现了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
中国“集中型”科技体制乃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必然产物，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思想在科技体制方面的具体实现。
所以，要窥得中国科技体制形成、发展和演变的逻辑，就必须将其在当时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
境下进行分析。
实际上，这也正是国家创新体系框架所强调的“系统性”特征的关键所在。
1.1.1 产业结构：重“重”轻“轻”，重军轻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面临恢复和
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巩固新生政权的多重目标。
随着1952年底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基本结束，中央政府着手制定和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奠定
了中国重“重”轻“轻”、重军轻民的产业格局。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
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
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面对建国之初经济拮据、技术落后、人才稀缺的情况，为了完成“一五”计划，必须集中各种有限的
资源，将“好钢用在刀刃上”。
为了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和配置资源，中央政府采取了以下几个重要举措。
第一，“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巨额的国防开支，财政收支严重脱节，大量的货币发行藏胁到金融秩序和物价
稳定。
为了克服困难，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调配资金，中央政府实行了“统收统支”
的集中化财政管理制度。
根据1950年3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全国各种重要物资由国家统一掌握和支
配，除了少数特许的地方税种以外，所有的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国营企业的收入等，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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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归由中央统一调配使用；与此同时，货币由国家统一发行，所有分散在各个企业、机关、部队的现
金，交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
尽管这种“统收统支”的财政体系对于迅速稳定物价和金融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极大地限制
了地方的主动性，阻碍了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种资金。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于1951年后开始推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全国划
分为中央、省和县三级财政，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
、层层负责的财政体制。
第二，工农业“剪刀差”。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农业占国民经济绝对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无法获得足够的外部资金的情况下，如何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就成了工业化所必须解决的
关键问题。
与苏联一样，中国实际上也采用了所谓的工农业“剪刀差”。
这是一个由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新经济》一书中提出的超常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通
过人为地扭曲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利用这样的“剪刀差”剥夺农业剩余，形成重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大
量资金。
为了实施工农业“剪刀差”，中央政府采取了按照国家制定的价格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而为了保
证这种政策的有效性，政府也严厉打击私人买卖粮食的行为。
尽管中央政府汲取了苏联的一些教训，主张在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下应该兼顾农民、政府的利益，反
对向农民征收“过头粮”，但这并不会改变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基本性质。
工农业“剪刀差”政策对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促进和加深了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
经济结构。
第三，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中央政府看来，必须将各种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其变成可以高度计划的全民或者集体所
有制经济。
对此，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
与此同时，国家也围绕156个援建项目兴建了一大批全民所有制的大型企业，这极大地加强了公有制经
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在“一五”计划的1952-1957年间，国营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41.5 ％上升到53.8 ％；集体所
有制工业产值从3.3 ％增加到l9％；公私合营工业产值从4％上升到26.3 ％；资本主义私营工业产值
由30.6 ％下降到0.1 ％，个体工业产值由20.6 ％下降到0.8 ％。
综合起来，到1957年公有制性质的产值已经增加到99.1 ％，占据国民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
以上几个方面，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科技体制无关，但它们实际上决定了科技体制赖以形成、发展和
作用的经济和制度环境。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当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之后，中国科技体制的基本形态也就被决定了。
1.1.2 化零为整。
集中管理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常年战乱，经济萧条，腐败横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没有也无法得到应有
的重视和发展。
截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人员
更是不足500人。
由于缺乏足够和稳定的收入来源，研究人员经费不足、设备奇缺、科研条件恶劣，许多研究项目都难
以为继。
各种专门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许多已经名存实亡；各机构相互之间缺乏配合协调，处于一种各自为
政的无序状态。
很明显，现有科学研究的匮乏和分散都无法满足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经济和国防的强烈需要。
既然中国科学技术还很落后，而要在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善于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有
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采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针政策。
正是在此战略指引下，中央政府将稀缺的科技资源集中于进行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科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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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技术研究。
与此相对应，也对中国科技系统进行了改组和重建，最终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集中型科技
体制。
“集中”主要体现在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人才和资源的集中，一是科技管理权和决策权的
集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立即筹备和建立了直属政务院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它具有双重定位，既是
国家的最高学术中心，也是全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最高管理机构。
中国科学院在成立之后，立即在诸多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按照消除重复、突出重点、加强计划的原则，中国科学院着手收编和调整已有的研究机构，将
原有的24个研究单位精简到17个，但也同时增设了4个新的研究单位，最终形成21个研究所，并将当时
中国最优秀的一些科学家集中配置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之中，这为日后进行各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课
题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花了很大的精力，争取在欧美的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效力，并向苏联和东
欧国家派遣留学生，借此来缓解科技人才极端稀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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