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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度创新增加科技创新资金来源的若干思考

張  良    于吉文

[摘  要]  增加科技创新投入在宏观层面看是理性的，而作为微观层面的短期考虑并非都是理性的。但是从公共政
策角度，如果没有和其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投入，我国经济的诸多层面都要蒙受损失。我国应创立新的有
利于科技创新的规则，增加我国科技创新的资金来源，为我国的各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关键词]  创新退税、公共实验室、应用技术网、核心技术工程
 

微观层面的理性和宏观层面的理性相矛盾是科技创新资金来源不足的主要症结
从宏观层面看：和资本、劳动力要素相比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较大的国家往往是研发投入占本

国GDP比值较高的的国家。具体的说如果没有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科技创新资金来源，（1）那么一个国家的科
学技术水平就不能得到相应的提高。该国的进口产品结构中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就要大一些；该国的（单位销售
额）产品中能耗、原材料消耗叫要大一些；该国（单位销售额）产品的效用就要低一些；该国（单位销售额）产
品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大一些；一个国家的某一技术垄断时间越长，其超额利润给前向关联部门增加的成本就越
大；一个国家有效用的新产品越少，对其需求增长的威胁就越大。（2）我国是一个大国在国际分工中能够和其
他国家相竞争的层面、范围要大一些，指望像日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那样较容易的得到发达国家
技术不现实。在技术创新领域中我们需要自力更生的范围比较大。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工成本、
地租都要相应的增长，如果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增长缓慢，将会失去相应的国际贸易份额和国内市场份额。
（3）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而又广泛相关联的过程，原理设计、零配件（过程）的实现、设备和设施的配合、销
售宣传、应用理解、维护等等都需要资金的投入。（4）科技研发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没有足够的研发经
费不光是损失了科研成果，而且相应的科技人才也难以培养。我国高校近年来持续扩招，如果研发经费没有合理
的增长，未来我国科技人员的“专业就业水平”将大打折扣，这也将直接影响未来我国民间教育投资的发展规模。
（5）如果没有足够的科技创新投资，就不会有丰富的创新产品，回报预期较为明朗的投资方向也不会丰富，那
么较高的积累水平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6）不光工业技术需要前期费用（风险投资），商业项目也
需要风险较高的前期费用，没有足够的前期费用，商业项目的开发也难以进行。总之科技创新投入的适度超前供
给对国民经济增长总是有积极作用的。

从微观层面看：某一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并不能取得固定的回报，企业规模越小、投入周期越短取得回报的
不确定性越大。而我国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企业的兼业化又较为普遍，在这种微观环境中“搞技改是找死”的说
法能够流传也不是怪事。但是，如果每一个企业都以“惜投”方式对待科技创新投资（风险投资），那么科技创新
投资的“产出投入比”就会越低。这是由于在科技创新投入水平较低的环境中，降低科技创新投资的“产出投入
比”的因素较多，如：（1）科研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也较低；（2）科技成果的积累水平也比较低；（3）公
共科技服务体系，专业化的科技服务部门都难于发展；（4）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们对科技成果的认知水平也难
于提高、科研和市场的磨合也难于收敛。(5)在缺乏科技创新投入的环境中，创新素质积累、创新资本积累、创新
成果的经营素质的积累等过程被迫“串行”完成的比例就要升高。这样的“串行”方式其创新效益显然低于“并行”分
工方式。

从而只有提高整体的科技创新水平，并加以有效的组织才有可能提高科技创新投资的产出投入比。一个企业
如果通过合资、技术引进等方式获取技术，对于处于“追赶”过程中的我国确有必要。那么通过“挖人才”和转嫁风
险投资等方式获取技术有成功个例，虽然是可以想象的，但这些做法的宏观意义并不显著。

在我国的国民素质中重视教育闻名于天下，虽然教育投入能够取得较为确定的（人生的）投入产出比，但是
这更能说明在我国的国民素质中有重视长远利益和注重投资结构的“善智”取向。
    我国目前的研发（R&D）经费占GDP的比是百分之一左右，少于美国的IBM、英特尔、摩托罗拉三家公司的研
发经费总额、略高于印度的软件出口额。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我国的积累率水平应该说是太少了。这
样低的研发经费投入水平，将大大压低我国科技人员的“专业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而且教育投资的间接效
益也会大打折扣。教育的发展也将失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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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的若干思考
本章的思考并不是全面的。仅仅是对增加科技创新资金来源、科技创新过程中提高效率、通过联合增强科技

创新力度等方面的若干提案。
 
1、“创新退税”与增加科技创新资金来源

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是企业的成本，所以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往往针对性较强，更能适于市场的需求。企业
把一个新产品推向市场要经过很多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注入。如果企业没有较为充足的科技创新资金，整个社会
的技术进步将无从谈起。
   “创新退税”指工业企业把其销售收入的一个比例（比如3%），称为科技创新税，法定存入国有银行的本企业专
用账户（科技创新账户），当该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活动发生费用后，经本地“法定”专家组认定（确实是科技创新
所发生的费用）后，科技创新账户下的存款可返还给该企业。企业不搞科技创新活动这笔资金就不返还。为了增
加科技创新资金使用的灵活程度，这笔资金可以越年使用，企业间可以相互借贷这的额度搞科技创新活动。作为
过渡性方案可以先从国家、地方重点企业；上市企业等搞起。

2000年我国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是十万亿人民币左右、3%的科技创新税约为三千亿人民币，不到我国每年
总投资的十分之一。

 
2、公共实验室、公共试验车间与科技基础设施的规模使用效率

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人们搞科学技术活动的“必需品”，现代大部分国家都建有大量的公共图书馆免费供国民
使用。实际上科学技术活动所需要的“必需品”不光是图书馆还应有公共实验室、公共试验车间。对于小企业或刚
刚起步的企业就想有一套私有的研发设施是不现实的、也不会有很好的效益；大企业对于种类繁多的研发设施也
没有必要搞“大而全”，出于研发的宏观效率考虑有必要建设一些公共实验室、公共试验车间。公共实验室、公共
试验车间体系的布局要针对本地区的产业特点来建设，疏密要合理，也可以通过和本地的学校厂矿企业进行协
作、共同建设。当然研发活动的“耗材”应由当事人解决。并通过市场解决参与研发活动各种“专门人才”。

 
3、应用技术网与大国优势

任何技术活动都会存在未知，都需要请教。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建设公共应用技术网体系最能体现大国
规模效益。这个体系严格分类成具体的应用技术网站，并进行严格的目录分类，这个体系对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
提高作用巨大。公共应用技术网体系应包括（1）详细的应用技术文字、图片资料。（2）组织众多有丰富经验的
技术人员、工程师（比如说几十万人）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答疑。我国人工成本低，技术人才总量大。这可以形成
我国特有的资源比较优势。（3）在各个专业网、专业栏目中登载各种技术资源信息。（4）通过压低建筑物的销
售价格工程造价比和压低计算机的销售价格生产成本比来建设一批低费用的应用技术网专用的“网吧”来降低我国
的技术咨询成本。

我国超万人的企业很多，这些企业如果建立自己的应用技术答疑网，对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会产生推动作用。
各个大小行业协会都有必要建立本行业应用技术网。

在我国，退休、下岗的高级技工、技术员、工程师数量庞大。在他们中间不乏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才。他们都
是优质的人力资本，有了应用技术网，他们就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众多企业的技术活动降低成本，也会为他
们自己增加收入。

 
4、有利有理有节的支持“核心技术工程”

在八十年代，像彩色显像管、空气压缩机、冷轧薄钣等、到九十年代像轿车发动机、大规模集成电路、万门
程控交换机、微机用的中央处理器等等高技术、高投入、用户多的工程项目可认为是核心技术工程，我国核心技
术产品进口数额大，这不光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而且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刚开始组建时，政府召集在名古屋附近的一些厂商，如：丰田自动织机、雷管厂、仪表厂
等出资入股组建了丰田汽车公司，其中每个厂负责一部分零配件的加工，它们也就成为了丰田公司的配件供应商
和丰田公司的股东。而丰田公司只负责汽车设计、汽车发动机的生产、汽车组装和汽车销售。在此（1）“核心技
术工程”的资本金来源于相关企业，降低了筹资的难度；（2）核心技术企业和配套企业都实现了专业化生产；
（3）无论是核心企业还是配套企业，利益是一致的，有利于企业的壮大；（4）在没有“你死我活”的企业兼并情
况下实现了企业资本重组、升级；（5）原先是老板的还是老板，原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是什么都没有关系。这是
一个多赢的范例。政府在此的作用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资本集中、成本等）要求诱导企业。如果没有政府有效
的诱导，那些分散的企业，独资要想搞核心技术工程恐怕要等几十年。或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

北京的PC生产厂家有科学院的联想、北大的方正、清华的同方等等，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是国内的第一、
第二和第三，国内市场占有率的和超过一半。虽然它们在十几年中分别所创造的辉煌业绩都可圈可点。但是它们
之间在相互竞争；在科研上它们做着很多重复的工作；它们把附加值较高的CPU让给英特尔公司、操作系统让给
微软公司。我国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它们如果联合肯定能够加快在核心技术领域中的突破；如果它们联合更
有利于降低成本、有利于开拓海外市场、有利于向PC制造业的两端延长产业链。

诱导它们合作至少可以作如下事情（1）核心技术工程的资本金由几个、几十个重要用户入股形成。（2）各
主要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科研和重点企业的核心技术攻关结合的更紧密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中不光有一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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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科技队伍，而且高校、科研院所中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学习周期或连起来的学习周期能适应于各种核心技
术产品的开发周期，能为核心技术攻关降低成本。（3）政府在不违反WTO规则范围内，以财政补贴、贴息、减
税等方式对核心技术工程予以支持。
    据“主要参考文献2”中所述：科学研究事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事业等科教产业所形成的增加值中有七成
以上是人工成本。也就是说科教事业、产业，对人工成本低、人才众多的我国有明显的资源比较优势，另外我国
幅员辽阔，科技推广的规模优势也非常显著。我国是一个积累率非常高、经济资源闲置较为严重的国家，我国有
必要、也有可能加大科教事业、产业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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