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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技术变迁方式转变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龙少波　张梦雪　陈　路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与特有的国家强控制力优势，我国经济

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这种外源性的技术进步在带来经济“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不利于经

济“质”的提升，并造成了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不平衡问题，阻碍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原

发式技术进步方式通过“供需再平衡机制”、“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新旧动能转换机制”能有效

地驱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进而促进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
因此，当前中国式技术变迁需要从第Ⅱ阶段（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向原发式进步方式过渡的阶

段）向第Ⅲ阶段（以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为主的阶段）转变，这是实现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成功转换的关键。
关键词：经济高质量发展；原发式技术进步；引进式技术进步

一、引言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 新 是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的 源 泉。改 革 开 放 以 来，依 托 引 进 式 技 术 进

步 方 式，我 国 经 济 发 展 取 得 了 举 世 瞩 目 的 成 就，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 的 年 均 经 济 增 速 高 达１０％以 上，创 造

了“中国经济增长奇 迹”。然 而，近 年 来 我 国 经 济 增 速 明 显 放 缓 并 进 入 换 挡 期。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指

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明确提 出 要“坚 定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值得注 意 的 是，在 过 去 几 十 年 里，引 进 式 技 术 进 步 在 带 来 我 国 经 济 总 量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各种结 构 性 矛 盾 和 不 平 衡 问 题，已 难 以 适 应 新 时 代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要

求，我国亟需加快从以引进式技术 进 步 为 主 转 向 以 原 发 式 技 术 进 步 为 主 的 技 术 变 迁 方 式。因 此，有

必要深入探讨并厘清原发式技术进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 内 在 机 制，从 而 从 技 术 变 迁 视 角 为 实 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技术变迁方式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部分研究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全要素生产率（张月友等，２０１８；刘思明等，２０１９）和劳动生产率的

提升（陈诗一和陈登科，２０１８）。王蕴等（２０１９）指出高质量的供给体系、高效率的投入产出、高稳定性的

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王慧艳等（２０１９）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涵盖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

动力三个方面。还有一部分学者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解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指出经济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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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就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发展（杨伟民，２０１８；逄锦聚等，２０１９；高培勇，

２０１９）。从商品二重性出发，金碚（２０１８）提出高质量就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

价值。综上，已有文献从多方面阐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但绝大部分研究都将经济高质量发展视

为一个静态目标，而未考虑其动态作用机制与过程。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结合十九大报告及２０１９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阐述，将经济高质量发展视为一个需要通过质量、效率

和动力三大变革，最终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目标的动态过程。① 本文试图从中国式技

术变迁视角出发，分析原发式技术进步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以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政策建议。
（二）开放条件下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方式

开放条件下，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方式主要包括引进式技术进步与原发式技术进步（陈璋和唐兆

涵，２０１６）。其中，引进式技术进步是指，后发国家通过购进国外先进设备、专利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实

现技术进步的一种外源性技术变迁方式。而原发式技术进步则是指后发国家通过本国内部自主创新获

取先进技术，从而实现技术追赶的一种内源性技术进步方式。两种技术变迁方式具有不同特征、优劣势

和适宜时期，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不同影响（见表１）。
表１　引进式与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对比

引进式技术进步 原发式技术进步

技术变迁性质 外源性 内源性

实现途径 购进国外先进设备、专利及外商直接投资 国内自主研发与创新

劳资分配偏向性
资本是技术进 步 的 主 要 载 体，具 有 强 烈 资 本

偏向性
高素质劳动力是技术进步的关键，更具劳动偏向性

优劣势
优：技术进步周期短、风险小、见效快 优：技术自主性强

劣：技术进步受制于人；引进空间受限 劣：技术进步周期长；研发存在风险

适宜时期
经济发展水平 较 低、工 业 体 系 尚 未 建 立 和 健

全、与先发国家技术前沿差距较大时期

经济水平大幅提升、工业化体系较完备、与先发国家

技术前沿差距较小时期

对经济发展的

影响

增速：高速增长 增速：增长放缓

结构：供需结构失调、经济结构失衡 结构：供需结构平衡、经济结构优化

质量：较低 质量：较高

　　从劳资分配偏向性来看，引进式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资本偏向性，而原发式技术进步则更具劳动偏

向性。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先进技术蕴含于物质资本之中，技术变迁的主要载体是物质资本，后发

国家的技术追赶依赖于设备引进及其引发的后续固定资产投资，故引进式技术进步具有强烈的资本偏

向性。而原发式技术变迁方式下，由于自主研发需投入大量人力资本，高素质劳动力成为技术进步的关

键，因而原发式技术进步更具劳动偏向性。

从优劣势来看，引进式技术进步具有技术进步周期短、风险小、见效快的优点，但存在后期技术引进

空间缩窄及技术引进受制于人的劣势；原发式技术进步具有技术自主性强的优势，但技术进步周期长且

存在各种不确定性风险。

从适宜时期来看，对后发国家而言，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适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体系尚未

建立健全、与先发国家技术前沿差距较大的时期；原发式技术进步则适用于经济水平已大幅提升、工业

化体系较为完备、与技术前沿差距较小时期。原因在于，早期采用周期短、风险小、见效快的技术引进方

式，后发国家能快速提升生产力并促进经济增长。若一开始就采用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关起门对发达

国家已有技术进行重复自主研发，可能耗费大量成本并错失高速追赶先发国家的良机。而当后发国家

工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大幅提升，并与先发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时，为避免陷入技术引进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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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随着实践的深化，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也愈发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本文主要从经济视角出发对高

质量发展进行阐述。



依赖”，后发国家应逐渐转向以原发式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
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引进式技术进步能带来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但易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和

较低经济质量；而原发式进步方式下，虽然短期内经济增长缓慢，但能促进供需平衡和经济结构优化并

带来较高的经济质量。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先进技术的引入能迅速提升国内产出能力，从而在短时

间内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但由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路径可借鉴，企业会同时看好并引进同类技术造成重

复投资和产能过剩，引致系列结构性不平衡问题而缺乏经济质量。原发式技术进步下新技术研发及转

换周期较长，因而短期内经济增速可能有所回落，但创新技术一经应用和推广将优化整个经济结构，从

而促进经济协调发展。①

三、开放条件下中国式技术变迁路径转变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进步方式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以引进式技术进步为主，而
约在２０１０年之后，处于从引进式向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转变的过渡阶段。② 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后发

国家，中国技术进步与国家强控制力有关（袁江和张思成，２００９；张超和陈璋，２０１１），因而称为“中国式技

术变迁”，并区分为中国式技术变迁Ⅰ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与Ⅱ阶段（２０１０年－至今）（陈璋，２００７；方福

前和邢炜，２０１７）。
（一）中国式技术变迁Ⅰ阶段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受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我国技术变迁方式主要以引进式技术进步

方式为主，加之国家利用在官员晋升、土地和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强控制力优势，加快技术引进并强化引

进效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技术变迁Ⅰ阶段③。
我国的引进式技术进步主要通过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来实现（陈璋，２００７），因此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是代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的主要指标。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０年以前，我国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总体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后高位小幅波动的态势，但在２０１０年之后，该指标大幅下滑。这表

明，２０１０年之前中国式技术进步方式以引进式技术进步为主，并且在国家特有的强控制力优势的助力

下，引进式技术进步效果进一步得到强化。
其一，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强化引进式技术进步效果。官员绩效考核以ＧＤＰ为目标增强了地方

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并加快技术引进。一是，地方政府有动力激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专利并吸引

国外直接投资以快速提升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从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而且，技术引进所要求的配套

设备、厂房和宿舍建设会进一步引致投资和经济增长。二是，为改善技术引进的投资环境，地方政府有

动力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建设从而引发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并通过上下游联动带动当地其他产

业发展，这一乘数效应进一步放大了经济增长效应。
其二，土地公有制下土地用途转换机制强化引进式技术进步效果。一方面，中国特有的城市土地国

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有利于地方政府快速改变土地用途，从而实现对当地工业园区、交通等

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设计，为先进技术的引进与落地提供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具比较优势的硬件环境。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对用地性质进行区分来压低技术引进企业的用地成本，进一步强化引进式技术

进步效果。
其三，劳动力基本素质快速提升机制强化引进式技术进步效果。政府通过基本医疗保障、扫盲和九

年义务教育等制度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了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并提供了全球最大规模、具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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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引进式和原发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在下文中通过中国实际情况详细分析。

将２０１０年作为我国技术变迁方式的分割点主要是因为在２０１０年以后，代表我国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的主要指标———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明显下滑。此外，方福 前、邢 炜（２０１７）研 究 发 现 我 国 引 进 技 术 消 化 吸 收 经 费 支 出 大 致 在２０１０年 开 始 下 滑，因 此 也 作 出 了

２０１０年为中国技术进步模式转变的分割点的判断。

其他后发国家也曾实施过引进式技术进步以实现经济追赶，但 成 功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较 少，主 要 为 东 亚 的 日 本 和“四 小 龙”等。但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体制与中国大陆不一致，也使得其引进式技术进步与中国有所区别。



本文化素质的低成本健康劳动力。① 大规模优质廉价劳动力与引进 技 术 相 结 合 生 产 了 有 竞 争 力 的 产

品，进一步强化引进式技术进步效果。
（二）中国式技术变迁Ⅱ阶段

在中国式技术变迁Ⅰ阶段，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国内外环

境的转变，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式技术变迁方式进

入第Ⅱ阶段。
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０年及之后，表征我国引进式技术进步的主要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大幅下滑，而与此同时，表征我国原发式技术进步的两大指标———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Ｒ＆Ｄ）投入强

度（见图２左轴）②、万人专利拥有量在２０１０年之后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特别是万人专利拥有量

的增速明显加快（见图２右轴）。这表明，２０１０年至今，中国式技术变迁方式已经从以引进式技术进步

为主的Ⅰ阶段进入了引进式技术进步向原发式技术进步过渡的Ⅱ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内

外部环境的转变，从而催生了中国式技术变迁路径的转换。具体来看：

图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图２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Ｒ＆Ｄ）投入强度与万人专利拥有量

　　一方面，内部环境变化催生我国转变技术变迁方式。一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差距日渐缩

小，技术引进的空间逐渐缩小。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技术差距是影响技术引进效率的重要因素（宋林和

郭玉晶，２０１６）。刘霞辉构建的后发国家技术引进函数Ｂ＝
ＢＨ

１＋［ＢＨ／Ｂ０－１］ｅ－βα
证实了后发国家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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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１９４９年的３５岁提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７０岁，带来了身体健康的劳动力供给。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

据，中国文盲率从１９４９年的８０％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３．６％，保证了规模庞大劳动力的基本文化素质。

此处的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Ｒ＆Ｄ）投入强度为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Ｒ＆Ｄ）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术引进过程为一条右倾Ｓ型曲线。① 这表明当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进步十分迅

速；而当技术差距逐渐缩小时，受技术引进资金成本及技术输出国转让壁垒影响，后发国家技术引进空

间收窄。二是，２０１０年以来，引进式技术进步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经济结构性不平衡问题愈

发尖锐并直接影响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致使我国技术进步方式转变。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变化亦倒逼我国技术进步方式转变。过去我国生产力落后，不具备与发达国家

竞争的能力，加之我国劳动力丰富且廉价，发达国家能从对华技术输出中获取巨额利益。但随着我国巨

大经贸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经济变化会牵动先发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近年来，

出于维护自身国际地位和垄断利益的需要，美国等先发国家频繁对我国设置各种显性和隐性技术输出

壁垒，严格控制高新技术的对华输出，企图从上游供应链遏制我国技术进步。外部环境的变化致使我国

技术引进便利逐渐消失，并面临着上游生产供应链断裂的经济风险，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技术进步方式的

转变。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技术变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较为显著②。因此，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

引进式技术进步成为我国技术变迁的主要方式，结合国家强控制力优势，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但也给我

国带来了各种经济结构性问题。
（一）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ＧＤＰ年均增速高达１０％以上。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主要归

因于我国长期采取引进式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并依靠国家制度优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技术变

迁Ⅰ阶段。在此阶段，强大的供需“双重效应”共同驱动经济高速增长。

一方面，中国式技术变迁通过供给效应驱动经济高速增长。１９７８年以来，通过不断购进国外先进

设备、专利，并综合运用税收、金融、土地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依托国家强控制力优势统一调

配有限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我国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先进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先进技术与优质廉价

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相结合，快速提升了本国生产供给能力，从生产供给角度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式技术变迁通过需求效应驱动经济高速增长。一是，技术引进带来的设备、厂房、基
建等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加拉动经济快速增长。（１）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机器设备投资和厂房投资

增加，且地方政府为引进技术不断推动工业园区、道路等基础设施投资；（２）购进先进设备带来国内设备

安装和配套设施投资增加；（３）购买国外专利需将其在国内转化为机器设备以形成生产力，由此带来了

机器设备和厂房投资的增加。二是，引进技术与国内优质廉价劳动力和优惠财税、土地政策相结合，生

产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并且，成本优势使得我国成为先发国家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其部分内需转

化为我国外需，二者共同作用带动了我国出口需求和经济的增长。③ 可见，在中国式技术变迁Ⅰ阶段，

技术引进下投资和出口的“双轮驱动”从需求侧拉动了经济高速增长。
（二）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

在中国式技术变迁Ⅰ阶段，引进式技术进步带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造成了经济创新发展

动力不足、供需结构失调、生态环境恶化、产业链附加值低和劳资收入分配失衡等结构性问题。

其一，引进式技术进步容易引致技术依赖，创新发展动力不足。一般而言，在引进式技术进步下，先
发国家维持技术垄断优势的最优策略是输出本国成熟技术，并保留最前沿关键核心技术，而后发国家则

只能被动接受相对国内较为先进的技术。如此反复，后发国家易形成“路径依赖”并养成不愿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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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该式中，ＢＨ 为先发国家前沿技术水平；Ｂ０ 为后发国家初始技术水平，α表示技术引进国家投资中用于学习技术的部分。

技术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生产力水平差距。以钢铁为例，１９８２年我国钢铁产量仅为３７１６万吨，在引进日本现代钢铁技术

后，截至１９８９年我国钢铁产量增加至６１５９万吨，增幅高达６５．７％。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我国出口占ＧＤＰ比重总体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在２００６年达到３５．４％的峰值。随后虽有回落，但截至２０１０
年该比重仍然高达２５．７％，比１９７８年高出２１．１个百分点。



的惰性，从而在关键技术上被“卡脖子”，并长期陷入跟跑的僵局。１９７８年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在ＧＤＰ
绩效考核制度下，为谋求短期经济高速增长从而获得更大的升迁机会，地方政府通过竞争性的财税、土

地等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而由于自主研发周期长、风险大、见效

慢，地方官员相对缺乏内在激励对技术创新进行政策扶持，致使企业外在创新动力不足。从企业自身来

看，为抢占市场先机，本土企业均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进先进技术投产而缺乏内在创新动力，最终引

致经济创新发展动力不足，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下创新目标的实现。
其二，引进式技术进步致使我国供需结构失衡，协调发展动力不足。一方面，引进式技术进步造成

国内供给结构失衡。作为后发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先发国家工业化经验发展本国经济成为我国

的占优选择（林毅夫和张鹏飞，２００５）。但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地政府和厂商易同时看好并引进同类技

术而导致技术引进和投资“潮涌现象”（林毅夫，２００７），致使技术引进和产业承接高度同质化，最终导致

产能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结构性失衡。前期，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和承接的大多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资

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化工等，技术引进和产业发展同质化加上创新动力不足，导致我国产品供给缺乏

多元性、同质化现象严重，最终造成供给结构失衡。
另一方面，引进式技术进步致使我国需求结构失衡。如前所述，在中国式技术变迁Ⅰ阶段，引进式

技术进步带来了我国投资和出口需求大幅增长。然而，引进式技术进步以先进的资本为载体而具有强

烈的资本偏向性，并致使资本报酬严重挤压劳动报酬，最终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如图１所示，在中国式技术变迁方式Ⅰ阶段，投资和净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总体呈上扬态势，而最终消费

占ＧＤＰ的比重却在波动中不断下跌。可见，引进式技术进步下，我国最终形成了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

“双轮驱动”、消费增长乏力的需求结构失衡格局。
此外，供需各自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导致供需间的结构性失衡。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显著提

高，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日趋个性化、多元化，消费分层和异质性特征明显。然而，引进式技术进步下，我

国供给侧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加之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无法适应我国消费需求升级与分层

的典型事实，致使大量中高端消费外流，最终导致供需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图３　三大需求占ＧＤＰ的比重

　　其三，引进式技术进步导致我国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绿色发展。开放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技术

转移等不仅是我国技术引进的重要途径，也是先发国家转移环境污染的重要渠道。英国伦敦烟雾事件、
美国多诺拉事件等工业化进程中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使得发达国家愈发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各
国纷纷加快环境保护立法，其内部大量低附加值“三高”产业被迫转移。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展工业

化的强烈技术引进需求以及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则为发达国家电力、冶金、石化等“三高”产业的转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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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契机和条件。加之，此前国内技术引进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而非环境影响，绿色壁垒机制尚不健

全，中国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产业的承接地。“三高”产业规模不断扩张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严

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
其四，引进式技术进步致使我国产业链附加值低并面临断裂风险，开放发展获益不足。从产业层面

来看，我国技术引进伴随着对发达国家边缘技术和产业的不断承接（周晓波和陈璋，２０１９）。由于具备丰

厚价廉的劳动力，我国引进的产业也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加工业为主。随着外商投资与产业承接

规模的扩大，中国日渐成为“世界制造加工厂”并长期处于“微笑曲线”中间环节。由此导致我国产业长

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不利于改善贸易条件从而在开放发展中获益不足。此外，由于关键核心技术为

先发国家所有，一旦出现冲突，我国下游产业将面临较大的供应链关键环节断裂的风险，从而加剧我国

开放经济的不稳定性，阻碍我国开放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其五，引进式技术进步导致劳资收入分配不均，不利于共享发展。引进式技术进步下，资本成为先

进技术的主要载体，这一强烈的资本偏向性使得资本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过高并挤压劳动

报酬份额（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０７；龙 少 波 等，２０２０；Ｂｅｎｔｏｌｉｌａ和Ｓａｉｎｔ－Ｐａｕｌ，２００３）。如 图４所 示，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代表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外资利用、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增速以及所引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均呈

上升态势，但劳动报酬占ＧＤＰ的比重却不断下滑，虽然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有小幅回升，但仍低于该时段

初始水平。事实证明，引进式技术进步下劳动报酬份额受到挤压，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缓慢并滞后

于投资增速及ＧＤＰ增速，因而技术进步增加的物质财富也就无法惠及广大劳动者，从而不利于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共享目标。

图４　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和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增速与劳动报酬占ＧＤＰ比重

　　综上所述，引进式技术进步在带来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不利于经济质量的提升，我国技术

变迁方式亟待从引进式为主向原发式为主转变。①

五、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当前，引进式技术进步受到掣肘，而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供需再平衡机制”、“资源优化配置机制”、
“新旧动能转换机制”能有效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见图５）。其一，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供需再平衡

机制”驱动供需结构质量变革，促进供需结构协调，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与共享目标。其

二，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机制”驱动资源配置效率变革，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

享和绿色目标。其三，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新旧动能转换机制”驱动经济增长动力变革，有利于实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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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其发展的重点和历史选择，后发国家的发展前期需要“量”的急剧扩张，在后期才有机会再谈“质”

的优化提升。不能因为引进式技术进步没有优化经济质量而否定其创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历史性重大贡献。



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绿色和开放目标。
（一）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供需再平衡机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供需再平衡机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原发式技术进步驱动供给

结构和需求结构质量变革，协调并优化供给和需求结构，促进供给与需求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供需

内部结构的质量变革与协调将进一步驱动供需之间的再平衡与协调，从而促进经济协调并让发展成果

惠及更多群体，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与共享目标。具体来讲：

图５　原发式技术进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第一，原发式技术进步驱动供给结构质量变革与协调。在供给侧，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提升产品质

量和促进产品多元化，驱动供给结构内部质量变革，协调并优化供给结构。其一，原发式技术进步下，关
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供给带动产品供给质量显著提升。一方面，落后生产工艺向新兴生产工艺的转变

能有效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创新技术用于产品质量检测、监管环节，能减少劣质产品流入消费市场

进而保证产品的质量。其二，原发式技术进步下，中高端核心技术、颠覆性创新技术供给的增加，将有效

增加中高端产品和新产品的供给，改变当前低端产能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的局面。其三，相对于引进

式技术进步，原发式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技术更具异质性、多元性和分散性，有助于创造和提供异质化、
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改变当前结构单一、同质化严重的供给体系。

第二，原发式技术进步驱动需求结构质量变革与协调。在需求侧，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报

酬占比以及供给端自主创新的引领作用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协调并优化需求结构、提高需求质量。一

是，与具有强烈资本偏向性的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相比，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在劳资分配方面更具劳动

偏向性。相应地，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高需求决定了相对较高的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份额的提升将改善

当前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报酬过高的不合理格局，并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需求，改变当前我国消

费需求在总需求中占比过低的现象。二是，供给结构内部质量变革带来的中高端产品、新产品供给的增

加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将通过改变消费供给环境激发居民潜在消费需求并创造新消费需求。消费需求

的增长将促成形成国内强大市场（何立峰，２０１９），降低我国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促进我国经济

总需求的结构协调和质量提升，并增强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三，原发式技术进步驱动供需间结构的协调。供需结构内部的质量变革与协调通过触发供需间

的再平衡与匹配机制，能进一步驱动供需协调。一方面，供给结构质量变革带来的产品质量提升、中高

端供给的增加与释放的居民潜在消费需求的匹配，将改变供需间的结构性错配；另一方面，供给体系的

异质化、多元化与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分层及异质性客观需求的匹配，将进一步促进供需间结构的协调，
从而为经济协调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并畅通经济大循环，促进经济量与质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的协调目标。并且，经济的协调发展将促进经济保持稳定的高质量增长，从而创造更多的物质财

富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体，最终实现经济协调与共享发展的双赢。
（二）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机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一方面能有效驱动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变革，实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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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目标；另一方面能有效驱动劳动生产效率变革，促进物质财富积累并有利于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共享目标。具体来说：

其一，原发式技术进步驱动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变革，实现绿色发展。马克思早在其技术创新理论

中就提及了创新技术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虽未曾详细阐述技术创新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机理，但马

克思曾指出：“在生产过 程 中 究 竟 有 多 大 一 部 分 原 料 变 为 废 料，这 要 取 决 于 所 使 用 的 机 器 和 工 具 的 质

量。”（马克思，２００４），也就是说资源的节约与循环经济的建立，离不开各种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与突破。

原发式技术进步带来的绿色创新技术的应用将有效提高资源利用及配置效率，进而减少废弃物的排放

并提高其回收及再利用率，促进集约型生产模式的形成，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保障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其二，原发式技术进步驱动劳动生产效率变革，实现共享发展。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

的发展决定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原发式技术进步下的新技术即是一种生产力，其在生产过程中的

应用将改变并优化原有的生产组合方式，促进劳动生产效率提升。随着技术创新从单个产业扩散至整

个经济领域，社会化大生产将得以进行，并驱动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变革和促进物质财富积累。在公有

制经济体制下，物质财富总量的增加又将以财政支出等形式进入民生领域，并通过扶贫和完善教育、医

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进而推动共享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新旧动能转换机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原发式技术进步将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和促进新旧产业融合，进而在“新旧动能转换机制”作用下驱动经济增长动力变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中创新、绿色和开放目标的实现。

其一，原发式技术进步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创新发展。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是

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在当前我国老龄化加剧、刘易斯拐点来临和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下降

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主要来自原发式技术进步。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Ｙ＝ＡＦ　Ｌ，Ｋ（ ）为

例，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条：其一，增加要素投入，即增加上式中Ｌ和Ｋ 的投入量；其二，改变生产方式，

即改变上式中的Ｆ ；其 三，提 高 全 要 素 生 产 率，即 提 高 上 式 中 的Ａ ，而Ａ 的 提 高 主 要 源 于 技 术 进 步

（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因此，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本身即是一种新增长动能，其带来的自主创新技术的不断

涌现和转化能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本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外推，赋予经济增长新动能。而经济的

发展又能通过市场需求刺激技术创新，如此循环往复将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盛朝迅，２０２０）。

其二，原发式技术进步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和绿色发展。原发式技术进步下突破性技

术的应用，有助于打破传统产业现有的“天花板”并带来增长新动能。具体来看，创新技术在一个传统产

业部门的应用将引发该部门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的变革，并通过局部到整体的“扩散效应”和
“连锁效应”引起整个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张勋和乔坤元，２０１６），从而打破其现有的“天花板”并创造新

的利润增长空间。当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时，超额利润趋近于零，理性厂商的最优选择是加大投入进行技

术创新以形成独特优势，从而创造新的超额利润。随着这种良性互动，传统产业将不断走向智能化、现

代化并重塑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供求基本饱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逆势上扬（黄汉权，２０１８），最终实

现创新发展。此外，原发式技术进步下各种清洁和循环生产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尤其是在“三高”产

业，将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能耗，进而通过传统产业的增长动力变革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其三，原发式技术进步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实现创新发展。技术创新是培育和壮大新动能

的根本动力。原发式技术进步下的技术创新将催生各种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进而促进新旧动能接

续转换并实现创新发展。一是，通过自主研发获取的新技术在逐步的工程化与产业化过程中，其自身就

能形成一种新产业并成为一种新动能。并且，原发式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型通用性技术通常具有高渗透

性和高关联性，这意味着其具备强大的扩散能力，能打破新旧产业间的技术边界并建立新的技术经济联

系从而推动新旧产业融合。融合后的产业作为一种新产业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二是，原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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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技术还会颠覆已有产业的销售渠道和服务模式，催生新兴商业模式和业态。近年来，
“互联网＋”技术在零售、医疗、教育等产业中的应用便是很好的佐证。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发

展壮大将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和更低廉的成本激活并整合社会闲散资源，实现供求之间的资源对接与高

效匹配（宁朝山，２０１９），从而在动力变革之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目标。
此外，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驱动经济增长动力变革还有助于我国迈向开放新格局。原发式技术进

步下，创新技术的应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培育壮大带来的增长动力变

革，均有助于我国产业重塑核心竞争力，并推动其从“微笑曲线”中间环节迈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两

端。并且，在上下游及内外联动作用下，产业间的纵向和横向联系以及内部联系将带来复合经济效应

（Ｉｓａｒｄ和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２００３），推动自身从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从而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下开放目标的实现。

六、政策建议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采取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并结合国家强控制力制度优势，我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奇

迹。然而，引进式技术进步也带来了各种结构性矛盾和不平衡问题，已难以适应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而原发式技术进步通过“供需再平衡机制”、“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新旧动能转换机制”能有

效驱动经济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新时代的技术进步需从中国式技

术变迁方式Ⅱ阶段逐步转向以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为主的Ⅲ阶段，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上

述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在当前技术进步方式在加快向原发式技术进步转变的过渡阶段，应注重原发式与引进式技术

进步的协调配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加快转向以原发式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转变，但从客观现

实来看，当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高，高端研发人才仍然较缺乏，加之原发式技术进步投资周期长、
见效慢、风险高，可能出现高投入无产出的结果。因此，基于我国仍处于中国式技术变迁Ⅱ阶段的事实，
当前不应完全放弃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而应采以原发式技术进步为主、引进式技术进步为辅相结合的

技术变迁方式，从而实现中国式技术变迁方式的平滑转变，避免给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过大震荡。但在

此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贯彻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引导加快转向以原发式为主的技术变迁步

伐，从而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其二，坚持有效市场培育与有为政府调控相结合，为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提供内外激励。一方面，

要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在创新激励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决定要素价格形成，促进

劳动力、技术价格及报酬合理化，从而为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提供内在激励。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

府“有形之手”的调控作用以激励自主研发。一是，转变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将绩效考核重点从ＧＤＰ转

向自主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为地方官员加大创新投入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激励和制度

保障。二是，加快转变政府在技术变迁激励机制中的调控方向与着力点，在优惠政策制定上向原发式技

术进步倾斜，通过财税、金融和土地等支持政策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提供激励；三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消除其自主研发的后顾之忧，从而壮大原发式技

术进步力量。
其三，促进人口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原发式技术进步的关键是高素质人才，为此要特别

注重推动大国人口资源优势向高素质人力资本优势转变。一方面，通过财政支出加大对全社会教育事

业的投入，提高全社会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要优化教育结构和深化教

育体制改革。在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同时要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创造能力的高素质劳动力，进而建设一支门类齐全的高科技人才队伍，形成原发式技术进步的

根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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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３１．
［２８］Ｉｓａｒｄ，Ｗ．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Ｅ．Ｗ．，２００６，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ａｌｉｓｉｓ，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２）：１９－３３．
［２９］Ｓｏｌｏｗ，Ｒ．Ｍ ．，１９５７，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ｓ，

３９（３）：３１２－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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