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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同时 内生 国外模仿与 自主创新的 增长模型
,

假定异质型人力资本在两种技术

进步模式中具有不 同的效应
,

分析 了在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约束条件 下后发 国技术进步模式

的决定及技术政策效应 分析表明 后发 国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取决 于技术差距和 两种人力资

本的构成比例 在人力资本的约束下
,

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效应取决 于技术差距 其政策含义

十分明显 后发 国应 当根据研发资源和技术水平选择适宜的主导技术进步模式
,

科技政策应体

现行业和 区域主导技术进步模式的差异性
,

并根据主导技术进步模仿变化体现其动 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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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

划纲要 》明确提出
“

把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

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
、

转变增

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

这意味着 中国作为后发大

国
,

其技术进步模式将是技术引进
、

模仿与 自主创

新的有机结合
,

并逐步实现从技术引进
、

模仿为主

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 那么如何处理好这两者

之间的关系以有效促进技术进步 特别是有限研

发资源如何在模仿与创新之间分配
、

以及鼓励技

术进步的政策如何在两种技术进步模式间权衡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对我国
“

建设创新型国家
”

的实践指导上都有重要意义

由于全球研发高度集 中在几个少数发达 国

家
,

发达国家研究与开发的投人 占到其国内生产

总值的 一 ,

占世界研发总支出的
,

后

发国家与领先国在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上存

在巨大差距
,

因此对国外技术的吸收与模仿被认

为是后发国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式
’

,

,

传统

南北技术扩散理论着重研究了国际技术扩散对后

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

认为后发国可 以通过技术

模仿使得其经济有条件收敛于技术领先 国〔’川

但问题是
,

根据传统南北技术扩散理论
,

由于研发

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北方创新与南方模仿的研发

分工模式
,

使得北方国家在
“

干中学
”

产生 了更多

的内生技术进步
,

并随时间推移强化这种优势
,

这

样会导致南北经济增长和技术上的永恒差距 虽

然 「’」等探讨了在出现重大基础技术革新等

条件下可能会出现后发国技术
“

蛙跳
” ,

导致后发

国技术地位的变化 但由于这一理论的一系列严

格的假设条件使得后发国技术领先地位的实现成

为
“

可望而不可及
”

的事 所 以
,

世界经济各国的

技术地位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大的变

化
,

实践表明后发国并不能仅仅通过模仿实现对

领先国的技术赶超 而实现技术赶超的关键就是

实现技术进步模式从技术引进
、

模仿到 自主创新

的转变
,

并应处理好技术引进
、

模仿和 自主创新的

关系 〕但由于传统南北技术扩散模型都假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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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只进行模仿
,

没有创新能力 「’
,

〕,

所以并没

有考虑在不同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和要素察赋结构

下后发国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型与选择问题
,

以及

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在模仿与创新之间如何权衡

的问题 部分内生增长文献同时内生 国外模仿和

自主创新
,

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在模仿与创新之

间的权衡问题
,

其基本观点是 后发国应根据技术

发展水平选择适度知识产权保护 〔’
,

’。

金麟沫 川 指 出
“

引进
、

吸收
、

提高
”

和
“

从模

仿到创新
”

是发展 中国家技术学习
、

技术追赶的

一般过程 但技术进步模式及其转型的决定因素

是什么 「” 〕等初步讨论了后发国技术进步

的三阶段
,

即专业化模仿
、

模仿与创新
、

专业化创

新
,

认为技术进步模式的决定及其转型取决于模

仿的相对容易度和相对人均知识资本存量 但没

有考虑研发资源的有限性
、

要素察赋结构和技术

差距对技术进步模式影响 鉴于研发资源的有限

性
,

需要合理利用
、

优化配置研发资源以有效促进

技术进步 周寄中等 ” 认为需在国家创新系统内

优化配置有限科技资源 同时
,

根据潘士远
、

林毅
夫

’‘ 〕以及陈涛涛仁‘, 〕的研究
,

技术差距也是影响

对国外技术吸收与模仿
、

进而影响技术赶超的重

要因素
’ 〕也认为由于技术差距导致的技

术能力和技术机会的差别也是影响技术进步模式
选择及其转型的重要因素 邵云飞

、

谭劲松
’ 〕探

讨了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形成机理
,

结果表明我国

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差异很大 并且技术模仿是

大多数区域和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 〔’ 〕 这就

可能在各区域和产业
,

由于其研发资源和技术能

力的差别引致了不同的主导技术进步模式
,

那么

研发资源的分配以及科技政策也应当体现各区域

和产业主导技术进步模式的差异性

然而
,

现有对后发 国技术进步模式决定及其

转型的研究相当有限
,

并且即有相关研究的共同

点是在刻画技术进步时
,

认为人力资本在不 同技

术进步模式中的作用是相同的
,

而忽略了对异质

型人力资本在模仿与创新中的不同作用 事实上
,

基于人力资本的异质型特征
,

不同类型人力资本

的作 用 会 有 所 不 同 和 ” 〕与

等汇’。 , 的实证研究表明
,

高质人力资本对 自

主创新作用更明显
,

而低质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技

术模仿和最终产品生产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

长 和 ” 〕也认为模仿与创

新需要不同类型人力资本
,

非熟练劳动在模仿中

的作 用 更 明 显 本 文 借 鉴 和

的基本假设
,

分析了在技术差距和异质型

人力资本构成这一重要要素察赋结构约束条件

下
,

后发国技术进步模式决定和技术政策的选择

问题
,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经济运行环境

考虑一个 部门的开放分散经济 最终产品

生产部门
、

中间产品生产部 门和研发 部

门 假定经济中只有一种最终产品 产量用 表

示
,

由最终产品部 门提供 与 , 〕分析相

似
,

人力资本总量为给定值 但不 同的是
,

遵循

和 川 的假设
,

所有人力资

本被用到研发部门
,

并且人力资本被分为熟练劳

动 创新型高质人力资本 和非熟练劳动 低质人

力资本 人力资本有两类用途 既可以投人到模

仿活动中
,

也可 以投人到 自主创新活动中
,

这为了

考查在人力资本总量约束下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

问题 整个经济体系运行机制如下 知识资本是研

发部门进行研发的基础
,

研发部门使用投人的人

力资本 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 通过模仿和创

新进行新技术的开发
,

并将新的中间产品设计方

案 用 来表示 出售给下游的中间产品生产商

中间产品生产商使用所购买的中间产品设计方案

和最终产品生产新的中间产品
,

然后将新的中间

产品 用 ‘
表示 再出售给下游的最终产品生产

商 最终产品生产商使用其购买的新中间产品
,

同

时利用土地来生产最终产品

假定最终产品部门利用土地和 中间产品生

产
,

其总量生产函数采用柯布 一 道格拉斯形式
‘

·

厂
一 ‘

式中
,

为后发国中间产品的种类数
,

越大意味

着后发国的技术水平越高
‘ 为第 种 中间产品

数量
,

中间产品被假定是连续的
,

总资本就表示为
、

厂
,

由于本模型是对称的
,

有 、 。为

投人到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的土地
,

被标准化为

为最终产品的产量
,

最终产品 的价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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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
,

即 尸丫 二 由于本模型对于所有种类的中

间品是对称的
,

那么生产函数可写为

厂
‘ 一 ‘ 二

、一

与标准新古典模型一样
,

定义总资本 的积

累 二 一 , 一“ 一 根据生产函数 可知
,

任一种类的中间产品在生产函数中的边际产品为

羡
‘一 ,尤尸

由中间投人品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

可 以得

到任一种类的中间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总量在短期内为外生给定值
’

为领先国技术水

平
, ’ 一 为后发国与领先国的技术水平差距

,

对领先国技术的模仿只是对国内没有的技术进行

模仿
,

即对
‘ 一 模仿 ,

、沪 分别为非熟练人力

资本在模仿和创新生产中的弹性 模仿与创新需

要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
,

与模仿相比
,

自主创新需

要更多的高质量人力资本
,

而低质人力资本在模

仿中比在创新中的作用更大
,

因此
,

可以合理假定
『 沪 ,

即 一 一 沪
,

表示 自主创新较模仿更

密集使用高质人力资本 至此
,

我们完成了对整个

经济运行系统的刻画
一

—根据 ” 〕和 。 ‘丁一单位任一种类型

的中间产品的生产正好耗费一单位的最终产品投

人
,

则生产 单位中间产品的可变成本为
· ,

其

中 为最终产品 的单位价格 则中间产品生产

商的决策规划为

呷 〔
‘

一 」

将式 代人式
,

由一阶必要条件得到中

间产品的垄断定价为尸、 一 ,

将 尸 ,

代人

式
,

得到任一种类中间产品的生产总量为
一 ’

进而有中间产品商的利润

二 。 ·

一 一

帐一
二 。 一 。 守

后发国技术进步模式的决定

根据刻画的经济运行环境
,

分析均衡时研发

资源在模仿与创新之间的分配和均衡时技术进步

率 为分析均衡时研发资源在国外模仿与 自主创

新之间的分配
,

需要考查研发部门的决策规划 定

义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报酬为
· ,

专利价格为

尸
。 ,

则研发部门的总收益为

尸

假定研发部门是充分竞争性的
,

研发部门开

发新中间产品的设计方案
,

出售给中间产品生产

部门 研发部门利用人力资本从事两种研发活动

国外模仿与 自主创新 遵循 , 。 和
” 〕、

等 最新的内生增长文献
,

技术进步被假定为国外模仿和 自主创新的线性

函数

二 刀此 之
一 『 ’ 一 十 扛 州

一华

’ , 二 ,

甲

式中
,

为技术知识的增量
,

刀 和 若分别为研发部

门从事国外模仿和 自主创新生产效率参数 和
,

分别为投人到国外模仿和 自主创新生产中的非

熟练人力资本量
, , 、

分别为投人到国外模仿

和 自主创新生产中的熟练人力资本量 人力资本

刀 艺二
一“ ’ 一 若了

一卯

」

根据 ” 和 。 ,

研发市场的充分

竞争性假设决定了技术的专利价格应等于中间产

品垄断生产者所能获得收益的贴现值
,

并假定实

际利率 不随时间 ‘ 变化
,

根据式
,

则有
。

二 ’
二 〔一 · · 〕

上。
一 二

研发部门的总成本为
工

则研发生产商的决策规划为
乙

仪
,

、 ·

” 艺 二
一 『 ‘ 一 私

一‘

」

「 巩
,

」

令
, 二 , , ,

可定义为后发国

相对于领先国的技术水平
,

也体现技术差距
,

即

越大
,

技术差距
‘ 一 越小 根据一阶必要条

件
,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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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一 私

一‘

」

「 巩
,

」

令
, 二 , , ,

可定义为后发国

相对于领先国的技术水平
,

也体现技术差距
,

即

越大
,

技术差距
‘ 一 越小 根据一阶必要条

件
,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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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技术差距恒定时
,

人力资本构成对技术进步

模式的影响 根据式
,

当
,

经济将

所有创新资源投人到 自主创新的活动中 同理
,

当

后发国将所有创新资源投人到模仿时
,

有 从
,

根据式 巧
,

有

丝 刀 立
田

。。 、 , 。二 。。、 , , 、、 、 。。 。
卜 认凡 、石三江匕 旦产七 目 , 卜味匀 奋 心之

—
, 奥上 口 「几 刀 日 翎

田

⋯
、 ,

一
,

一
, 、 、

, 一 ,

一汀 户
, 、

发资源投人到模仿活动中 若 子
,

, 、 · ,

、

一 、、 材 曰 、 ’ 一

曰 田
一

后发国同时进行模仿和 自主创新 技术进步模式

与人力资本的构成关系如图 所示

在 刀

二 ‘
,

自主创 叨与
尹 模仿 与创新

一

, 丸 厂‘了咖

厂
, 少

吧添了
‘‘

七
护尸

厂 , , , , 二

尸
·

办

间外模仿

粼有

图 人力资本构成
、

技术差距与技术进步模式转型

,

盆盛 硬

如图
,

刀刀 线代表人力资源总约束
,

当总人

力资源中的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比例达到较

高水平时
,

经济专业化于创新
,

而当熟练劳动与非

熟练劳动的比例低于一定水平时
,

经济专业化于

国外模仿

考虑技术差距变化的情形 当技术差距缩小

时
,

若 增大到
’ ,

临界线

中
,

所以当技术差距缩小时
,

投人到自主创新活动

中的资源增加 相反
,

当技术差距更大时
,

从模仿

到模仿与创新
、

再到创新的转型所要求的总人力

资源中的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比例都提高
,

而在模仿与创新同时存在的均衡中
,

由于技术差

距
’ 一 较大

,

使得模仿活动中两种要素的

边 际 产 出
,

即 刀 , 乙犷
一 ,

扩
『 ’ 一 和 刀

。 严
’ 一 都较大

,

从而吸引更多的资源

投人模仿活动中 综上
,

有命题

命题 后发国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型受到创

新型高质人力资本构成 比例和技术差距的影响

创新型高质人力资本构成比例越高
,

技术进步模

式以 自主创新为主
,

缩小技术差距降低了技术进

步模式转型所要求的创新型高质人力资本构成比

例 当后发国同时进行国外模仿和 自主创新时
,

投

人到 自主创新中的资源与技术差距成反 比
,

与熟

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构成比例成正 比

进一步分析均衡时的技术进步率 假定经济

不存在转型动态
,

即在开始经济就达到均衡 根据

式 和 有
、 。 ,

根据 一 ‘
,

令
一 二 一 。

令
,

而 ‘
, · 是常数

,

有

、 、
·

这隐含着 是常数
,

所以有
、

·

因此
,

在均衡状态
,

总消费
、

总产出与技术具有相

同的增长率
、 二

根据式
,

。 一

专
一 ‘ · 。 一

丝 巡工立
, 一 田

根据式 中 万 。 , ,

式 可

化为
一一

一

分别转至

‘

,

。一 。

合
叮田少

专
一 ‘ , ·‘

奇
甲

拭 ,

表示从专业化模仿
,

到模仿与创新并存
,

再到专业

化创新的转型所要求的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

比例都降低 根据式
,

在模仿与创新 同时存

在的均衡中
,

技术差距的缩小
,

使得更多的熟练劳

动投人创新活动中
,

这样会提高 自主创新活动中

非熟练劳动的边际产出 众
,

若切
一 ’

州
一 , ,

从而吸引更多的非熟练劳动投人到 自主创新活动

田 一 「

二丁一一一一一 , 二二 , 一一 , 二丁二二

, 田 一

一一
一

根据
, 一 入

、

有

和式

双 。 一 〕
。 一

再根据式 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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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代入式
,

并根据 的定义

化简有

望立到廷二且
二 。

卫生
。 、 、 、‘

一 住
’

气

再根据式 以及 二 一 鱿 和 。 群粤二尘粤有

甲气 一 住

一 “ ‘ 一 ,

洽
·‘汀一 ,“ ,

考虑技术差距对技术进步率的比较静态效应

右 一 印 ,

曰 二下二二卜一 一 二二二二丁 一二布二一
甲 了

’ ’

,
一一

一

丫月几一︹刁︸司一

由于 , , ,
,

有螟乒
、 ,

当 、 ,

即
一 一 了 ”

‘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 一 ”

叮 时
,

当
,

即 叮

时
, 。 同时

,

根据式 巧
,

假定人力资

本总量及其构成 比例恒定
,

当后发国将所有创新

资源投人到自主创新时
,

有 拭
,

根据式 巧
,

有
。 一 。 一

进而有

如图 所示
,

技术进步率首先随技术差距的

缩小而降低
,

这是因为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
,

即式

中的
’ 一 较小

,

意味着可供后发国模仿

的先进技术选择集也越小
,

后发国利用技术落后

优势获取得的技术模仿收益
,

如 〔‘ 〕所说的
“

技术后发优势
”

就较小
,

模仿领先国先进技术对

后发国技术进步的贡献也随之缩小 但当后发国

专业化于 自主创新时
,

技术进步率随技术能力的

增强而提高 所以有命题

命题 当人力资本总量及其构成不变时
,

技术差距决定了后发国的技术进步模式
,

并影响

技术进步率
,

技术进步率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而

降低
,

但当后发国专业化于 自主创新时
,

技术进步

率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而提高

兀
‘

明 一 汀 。 了 , 一 、

下万 刀田 戈 一 仃
乙

若卜 、 琴
甲一‘ 。。

卜 二

、 , ,

当 兀
‘

时
,

经济专业化于 自主创新 当后

发国将所有创新资源投人到模仿创新时
,

有 ,

,

根据式
,

有

叮
田

螟
印一叮 。『 ‘ 一 叮

乙

‘、 一 甲 , 十 戈了 刀田 、 一 ,

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效应

根据前一部分
,

有了均衡时的技术进步率
,

进

一步
,

现在分析人力资源政策和常用的 大技术

政策对均衡时技术进步率的影响 鉴于人力资本

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素
,

首先考查人力资本察

赋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将
刀 万 乙代人式

,

有
、

以 一 甲 明

时
一甲 一

、 ,

说明经济中总人力资源的增加

会提高经济增长率
,

所 以鼓励人力资本的积累会

促进经济增长 考查当人力资源总量一定时
,

提高

熟练劳动比例对技术进步的效应
,

根据式 有

若
, , 、 , , 。、

万万 忑丫不万 气 一 沪 一 叮又 , 」
’

又

一树

由于 , 沪 ,

显然有 兀 叮 当 叮 时
,

后发国专业化于模仿 当兀 叮
,

后发国同

时进行模仿与创新活动 综上
,

技术差距
、

技术进

步模式以及技术进步率之间的关系如图 所示

当
刀。口 一 , 若

‘
一

‘ 甲口 一甲 时
,

棺
、 ,

其经济意义是
,

在人力资源总量约束

下
,

只有当后发国技术水平达到一定水平时
,

提高

人力资源中的熟练劳动的 比例才有利于技术进

步 相反当
国外模仿

刀。叮 一 , 以 一 树
‘ 一

尹 ,

旷
一甲

’,
图 技术差距

、

技术进步模式与技术进步率

即
,

时
,

棺
、 。 ,

即当技术差距较大时
,

提高熟练

劳动的比例并不利于技术进步 这一结论似乎与

直觉相反 实际上
,

这正体现国际贸易理论中有关

两 部 门 中 要 素 积 累 的
“

罗 伯 津 斯 基 定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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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据
“

罗 伯津 斯 基 定

理
” ,

由于 自主创新较模仿更密集使用高质人力

资本
,

提高高质人力资本的比例
,

会使密集使用

这一要素的部门 自主创新 的产出增加
,

而使另

一部门 模仿 的产出减少 当技术差距较小时
,

自主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模式
,

自主创新中增

加的产出可以弥补模仿中减少的产出
,

从而有正

的净效应 但当技术差距较大时
,

模仿是技术进步

的主要模式
,

所 以这一净效应为负 由此
,

有命

题

命题 人力资本的总量的提高会促进技术

进步 但当人力资本总量一定时
,

只有技术达到较

高水平
、

自主创新为技术进步的主导模式时
,

提高

熟练劳动的比例才有利于技术进步 当技术差距

较大时
,

提高非熟练劳动的 比例更有利于技术

进步

结合命题 和命题 发现下面有趣的推论

推论 加速技术进步模式从模仿到创新转

型的政策不一定有利于技术进步

因为
,

根据命题 提高创新型高质人力资本

的构成比例加速了技术进步模式从模仿到 自主创

新的转型 但同时根据命题
,

有利于技术进步的

政策需要根据技术的主导进步模式确定
,

当技术

差距较大
、

模仿为主导技术进步模式时
,

提高在模

仿活动中密集使用 的非熟练劳动有利于技术进

步 当技术差距较大
,

提高创新型高质人力资本的

构成比例虽然加速了技术进步模式从模仿到 自主

创新的转型
,

但却不利于技术进步

进一步
,

考查当人力资源总量和构成 比例一

定时
,

鼓励技术进步的 大技术政策效应
,

即对 自

主创新的补贴
、

对国外模仿的补贴和知识产权保

护的政策效应

对 自主创新的补贴效应相当于减少 自主创新

的成本
,

在本文的模型中创新活动只需要一种要

素投人
,

即人力资本
,

对创新的补贴相当于降低了

人力资本的工资率 假定对两种人力资本的补贴

没有差异
,

即对 自主创新中的非熟练劳动 和熟

练劳动
,
进行同比例的补贴 在人力资源总量不

变的情况下
,

那么补贴 自主创新的资源配置效应

为使得研发资源更多的流向自主创新活动中 同

理
,

假定对模仿中的投人要素 和 从 进行同比

例补贴
,

在人力资源总量约束下
,

研发资源会更多

流向模仿活动中 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降低了模

仿的研发效率 刀
,

提高了 自主创新的研发效率 若
,

因为创新企业可降低保护性研发
,

提高研发效率
,

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

将提高 自主创新活动中

要素的边际产出
,

而降低模仿活动中要素的边际

产出
,

最终的结果与补贴 自主创新相似
,

即使得研

发资源更多流向自主创新活动中 简而言之
,

人力

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

补贴模仿
、

补贴创新以及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质是改变研发资源在模仿与

创新间的配置 既然如此
,

假定 十 , ,

为

投人到 自主创新活中的研发资源 补贴 自主创新

使得 增加
,

在人力资源总量约束下
,

投人到模

仿中资源 一 减少
,

本文将分析这一政策效

应 ②根据式
,

有

一

即

、 二
,

架典耳
’

根据式 和 一 有

二

将式

一 。

代人式
,

并对 求偏导有

若 。 一

尹 一 。

「 一 沪 一

识 〕

一树当
刀。口 一 , 若

口 一‘ 十 甲“ 一护 时
,

棺 。 ,

其经济意义是
,

在总量人力资源约束

下
,

只有当后发国技术水平达到一定水平时
,

对 自主

创新的补贴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有利于技术进

步 相 反 当
刀。沙 一 , 若 一 沪 “ 一‘ , 沪“ 一‘

时
, 。 。 ,

即当技术差距较大时
,

补贴模仿

和降低知识产权保护
,

使得投人到模仿中资源

② 当然
,

可以设定在补贴 自主创新的情况下
,

自主创新的成本为 一 脚 一 月
,

其中刀为补贴率
,

并代人创新厂商的

决策规划式 中
,

逐步计算出补贴情况下的增长率
,

再对月求偏导
,

同样可得补贴对技术进步的效应 但这种方法计算复杂
,

没有显

示解
,

并且没有更深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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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加
,

有利于技术进步 这是因为
,

对 自

主创新的补贴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得 自主创新

中的产出增加
,

而模仿的产出减少
,

当技术差距较

小时
,

自主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模式
,

自主创新

中增加的产出可以弥补模仿中减少 的产出
,

从而

有正的净效应 但当技术差距较大时
,

模仿是技术

进步的主要模式
,

补贴模仿和降低知识产权保护

使得模仿的产出增加
,

这一增加的产出可 以弥补

自主 创 新 中减 少 的 产 出 这 与 和
〔” 〕的观点一致

,

在技术进步初期
,

一 国得

益于鼓励技术模仿的政策
,

而当一国技术接近国际

前沿技术时
,

应当鼓励自主创新 综上
,

有命题

命题 在人力资源总量约束下
,

只有当技

术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
、

自主创新为技术进步的

主要模式时
,

对 自主创新的补贴和较强的知识产

权保护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而当技术

水平低于这一临界值时
,

对模仿的补贴和较弱 的

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结论及政策意义

自主创新和对国外技术的模仿是技术后发国

技术进步的两条主要途径
,

在一定技术水平和要

素察赋结构条件下
,

后发国选择何种主导技术进

步模式
,

以及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应 当如何在两

种技术进 步模式之 间权衡 本文基 于拓展 的 以

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
,

同时内生模仿与 自

主创新
,

并考虑异质型人力资本
、

即熟练劳动与非

熟练劳动在两种技术进步模式中的不 同效应
,

以

自主创新相对于模仿更密集使用熟练劳动为基本

假设
,

分析了在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约束条件下

后发国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及技术政策效应 分

析表明 后发国技术进步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技术

差距和两种人力资本的构成比例 当经济中熟练

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比例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时
,

技术进步模式从模仿到 自主创新逐步转型 提

高创新型高质人力资本的构成比例能够加速技术

进步模式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型
,

但加速技术进步

从模仿到创新的政策不一定有利于技术进步 并

发现在人力资本总量的约束下
,

只有当技术差距

缩小到某一临界值
、

技术进步以 自主创新为主导

时
,

提高熟练劳动力的比例
、

对 自主创新的补贴政

策和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才有利于技术进

步 当技术差距较大时
,

鼓励以模仿为主的政策有

利于技术进步 需指出的是
,

异质型人力资本在本

文中是外生给定的
,

如果能将异质型人力资本内

生化
,

并利用动态最优化方法探讨技术进步模式

的动态转型路径
、

转型拐点以及科技政策选择的

动态路径
,

将进一步丰富对后发 国技术进步模式

与科技政策选择这一课题的认识

这一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从动态的
、

长期的观点来看
,

后发国的技

术进步模式随着经济中高质人力资本比例和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高从模仿到创新逐步转换
,

这需要

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研发资源和技术水平状况选择

适宜的主导技术进步模式
,

并体现科技政策的动

态性 应当看到我国现阶段与技术领先国在技术

能力和研发资源投人上存在巨大差距
,

对国外技

术的模仿创新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我国技术进步的

重要渠道 为实现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型
,

应当鼓励

人力资本的积累
,

但重点要放创新型高质人力资

本积累上 通过继续普及和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
、

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职业教育
,

并

突出创新型人才培养 目标
,

不断减少低质人力比

重
,

提升创新型高质人力资本比例
,

以保证建设创

新型国家之所需 其他科技政策也应该根据主导

技术进步模式的转变而体现其动态性

从静态的
、

短期观点来看
,

科技政策应体

现行业和地区的差异性 我国各产业技术进步水

平参差不齐
,

其主导技术进步模式也不同 我国有

些行业 如以计算机
、

家电和通讯为主的中国电

子产业 较成功实现 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
,

而

有些行业 如航空设备
、

精密仪器
、

医疗设备
、

工

程机械等 却仍然依赖国外技术 并且我 国是一

个不均质大国
,

各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很不

平衡
,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不仅在其

物质资本
、

人力资本
、

技术等要素状况相差甚远
,

而且其市场体制与市场体系的发育及完善程度也

不可同 日而语 对于发展不平衡的各个区域而言
,

完全依靠 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模式显然是不现实

的
,

通过模仿
、

学习先进的技术
,

显然成为欠发达

区域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 因此
,

我国的科技政策

应体现行业和区域主导技术进步模式差异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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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和地区可通过鼓励高质人力

资本积累和补贴 自主创新
、

并辅以较强的知识产

权保护鼓励技术进步 而在技术水平较低的行业

和地区
,

鼓励通过
“

逆向工程
”

对引进技术进行创

造性模仿性 这就需要综合利用包括知识产权保

护和研发补贴在内的科技政策
,

使得各区域不 同

部门采用不同的主导技术进步方式
,

形成
“

多层

次
、

多元化
”

的技术进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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