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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加入WTO后以制造业加入全球价值链，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活动的程度越高。
拥有的资本形成越多，其中FDI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的后向溢出效应和负的前向溢出效应。
但是，过于廉价的劳动力与技术出口国资产泡沫的形成存在着联系，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也发
生了关联。
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主动性。
本书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提出，应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
必须改变把开放战略的着眼点和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的、一般性生产要素的发展方式上的做法，大力
创造、吸收和利用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
这是我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的战略性选择。

本书论证了简单地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很难实现产业结构的自动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的上下端攀升，中国
应该采取策略性产业政策。
本书指出，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必须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走规模化和集团化的
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创新性人力资源要素在核心区的集聚优势。
后发国家及其代工企业可以通过逆向研发外包、发挥本土优势、规范用工制度等战略路径克服后发劣
势，进而实现品牌升级，发展自主技术能力。
制造企业与零售企业应全方位合作，以自主产业链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以自主分销逐步替代外资低
价采购，以自主品牌逐步替代贴牌生产。

但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机构、利用中国低研发成本因素，又将对本土企业价值链升级进一步产
生挤出和互补效应。
本土企业只有采取恰当的专利保护。
形成利益共享机制，利用城市群发展总部经济，提升企业竞争力，才可能顺利实现价值链上的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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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本章的相关研究结论，采取切实有效的知识产权国家战略，从而维护一国的产业安全必须平
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解决好保护本国创新成果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两难困境。
强知识产权保护会吸收更多的产业转移，但同时会阻碍本土企业适应性创新的努力。
我们认为应该基于本国技术和国际前沿技术的互补性关系来设定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中国通过早期代工具备了一定的创新能力，其技术性成果需要通过出口的方式进一步得到国际市场消
费者的认可。
在此基础上，需要同国际上掌握着前沿技术特别是互补性技术的企业展开积极的合作，通过知识产权
保护吸引相关技术“为我所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性格局。
摆脱两难困境的另一项政策建议是建立本国市场驱动型的自主创新机制，从根本上摆脱对全球链主的
依附性。
即便建立起了研发能力，如果没有国内市场作依托，极有可能在技术创新周期中被全球新的技术型链
主取而代之。
因此需要通过架构创新的持续努力，逐渐整合全球最前沿的创新要素，并根据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的
需求规律在GVC上有效配置资源。
　　其次，协调好产业升级阶段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由贫困化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时，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对于经济发展并不那么重要，知
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
Correa（2005）认为Trips协议的推出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保护其全球商业利益的结果。
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曾经吃过日本的亏，日本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模仿，最终创造自己的创新能
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本国产业升级处于产品和工艺升级阶段时，大量模仿和反向工程等适应性创新是主要的创新模式，
应当实行相对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同时应当构建与外观设计和部分实用新型有关的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保护本国适应性创新的成果。
当本国产业升级由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向功能升级跃迁时，需要采纳相对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例如对实用新型和专利的申请和授予制度构建需要逐步完善。
伴随着中国产业的逐渐高端化，这样一种渐进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构建必将有利于本土产业自主
创新能力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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