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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带动作用的高
技术产业研究》的主体成果。
在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广泛深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次运用灰色关联方
法分析了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运用投入产出方法系统地分析了高技术产业之间以及
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和波及效果；根据产业关联理论、产业集聚理论、产业融合理
论、自组织与方法，结合国内外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在理论上首次系统地揭示了高技术产业
发展突破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运用专家咨询方法和层次分析方法构建了突破带动经济增长的高技术产业领域选择的评价指标体系，
筛选出了现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主导性高技术产业领域，为国家以及各地区高技术产
业发展重点领域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评价方法；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加速发展高技术产业突破性带
动经济增长的52条政策建议，为国家以及各地区制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突破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发
展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等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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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林，1954年11月出生于吉林，现为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
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成果转化的供求结构研究》（1996.1-1998.12）、《高技术
产业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创新研究》（1999.1-2001.12）、《高技术产业化的界面管理研究》
（2001.1-2003.12）等，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带动作用的高新
技术产业研究》（2005.1——2007.12），主持并完成省部级研究课题十余项。
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导性高技术产业成长机制研究》及多项省部级课题。
近期出版专著：《创新经济学》（2006）、《高技术产业经济学》（2004）、《高技术产业化的界面
管理：理论及应用》（2004）等；在权威和重要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奖（1992）、湖北省优秀教师（1991）、国家建材局有突出贡献中膏年专家（1992
），从1992年起享受豳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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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特征是技术密集型，这就要求企业有较高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并拥有丰富的
技术资源。
但我们所面临的状况显得很不乐观，高技术产业的R&D投入遇到了很多不利因素。
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政府投入，并且相当一部分用于政府部门所属的研究与开
发机构。
由于资金渠道狭窄，加之目前企业对高技术投入需求紧迫性认识不足，畏惧风险的心理因素，造成了
对高技术投入的严重不足。
在国外，风险投资是高技术产业资金的重要来源，而我国一个健全、完善的风险投融资机制还未建立
起来，从而不能够给高技术的研发投入提供充足的资金。
　　现实的情况是，高技术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技术更新速度快的产业，这就需要
高技术产业的R&D活动非常活跃，加快技术发展速度，从而使新技术新产品的更新换代也越快，这样
更加能够体现出产业的生命力。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来自高技术产品的独占性和满足时代需要的创新性。
产品的独占性需要企业拥有专利，产品的创新性要求高R&D投入。
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是各地区技术市场竞争状况，技术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和预测科技发展的重要依
据。
高技术产业要想避免成为发达国家同类行业的“加工厂”，技术上的独占性是高技术产业长期不可忽
视的技术创新目标。
如果没有较高的科技投入，无法创造和拥有高技术水平的科研成果，更无法实现高技术产业快速的技
术更新与升级，我们就会始终处在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的中下游水平，这将削弱我们国家在国际市场
上的核心竞争力。
　　可以说，发展高技术产业是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因此，针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密集度相对较低的不利情况，需要将R&D经费中的政府资金逐渐纳入到
年度预算中，与科技财政拨款并轨，进一步强化其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且R&D政府资金的增长速度
应不低于R&D经费的增长速度。
政府R&D经费配置要坚持“公平优先、平衡发展、强化投入、有所不为、提高效率”的原则，并强化
政府在经费配置中的宏观管理。
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体系，加大技术开发力度，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制定扶持重大RL&D研究的配套政策，注重基础研究，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建立在自主研究开发的
基础上，以尽快摆脱依靠技术引进的被动局面，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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