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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

邓裕民

高技术( H i ghe tch nl o o gy )是翻译名词
。

它不 全是新技术
。

新技术也 不一定全是

高技术
。

它有特定的含义
、

范围和背景
。

一
、

高技术的内涵及有关问题

1
·

高技术的概念范围

高技术的基本内容包括高技术本身
、

高技术工程学和高技术工程管理
。

按现在一般概念
,

高技术包括下列基础技术
:

核技术
、

航 天
、

航空
、

计算机系统与

信息处理
、

遗传 (或生物 ) 工程
、

高技术 和高功能材料
、

制药 (包括高技术化工 )
、

科

学仪器 (包括医疗仪器 )
、

束流技术 (如光子束
、

中子束
、

等离子束
、

原子束
、

反质子

束 ) 和可能出现的新农学 (高技术农业 ) 等
。

但是这个范围是不固定的
,

再过几年可能

又要变化
。

中国现在采用了高技术概念
,

但还未形成高技术工程学和高技术工程管理的概念
。

实际上
,

有了高技术
,

不等于有了高技术工程
。

有了高技术工程
,

不一定能取得市场效

果
,

还要看高技术工程管理如何
。

目前的情况是
,

在科学上我们有一定的力量
,

技术上也有一定的能力
,

可是在经济

上我们的市场实力却不强
。

原因就是我们不注意工程 和工程管理
,

没有认识这是一个很

重要的关 键环节
。

日本的创新能力就是在工程 和工程管理上
。

它是在生产工程
、

制造工程 中每个环节

上的创新
。

例如
,

第一 台录 象机 是美国搞出来的
,

体积有两个柜子那样大
。

日本得到技术后
,

做出来的录象机只有小手提箱大
。

看起来不过是小型化 了
,

但在工程 上的创新是难 以估

量的
。

再从工程管理 看
,

日本的工程管理水平相当高
。

例如
,

汽车工业有名的库存及时供

应 ( uJ st in it m e ) 体系
,

美国也想学
,

因为要做到及时供应
,

并不容易
,

不仅总装厂

的总平面布置不 同
,

管理 的很多方面均与通常情况大不相 同
。

库存问题只是管理学 上最早期的一个问题
。

日本做到了及时供应
,

美国有的大公司

尚在试点
。

工程 和工程管理对高技术工业是一个生命故关 的问题
。

因为高技术的竞争更激烈
。

产品更新更快
。

产品的寿命时间更短
。

我们往往只看到某一项高技术或高技术产品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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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有了高技术
。

其实
,

还有大量的工程 和工程管理方面的工作要做
。

所 以
,

讲高技术

必须讲高技术工程 和高技术工程管理
,

它们是在一个概念范围内的
。

2
·

高技术的性能

高技术是 以科学和研究为基础的
。

科学和研究的发展会有新的概念不断出现
,

这就

有可能成 为高技术的概念
。

再经过研究
、

实验和证实
,

可能形成一个高技术产品或服务

的创新
。

知识高度密集
,

概念不断更新
。

既然高技术 以科学和研究为基础
,

因此
,

是知识高

度密集的
。

同时
,

随着科学和研究的进展
。

它的技术概念也是不断更新的
。

如
,

超大规

模集成电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

仅十年左右时间就有四个概念的变化
。

从第一代的阵列
、

第二代标准胞 ( C el l)
、

第三代 逻辑阵列到第四代功能线路块
。

这些概念的产生
,

有着

很深 的科学和研究的基础
,

不是可 以随意捏造 的
。

不断变化的创新
、

高竞争与高风险同时并存
。

高技术创新 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
。

以

集成电路
、

计算机软件等领域为例
,

在美国一个创新 的技术产品
,

能在半年时间内领先

就是绝对的优势
,

领先三个月就是很了不起的优势
。

如不能及时创新
,

就要被淘汰
。

不同技术创新的风险度是不 同的
。

重大的技术创新风险度达 80 一 90 %
,

一般技术创

新 风险就小多了
,

但和成熟产品相比
,

又是高风险的
,

是胜利和失败交织的
。

不断创新
、

高竞争
、

高风险并存
,

胜利和失败交织
,

这是高技术发展 的一个动态特点
。

3
·

高技术的发展阶段和技术状态

由于具有不断创新的动态特点
,

整个高技术的发展 过程呈现不 同的发展阶段
,

技术

动态也随之不 同
。

( l ) 在前沿不断开创
、

探索的
。

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美国 S D I ( 星球大战计划 ) 、 再

如新农学
、

束流技术的一部分等
。

( 2 ) 已经成 型
,

但又不断创新 的
。

如计算机工业 已成型
,

但还在不断创新
,

而且

创新具 有换代性的变化
。

( 3 ) 进入半 成熟状态
,

但不断横向发展 的
。

如微处理 片
,

已经进入半成熟状态
。

先是在电子表
、

微型计算器
、

电视机
、

录音机等方面大量使用
,

现在又进入了汽车工业
。

这种横向发展
,

是不可预期的
。

据称
,

在美国微处理片的数量已超过 了人 口总数
,

并且

还在增长
。

( 4 ) 转入常规产业
,

不再属于高技术领域的
。

在这一阶段技 术已不那么复杂
,

大

的变化 也不多
。

4
·

高技术的发展与政府参与

由于高技术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技术状态
,

因此
,

经营方法和产业状态都不一样
,

政府的有关政策也要有所不 同
。

高技术不是可 以完全依靠市场就能搞出来的
,

但也不是

要政府参与就得一管到底
。

政府应根据 不同阶段 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和不 同政策
。

前沿探索性的
,

往往是政府发起的
。

象美国星球大战计划
,

是里根政府提 出的
,

科

学界现在还有许多人反对
。

星球 大战一般说是武器系统
,

但更实际 的意义是争夺本世纪

末
、

下世纪初的高技术优势
,

力争 在这一领域比西欧
、

日本领先一代到两代
。

美国的计

算机
,

最早也是美国国防部 出钱
,

支持发展起来的
。

只靠 市场不行
,

因为那时人们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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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解它的用途
、

意义
,

在市场还没有销路
。

政府往往支持最有开辟性的创新
,

如日本

研究的第五代计算机
,

就是日本政府提出并组织的
。

但政府的参予要适时
,

不需要参予

时
,

就要迅速撤出
。

象美国的通讯卫 星
,

最 早是军方用国防的名义搞起来的
。

搞出来后
,

就交给商业部 门经营
,

也就是说政企分开
。

由政府组织
、

资助
、

扶持的这种大规模的研

究
、

开发项 目
,

取得的成果不归一家公 司所有
,

而是社会的
。

5
·

高技术的时间尺度与风险程度

随技术状态与产业状态的不同而有所不 同
。

属于前沿开辟性的
,

在早期概念探索阶

段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

如遗传工程来自分子生物学
,

而分子生物学在40 年代就开始探索

了
,

6 0 一 70年代才产生分子生物学
。

成型期高技术的关键性创新
,

如计算机的并行处理
,

也要上 十年的探索时间
。

小的创新
,

则时间较短
。

再如半成熟的
,

横向发展的
,

时间更

短
,

创新方法可能只用几个月
,

十几个月
。

但要在产业中实现
,

说不定要七
、

八年
,

上

十年
,

而且需要很大的投资
,

风险也很大
。

转入常规的
,

风险最低
。

创新程度低
,

竞争

力也低
。

6
·

高技术与科学
、

工程
、

以最 简化的方法图示 如下
:

科科学学

市场
、

文化的关系

{亘亘圈
` ,

匡到
` 卜

个 ,

}文化 }
( l ) 科学是高技术的基础

,

但高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科学的发展
。

如有了计

算机
,

科学研究的手段
、

处理信息的手段大大改善
,

科学发展就快
。

( 2 ) 高技术必须表现在工程
_

匕 工程的发展又推动高技术发展
。

计算机
、

电子技

术的水平 再高
,

要是没有精密加工
,

也是根本就做不出来的
。

精密加工是常规工程
.

必

须有
,

同时又很不简单
。

如
,

计算机外围设备的磁盘与磁头的间隙距离
,

只有几微米
,

而且磁头的运动要达几亿 次
,

还不能擦着磁盘
。

一般讲
,

高技术不经过认真的工程工作
,

要进一步 走到 市场上去是不可能的
。

( 3 ) 关键 是高技术的能力
,

特别是高技术的竞 争力
。

对 于国际先进水平
,

国内先

进水平 的议论意义有限
,

最 主要的应看到高技术的能力
,

高技术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

在

市场上处 在什么档次 上
。

这样才能看出真正的实力
`

我们可以买进成套技术
,

但买 不进

技 术能力
,

更买 不进技术 的竟争能力
。

( 4 ) 在
_

L述
一

系列环 }如1
, 、

关键 是人的作用
,

这又涉及文化背景问题
,

现在看来
,

越来越迫 切需要解决文化问题
.

( 5 ) 从整 个环境看
,

高技术的发展 会受 到政治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

任何商品经济
、

子f 何市场都会受 到政府的控制 和影响
,

这种控制和影响有两种基本模式
。

一 种是线性 的
,

就是直接 从 L到下
,

政府在前台控制
; 另 一种政企分开

,

政府实行非线性控制
。

了
·

高技术的研究队伍

既然高技术是 以科学 和研究 为基础
,

那么搞这部分科学研究的人的水平 和组织状态

如何
,

直接影响高技 术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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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技术对历史和杜会的影响

就本人所见
,

应把高技术看成影响我们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值得重视的 因素
。

其

重要程度难以判断
,

但有可能象蒸气机对产业 革命那样
。

以蒸气机为代表的机械
,

材料

和工程技术
,

形成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时代
,

即早期产业革命
。

现在已经看得很明显 了
.

岛

技术在大的技术循环 上
,

是传统技术之 后的一个新的技术循环
。

从人类历史 和社会发展

的角度看
,

高技术可能是下一个社会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标志
,

我们现在可能正处在这一

新阶段的起始期
。

产业经济与就业 的脱钩
,

是靠高技术的发展 和传统技术的改造 而形成的
。

比如在发

达 国家
,

有一些高度 自动化的看不见多少人的生产线
,

但为这类生 产线服务的产业 ( 包

括服务业 ) 都应运 而生 了
。

即使是 一条完全 自动化的生产线
,

前后管理
、

支持
、

服务的

人也还不少
。

资本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范围独立流动
,

在于世界经济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
。

在整个

世界市场上
,

起最主要作用的
,

一个是资本
,

一个是技术
。

而这两者都要靠人来经营
。

从影响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
,

高技术值得我们重视
。

它是战略性的技术
,

具 有

战略制高点的作用
。

控制了它
.

就掌握了全局的主动权
。

有的经济学家对高技术往往从

经济统计上看
,

觉得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不大
,

远 比不 上石油

和 汽车
。

实际 上
,

这 种看法忽略 了
.
高技术的战略制高点的意义

,

忽略 了它本来 对历史

和社会的影响
。

高技术 和高技术产业本身 只是一 个
“

点
” ,

但带动的则是 一片
。

从更广的意义上讲
,

有必要在概念和价值观 上有所转变
。

我们应当形成这样的 行法
:

科学要 为社会的改造作贡献
,

因为科学是 一种知识
,

要拿这种最现代的知识改造 今口的

社会
,
技术

,

尤其是高技术
,

要作为改造我们经济的战略武器
,

特别是作 为推动我们产

业结构改造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

二
、

高技术产业的内
.

涵及有关问题

1
·

高技术产业的范畴

高技术产业不单纯 是工 业
.

还包括农业
、

服务业等
。

高技术产业的概念 应包括 以下三 个方面
:

( 1 ) 研 究与发展 的开发
;

( 2 ) 产业的

开发
, ( 3 ) 市场的开发

。

因为高技 术产业首先得作研究与发展的开发 如 果仃了研究

与发展
,

不作产业开发
、

不形成产业
,

也是不行的
。

由于市场对高技术产 品的出现没 有

准备
,

所 以在产业开发的同时必须进行 市场开发
。

这 样
,

才是高技术产业的完整概念
,

才能真正形成高技术产业
。

这方面
,

我国还没有很好地认识
。

如
,

飞机工 业
,

这两年 才
`

「决心开发国内民航 市

场
,
光纤维早就做出来了

,

但产量很少
,

不拉上儿 千
、

几万公里的光纤维
,

怎么能形成

产业呢 ? 而 要拉上这么多公里的光纤维
,

不做市场开发
,

又怎么能降低价 格呢 了 再如碳

纤维
,

也是如此
。

这些开发
,

是需要大量投资的
。

越到后面投资越大
,

而 且
.

要连续投资
。

从这方面看
,

我们现在的产业状态和技术状 态太平衡 了
,

仿佛是在 l月园 交响乐的 节

奏 下向前发展
。

在这种 古典的气氛下
,

难以 发展现代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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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的活动
,

是技术
、

资本
、

市场三 者统一的经营活动
,

绝不仅仅是办厂
。

因此
,

我们讲高技术产业必须从根本上摆脱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单纯产品经济 (也就是

非商品经济 ) 的框框
,

一定要注意它是三个开发统一的完整的概念
。

2
·

技术
、

资本
、

市场是高技术产业 (甚至整个商品经济 ) 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

要搞商品经济
,

首先要使技术
、

资本
、

市场逐步形成良性循环
。

国内投资环境不佳
,

必然导致资本浪费
。
而且这三个因素是不断地变化和相互影响的

。

3
·

高技术产业的周期性和阶段性

高技术产业在经济上表现的小经济周期非常明显
。

升升降降
,

不是直线发展的
。

从

美国和 日本的情况看
,

大概五年左右一个周期
。

作为一个发展 中国家
,

要善于适应和利

用周期性
。

这一点非常重要
。

产品和服务的 寿命周期一般讲分为初始期
、

增长期
、

平缓期
、

下降和收尾期
。

这个

周期在高技术产品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

初始期是研究与发展转入制造工程的时期
,

这个

时期是不赚钱的
。

真正赚钱的是增长期
,

尤其在增长期的初期赚钱最多
。

到平缓期
,

价

格 已经降低
,

利润也 已下降
,

但产量提高 了
。

而到平缓后期
,

就要赶紧准备撤出
,

拿新

的产品来替代
。

学习曲线问题
。

这是一个从技术到工程的周期
。

一种产品从实验室或从国外引进到

生产出产品
,

需要一个学习周期
。

同样
,

一种技术从一个公司转到另一个公司
,

也要经

过一个学习周期才能大量生产出产品
。

问题是要尽量缩短学 习周期
,

学习周期越短
,

蔽

利机会越大
。

我们有的高技术产业的学习 曲线接近于无限
,

总是处在学习期
,

形不成产

业
。

市场效益很低
。

这是我们宏观经济的致命弱点
。

高技术产品的进程
,

往往表征为更新换
“ 代 ”

的变化
。

如大规模集成电路
、

计算机

等
,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特点
。

我国不少高技术产品往往落后一代或几代
。

在这种状态

下
,

如何追赶并在追赶中得到经济实 惠
,

我们似乎还没有形成成功的产业战略
。

4
·

从微观看高技术公 司的发展阶段

种子阶段
。

这一时期
,

公司还没形成
。

创业家 ( E nt er p er n e u r ) 可能在家里 或其

它场所千方百计地设法实现一个创新概念
,

如微型计算机就是两个没毕业的大学生在车库

里搞出来的
。

至 于经营和服务方面的创新则是另外的形式
。

启动阶段
。

经营带有很大的不正规色彩
,

是创新最丰富的时期
。

青年阶段
。

这时公司的组织机构开始逐步形成
,

但还带有相当大的创业家个人色彩
。

成型阶段
。

即正式建立公司
,

有一套正规的管理
、

组织机构
。

市场 已经打开并占有

一定的份额
。

对上述四 种情况
,

投资政策
、

市场政策和经营战略都不一样
。

就创业来讲
,

头两个阶段最 能体现 出创业家精神
。

创业家非常活跃
,

随时想新点子
、

新概念
,

敢于冒风险
。

等 到青年阶段
,

组织性开始增强
。

到成形阶段
,

内部机构 大都建

立起来
,

开始有一套办事规则
,

创业家的活动受 到一定限制
。

创业的人往往在种子
、

青

年阶段很起作用
,

一到青年后期
、

成形阶段
,

他们就脱离这个公司
,

又去开辟新的事业
。

S
·

高技术产业的竟争水平

以下实例最容易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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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

美国 I B M 公司 搞了一条便携式计算机生产线
。

整条生 产线完全 自动化
,

不用

一个人
。

这样可 以高度保证质量
,

排除 不稳定因素
。

这条生产线共用 13 台机 器人 工作
,

每台 4 一 6 万美元
,

每两分钟出一 台计算机
。

这条生产线硬件投资不算大
,

但相关 的研

究与发展工作
、

软件系统
、

装配线前后配套系统等
,

所需投资与时间是惊人的
。

BI M 这

样干的原因是每台计算机成本大概可以减低 1 / 3 一 l / 2
。

日本还 没有这种生 产线
,

自然竞争不过它
。

当然
,

这样水平的竞争是最厉害的
。

我

我不能认为自己的水平低
,

只看着人家搞
。

我们应该有人 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

研究这方

面的问题
。

所以
,

当看到国外某一技术
,

认为不错时
,

不能立 即进行引进
。

因为有不少已处 于

寿命周 期的后期
。

到90 年代
,

他们突然变了
,

我们怎么办? 这样下去
,

我们根本无法和他

们竞争
。

因此
,

我们应在这方面多做些考虑
。

三
、

关于中国发展高技术的几个认识问题

1
·

中国是否需要高技术

现 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
,

认 为不急于搞高技术
,

有钱 时再说
。

我不同意这种观 点
。

我认 为现在迫切需要高技术
,

但范围和目标可 以是有限的
。

从现 在的趋势看
,

2 1世纪高技术产业经济规模将会更大
,

对整个经济
、

社会的影响

也会更大
,

在 1弓年内
,

我们如果不抓紧发展高技术
,

并以高技术改造 关键 的传统产业
.

我国会成为落后的古典经济大国
,

跟世界经济不相适应
。

这是一个占据战略制高点为下世纪初发展做准备的问题
,

特别是通过占据这些制高

点
,

能培养一批有战略经营能力的经理 和创业家
。

2
·

我 国在高技术发展上
,

能否赶上发达国家

在这个问题 上
,

需要很大的韧性
。

只要坚持不懈
,

一次比一次的发展快
,

总会赶 上
。

我们决不 能一看 自己差得太远
,

就不去赶
。

问题的关键在于早下决心
,

而且要有自己的

战略
。

我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能力
,

发扬 5 0年代 后期订 12 年规划 时的那种魄力
,

定能成

功
。

3
·

我国有没有钱搞高技术与高技术产业
,

高技术产品出来后有没有市场

钱
,

是我国现在发展高技术所顾虑 的中心 问题
。

实际上
,

很多钱 花得不当
。

如果有

些地方花得合适
,

省下来的钱也就够了
。

近 几年
,

有的领域已出现
“
高技术替代现象

,

进展虽不理想
,

但效果都是显著的
。

事实证 明
,

不是没有市场
,

而是市场开发不力
。

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几次大动荡中
,

取得 了可观的进展
,

也发展 了高技术与高技

术产业
,

现 在又进行着十多亿人 口的经济
、

政治
、

科技
、

教育等方面的体制改革
.

显示

出神奇的生命力
。

如果 我们能真正从多角度
、

多层次做 出分析
,

走 出自己的道路
,

定能

取得划 时代的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