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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依照加人 W叮O 所作的承诺
,

我国将全面清理现行的法律
、

法规和政策
,

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

很快就卷人全球化竞争的洪流当中
,

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后

盾
,

我们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将面临严峻 的挑战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对加人 W I、〕
,

适

应政府转轨的大好时机
,

应积极拓展功能
,

扩大投人
,

大力造就栋梁之才
,

创造原始性的知识成果
,

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

增进对国际竞争环境的应变能力
。

本文 已就我国现有科

技投人政策与 W r O 条款的冲突提出了进一步加大我国基础研究投人的建议
,

期望大家在这方面开

展广泛的讨论
。

[摘 要」 我国加入 W FO 后
,

由于受《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等条款的限制
,

政府科技投入方式

和水平将受到影响
。

本文首先分析我国现有科技投入政策与 W叩0 条款的冲突
。

然后
,

结合我国科

技发展的战略取 向
,

讨论我国科技投入政策调整的原则与策略
。

最后
,

文章对政府科技投入政策中

要把握的两个关键因素
,

即政府科技投入的比例与方向提 出了建议
。

[关键词 〕 W ID
,

我国科技投入政策
,

调整
,

投入比例与方 向

1 协T O 条款与我国政府科技投入政策的冲

突分析

1
.

1 W l l减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 ))对政府科技投

入的约束

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日益明显和突

出
,

科技对经济的作用链 日益缩短
,

于是
,

政府对科

技的补贴和资助就成为世界各国科技政策的最重要

组成部分
。

但是
,

政府对产业的 &R D 活动的过高补

贴
,

又会对国际贸易和 自由竞争构成一定的威胁
。

为此
,

在乌拉圭 回合通过的 《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

议》中
,

对 W】X) 成员 国 R& D 所允许补贴的范围
、

水

平和合法成本项 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

这是 W f O

诸多条款中与政府科技投人最相关的部分
。

现在
,

该协议已成为美国
、

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国家集团修

改
、

制定政府科技投人政策的依据
。

《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
,

补贴是指成员

方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对企业提供的财政资助和政

府对收人或价格的支持措施
。

根据补贴对贸易的影

响
,

政府补贴可以分为三类
:
( l) 被禁止的补贴

,

指不

允许成员方政府实施的补贴
,

一旦实施
,

任何受其影

响的其他成员方可以直接采取反补贴措施
,

主要是

涉及出口和进 口替代的补贴 ; ( 2) 可起诉的补贴
,

指

成员方根据自己的政治
、

经济等发展需要
,

在一定范

围内允许对生产者或销售者进行的补贴
,

但如果在

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贸易利益造成了严

重损害
,

或产生了严重的歧视性影响时
,

则受到损害

和歧视影响的成员方可对其补贴措施提出申诉 ; ( 3)

不可起诉的补贴
,

指各成员方所采取的对国际贸易

影响不大的
,

其他成员方不应采取反补贴措施并不

可诉诸争端解决或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
,

包括四

种情况
:
( l) 对产业研究和前竞争开发活动不超过合

法成本的 75 % 和 so % 的补贴 ; ( 2 )对落后地区的补

贴 ; ( 3) 对适应环境保护要求改造现有设施的补贴 ;

( 4 )对所有经济主体都有好处的非专向性补贴
。

1
.

2 我国现有科技计划体系与《补贴和反补贴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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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冲突分析

我国政府对科技活动的补贴主要体现在科技计

划之中
。

因此
,

我们根据 《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

有关条款
,

对我国现有科技计划体系中的科技投人

进行了分析
。

按照不同的冲突情况
,

可以分为三类
,

分别为
: ( l) 不冲突 ; ( 2) 部分冲突 ; ( 3) 冲突较严重

。

不冲突的计划主要是投人基础研究的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
、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计划
、

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计划
、 “

863
”

计划
、

国家工程

(技术 )研究中心
、

重大基础研究计划 (
“

9 73
”

计划 )

等
。

部分冲突的主要是一些部分涉及支持产业化的

计划
。

冲突较严重 的是少数直接支持产业化的计

划
,

如科技兴贸
、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等
。

1
.

3 《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对我 国有关科技的

财政金融政策的冲击

国家通过拨款
、

补助
、

税收
、

贴息或风险资本投

资等公共政策手段
,

影响和引导着有关主体对研究

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的投人规模
、

速度和方向
。

这

些政策中也包含有补贴的内容
。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
,

全国人大
、

政府和有关部门颁布的促进和鼓励科

技进步
、

技术创新的政策
、

法律
、

法规共 1巧 项
,

其中

涉及财政金融领域的政策
、

法律
、

法规共 巧 项
,

加人

研q飞〕后
,

它们将不同程度地与《补贴和反补贴措施

协议》条款发生冲突
。

2 我国科技投入政策调整的原则与策略

2
.

1 我国现行科技发展战略的取向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

进程的加快
,

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

突显出来
。

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直接支持以及制度和

环境建设
,

将发展科技
、

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

列为政府工作重点
。

例如
,

80 年代
,

通过进行拨款

制度改革等科技体制改革
,

把研究院所推向
“

主战

场
” ,

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奠定了组织基础
,

90 年

代
,

党中央又明确指出
: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

术
,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 “

十五
”

规划

中更是将创新和产业化提升到战略高度
。

从我们搜

集到的 80 年代以来的 30 多项重要科技计划和政策

措施多数 (三分之二 )是以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和
“

产业化
”

为目的的
。

可见
,

我国现行科技发展战略

的价值是
:
强调科技与经济结合

,

重应用
、

重推广
,

面

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

2
.

2 我国科技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对策

( l) 调整的指导思想

根据前面 的分析可知
,

我国现行科技战略与科

技投人政策的取向与 研叮 ( ) 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环

节
。

根据既适应规则
,

又保护我国最大利益的原则
,

人世之后我国科技投人政策调整的指导思想应为
:

( i) 坚持被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方向和政策措施
,

而

不是损害我 国的利益
,

简单地适应 W r〔) 的要求 ;

( ii )积极进行符合我国改革方向
,

又与 W I、 ) 要求相

一致的调整— 方向性调整 ; ( iil )对不符合 w I’() 要

求
,

但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政策进行策略性调整
。

( 2) 调整的方向

W皿) 的基本原则是强调公平性
,

防止造成不正

当竞争
。

在科技投人政策领域
,

W l l ) 贯彻这种原则

的主要手段是强调补贴的非专向性和限制对竞争性

领域和个别企业实行补贴
。

从我国的现行做法看
,

存在着向企业倾斜的倾向
,

因而与 W I X) 有冲突
,

必

须进行调整
。

调整的基本方向应为
:
向

“

政府不干涉

或少干涉竞争性领域
” 、 “

重点支持环境营造和公共

性领域
”

方向转变
。

对政府投人领域和方式进行相

应调整
,

调整方向为
:
重点支持具有基础性

、

公共性

和外溢性特点的科技活动 ;从对企业的直接支持转

向间接支持 ;从指令性
、

计划性资助转向引导性资

助 ;从直接出资支持到通过环境建设进行间接支持
。

( 3 )调整的可行性和有利条件

我国科技投人政策调整的可行性和有利条件

有
:
( j) 现行基础研究资金投人严重不足

,

投入比重

偏低
,

从而为计划调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 ( ii )政府

科技投人的主要方式是科学事业费
、

科技三项费和

科研基建费
,

其投放和受惠对象主要是政府部门所

属研究开发机构
,

高校
、

企业从中获得的支持甚少 ;

( 1!1)中国科技补贴整体水平不高
:
由于历史的和体

制的原因
,

中国的科技补贴无论从总量上
,

还是补贴

所占 ( ; D p 比例上看
,

我国科技补贴水平都不算高
。

投人政策调整的关键是设计合理的补贴结构
,

提高

政府有限投人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
,

以更好地适

应 WT () 的规则
,

防止国际争端的产生 ; ( }V )可以争

取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各种优惠 ;( V )企业在我国科

技投人来源结构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

这种趋势与

世界发达国家及 W m 的要求相一致
,

以星火计划为

例
:
20 世纪 80 年代后政府拨款的比例持续降低

,

而

且保持了非常低的比例 ( 199 3 年后一直低于 2 % )
,

而企业对星火计划的投入比例则越来越高
:
从 19 86

年的 50
.

8 %上升到 199 6 年的 74
.

8 %
,

表明我国的科

技政策调整可能做到顺势而为
。

( 4 )科技投人政策调整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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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研究
,

中国现行科技 (计划 )政策与

从门D 的主要冲突在于
:
政府以企业为主体的示范性

工程和以产业化为目的对某些企业的重点支持
。

科

技计划及科技政策调整可采取的基本策略有
:
( 日

引导企业 早期介人有产业化前景的科技计划 (项

目 )
,

以便在产业化阶段政府顺利撤出 ; ( ” )引导企

业进行竞争前合作
,

鼓励组建技术开发联合体或技

术联盟
,

政府给予资助
,

避免政府对个别企业 的资

助 ; ( !11) 改变计划名称
,

分散易引起争端的计划内

容
,

变直接支持为迂回支持 ; ( !V) 建设和培育中国的

R & D 中介机构
,

按照 《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 》
,

政

府对 R& D 中介机构的支持
、

政府授予和采购企业

R& D 合同等属于间接支持
,

不在限制之列
。

国际经

验也表明
:

&R
D 中介机构有利于开展高技术研发

,

是降低研发成本
、

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技术扩

散的有效途径
。

3 政府科技投入的比例与方向

政府科技投人比例和方向是政府科技投人政策

中要把握好的两个维度
。

3
.

1 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一些 国家政府科技投

入比例变迁

各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
,

政府科技投

人占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是动态变化的
。

数据分析

表明
: 虽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等工业化程

度很高的国家内
,

目前 R & D 经费来源中企业处于主

导地位
,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

这些国家也存在政府

投人占 R& D 经费的比重很高
、

而企业投人相对较低

的时期
。

例如美国
,

19 60 年政府投人占 R占D 经费的

比重高达 以
.

6 %
,

并且在 197 4 年前政府投人所 占比

例一直高于 50 % (表 1 )
。

表 1 美国研究发展 《R& )D 经费的来源分布

年度

一
联邦政府

企业

些印

解
.

6

1970 198 0 199 2 199 3

(单位 % )

199 5

57
.

2

3 ,
.

7

47
.

4

明 O

!继 i

40
.

5 36
.

0

5 8
.

9

34
.

5

团
.

7

资料来源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199 8)

,

咫3一 231
〕

各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 R& D 经费投人结构

的变化表明
:
工业化发展前期政府投人占 R遏 D 经费

的比重较高而企业较低
,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政

府退居次要位置
,

企业逐渐成为 R遏D 经费的投人主

体
。

这也许意味着
,

政府较高的 R& D 经费投人比例

是在工业化进程 的一定时期内不可或缺的和合理

的
。

3
.

2 现阶段我国政府科技投入的合理比例分析

为了更进一步探讨我国政府科技投人的合理比

例
,

我们结合各国工业化发展阶段来进行具体分析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科学应用于发展》一书将

工业化发展阶段分为工业化前阶段
、

工业化第一阶

段
、

工业化第二阶段和工业化后阶段
。

根据三个产

业之间比重
、

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和科技投资的重

点
,

中国大体上正处于工业化第一阶段后期
,

正在迈

向第二阶段
。

将中国 R& 1〕投入经费占 NG P 的比例与工业化

第一
、

二阶段各国数据进行比较可知
:
中国的 &R D

投人经费占NG
P 的比例略低

,

但政府科技投人的比

例并不比发达国家相应阶段高
。

在工业化第一阶段

主要的发达国家除日本外
,

政府投人占皿D 经费的

比例均在 50 % 左右
,

甚至高达 60 % 以上 ; 即使在第

二阶段
,

除日本
、

英国外
,

主要发达 国家仍然保持在

5 0 % 甚至更高的水平上
。

中国 19 87 年以后政府投

人比例一直低于 印%
,

且以较快的速度降低
,

目前

已低于 50 %
。

从历史的 比较来看
,

我 国政府的科技

投人占总投人的比例应属合理
。

3
.

3 政府科技投入方向

政府科技投人方向是体现投人资源优化配置的

一个重要方面
,

投人方向至少要考虑以下三个角度
:

( l) 从活动环节角度
,

考虑基础研究投人 ; ( 2) 从地区

分布角度
,

考虑对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投入 ;

( 3) 从资助领域角度
,

考虑非专向领域
,

使受益者越

多越好
。

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一直较少
,

近几年

我国基础研究占研究开发投人的 6 % 左右
,

这与我

国要加强原创性创新
、

增强 自主知识产权
、

提高竞争

力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
。

因此
,

要较大幅度地提高

基础研究的投人比例
。

美国
、

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

家研究开发投入中基础研究都在 巧% 以上
。

在现阶段科技发展战略的指导下
,

我国对近市

场研究开发的投人比较重视
。

在加人 W T ( ) 后
,

政府

科技投人的投向要适当调整
:

( l) 前移
,

即从近市场

向前竞争开发
、

产业研究活动方向移动 ; ( 2) 后移
,

近

市场研究开发活动则向落后地区倾斜 ; ( 3 )广移
,

即

使研究开发活动资助的受益面尽量广
,

向 &R D 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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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四届三次全委会在京召开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四届三次全委会于

2 00 2 年 3 月 18 日在北京举行
,

全委会委员出席了会

议
。

中国科学院路雨祥院长
、

教育部赵沁平副部长
、

科技部程津培副部长
、

中国工程院王淀佐副院长
、

中

国科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冯长根等应邀出席了

会议
。

会上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陈佳洱主任

以《全面实施源 头创新战略 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

力》为题作了工作报告
,

王乃彦
、

朱道本副主任和监

督委员会张存浩主任分别作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2X() 1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

《贯彻源头创新战

略开拓科学基金资助工作新局面》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20 0 1年度工作报告》
。

会议以邓小平同志关于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
”

的理论和按江泽民同志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

指导
,

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党中央
、

国务院关于当前

科技工作
、

尤其是基础研究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
,

以与时俱进和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

回顾和总

结了 2田 1 年度的科学基金工作
,

分析了科学基金工

作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

全面部署 了 2田2 年的科学

基金工作
。

200 1年
,

科学基金工作按照四届二次全委会提

出的工作思路
,

在
“

项 目
”

和
“

人才
”

资助板块以及机

关建设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

较好地完成了

各项工作任务
,

实现了科学基金
“

十五
”

计划的良好

开局
。

会议指出
:
当前我国科技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
,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迅速提高我国自主创新

能力
,

尽快地占领一批高科技的制高点
,

提升我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

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跨

越式的发展
。

作为支持基础研究的科学基金
,

当前

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营造有利于源头创新的环境
,

持续增强我国科学源头创新能力
,

力争获得一批原

创性强的成果
,

发现
、

吸引和凝聚一批国内外一流的

科研人才
,

特别是年轻人才
。

我们要根据中央关于
“

要特别重视科技的源头创新
” ,

科学基金要集中力

量
,

加强对原创性研究的支持等指示精神
,

牢牢把握

科学基金的工作定位
,

通过科技创新
、

体制创新和管

理创新
,

将源头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会议号召按照
“

三个代表
”

的要求和 十五届五

中
、

六中全会和人大九届五次会议精神
,

切实加强机

关作风建设
,

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
,

建设一支全心全

意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管理队伍
。

认真履行科学基

金在推动源头创新中所肩负的使命和扮演的重要角

色
。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

(宣传处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