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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从演化思想出发寻求高技术产业与新型工业化互动

发展的路径：通过高技术产业推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反过来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拉动高技术产业的

发展，在这一基础之上，借助高技术产业对传统农业、工业及其他行业的扩散效应（外溢性），形成不断循

环、工业化道路不断升级的互动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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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化思想与演化经济学 

演化思想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现代经济学分析延续了《国富论》里具有指导

意义的三个问题：
[1]
一是关于经济秩序问题，即如果没有政府当局的指引和命令，经济如何

协调一致发展。二是对价格、投入和产出的大量讨论，如何解释劳动的价格以及土地价格。

三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前两个问题在 200 多年前提出时就得到深入的研究，为现

代经济学框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第三个问题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尽管在 20 世纪

初演化思想曾一度盛行，但是二战以后却难见其身影直到被Nelson和Winter再次提起。 

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已经成为当今国外经济学界最热门、最前沿

的领域
[2]
。1982 年，Nelson和Winter合著的《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出版发行，标志着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他们使用变化（Varie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惯例

（Routines）、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选择

（Selection）等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新古典经

济学只能解释现存路径条件下决策过程
[3]
，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在既定的制度下寻求

均衡，分析均衡如何运行，是一种静态分析方法。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则是演化理论最重

要的行为假设前提，预示着决策制定和调整的本质特性。由于行为人所处环境非常复杂并

且不稳定，难以获得制定决策所必要的信息，因此他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演化经济学

则致力于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关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尤其关注经济

结构变化的长期过程并研究行为人（例如一个企业、区域甚至国家）如何在这样的过程中

采取策略生存下去。演化理论认为，经济均衡只能是暂时的，而不能是长期的。经济处于

均衡状态是指企业都按各自的生产容量进行生产，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但通过竞争，这

种情况会发生变化
[4]
。分析这种变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Kirzner从非均衡状态出发，企业

家活动如何使经济区域均衡，即从非均衡到均衡；另一种是Schumpeter从初始均衡状态出

发，找出打破均衡的力量
[5]
。总之，演化经济学一直遵循着动态变化的思想。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型工业化的概念。所谓新型工业化，就是以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

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如何响应这一号召，如何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通过高技术产业来推动新型工业化道

路的发展，而反过来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拉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这一基础之上，借助

高技术产业对传统农业、工业及其他行业的扩散效应（外溢性），形成不断循环、工业化道

路不断升级的互动发展机制。这一观点体现着演化思想，遵循的路径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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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就在于不是追求一个稳态，而是从均衡到打破均衡再到均衡的动态发展路径。 

本文首先分析技术进步作为内因在工业化动态发展进程中的地位，然后讨论影响高技

术产业和新型工业化道路二者互动发展的两个外部要素，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二者互动发

展的演化模型，最后分析该模型的演化思想并给出政策含义。 

 

二、技术进步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 

技术进步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英国的工业化是 18 世纪 60～70 年代以

蒸气机的发明和产业革命为起点的。美国的工业化则是 19 世纪下半期到 20 世纪初的二次

产业革命时期，美国进入电气化时代。日本的崛起则是依赖于技术的引进和再改进。东亚

国家的工业化也是伴随着技术进步而展开的。因此，技术因素是各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启

动因素。 

然而，技术进步一开始在经济学家眼里只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其代表性理论为索

洛——斯旺（T.W.Swan）模型
[6]
。该理论将产出增长解释为投入增长，特别是资本与劳动增

长的函数。各种投入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其要素份额。尽管该理论对于增长理论的发展具

有重要的意义，却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该理论没有讨论技术进步的来源和成本问

题；其次，该模型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增长事实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例如该理论认为各国

的经济增长将趋于一致，而事实上是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存在着广泛的差异；最后，该理论

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给定的，经济的自发运行使经济最终处于最优增长路径上，经济政策

不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该理论无法对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因素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阿罗（Kenneth Arrow）的“干

中学”模型和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模型。阿罗将技术进步因素描述成由经济系统

本身决定的内生变量，并将技术进步视为实践经验积累的产物；宇泽弘文则立足于教育部

门来描述技术进步的产生机制。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对于该理论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6]
。该理论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

步。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不同的原因。实践中，技术进步快的国家，

工业化走在前列。技术进步引发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启动与完成导致了工业化的启动

与发展。可以说，工业化的根本推动因素在于技术进步。 

速水佑次郎的研究表明：在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广义上的技术进步（包括改进投入品

质量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大于有形资本积累的贡献。而在经济开始现代化工业

发展的早期，即“产业革命”和“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
[7]
。这是基于

历史数据得到的实证结论。如果结论正确的话，那么后发展国家则无法逾越资本积累的阶

段而始终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跳

过这一阶段，就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作为企业和国家经济的推动力，其重要的意义如同“自然选择”中的物种变

异，由于环境竞争的压力而导致物种某些技能和基因的改进从而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

企业的技术进步则是竞争生存中最有力的武器，是企业长期生存的法宝。因此，仅仅将技

术进步作为外生因素是片面的，因为其理论的根基停留在企业“黑箱”的外部，揭开“黑

箱”才能发现企业发展真正的源泉。 

三、制度要素和信息要素 

众所周知，仅仅依赖于内因，鸡蛋难以孵出小鸡，自然选择的前提就是由于外界环境

变化而引致的选择，因此演化理论一直强调“变化”。制度要素和信息要素则是工业化进程

中重要的外部要素。 

1、制度要素 

在经济实践中，生产要素的结合，以及生产要素结合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资源的

配置，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关系（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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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一定的社会关系又取决于或直接表现为一定的制度安排
[8]
。 

制度要素既可以是工业化进程的发动因素，也可以演化为限制因素。一方面，合理的

制度安排可以促进工业化发展，这包括合理的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

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产权的所有者拥有对自己资源的处置权，他希望社会能阻止

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干涉，只要这种行为又受其产权约束条件的限制
[9]
。合理的产权制度可以

促进专业化分工并形成合理的激励机制，保证索取权和控制权的统一，促进资源的合理配

置。高技术产业发展之初，需要强有力的发展动力，并借助这一动力波及或改造其他产业。

从外部影响因素来看，合理的产权安排恰是实现这一动力的基础。广义的市场制度，不仅

包括各种具体的交易安排，还包含了诸如明确的产权制度、清晰的契约制度、灵活的金融

制度，以及充分的保险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
[8]
。合理的市场制度是公平竞争和充分竞争的前

提。高技术产业发展之初，大多是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享受国家政策是促进其成长的

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充分竞争，要强调的是打破地方条块经济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实现充

分竞争。充分竞争是效益的基础，只有在充分竞争前提下，才能使最有活力的企业生存下

来。 

另一方面，制度因素也会演化为工业化进程的限制性因素。当然，不合理的制度因素

肯定会阻碍工业化的发展，这是在制度设立之时就能识别并能够修正的。然而不能忽视的

是动态工业化进程中的制度不合理现象，也就是说，制度不应该是静态的，应该随着工业

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根据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关

系逐渐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既然制度因素就是生产关系，

而工业化进程就是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那么当动态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时，初始的

制度因素必然会变得不适应其发展，这时就需要制度创新。根据张培刚的研究，一个国家

的制度创新包括：（1）致力于建立一套法治体系；（2）谋求政治体制的改革；（3）加大教

育投入，提高社会知识存量；（4）防止制度演进中出现“路径锁定”的状况。制度创新会

改变区域的环境或解决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从而减少本地环境对该产业的约束力。实践

中，不能忽视制度因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环境的建设。在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背景

下，由于制度因素导致的经济发展障碍很多，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根据时局的改变而进行制

度创新，尤其是随着产业的不断演进以及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如何动态地促进制度演

进以适应时局的变化，对推动新型工业化的进程至关重要。 

2、信息要素 

信息是一项重要的资源。随着生产社会化趋势的扩大、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知识总

量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信息不再是简单和免费的，而是一项

成本巨大的支出。于是，人们将信息列为与物质、能源相并列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资源

之一。随着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人们越来

越重视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广信息技术只是手段，真正利用信息才是目的。 

事实上，交易费用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如果能够借助信息技术充分

挖掘信息，就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而信息的真正利用则是源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导致了新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是当代高技术产业的龙头，是科技进步

的主导力量。信息技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进步最快、渗透性最强、应用最广泛的技

术。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长期的和决定性的。在 20 世纪的最后 30 年里，信息技

术以及信息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以每年 30%以上的速度发展。信息

技术发展的重要结果就是导致了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知识

为基本要素、以网络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
[10]
。可以说，新经济是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

有机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是新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四、高技术产业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的演化模型 

1、高技术产业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演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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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演化模型（如图 1）可以概括为：高新技术作为新型

工业化道路的启动器在制度、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影响下率先发展。其中，制度因素是外

部要素，技术因素则是内部要素，而信息主要影响着交易费用。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找准影响高技术的关键要素，对于快速启动高技术乃至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至关重要的。高

技术一旦完善和推广，将表现出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高技术产业自身的高速发展；其

二，高技术产业外溢性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促进农业产业化、工业结构升级以及各行业效

率的提高和服务的完善。这些都体现着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目标，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

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然而，到此发展并没有结束，

新型工业化本身的结果是更高层次的经济增长。随着来自消费者以及供给者自身新的需求

的出现，要求技术进一步得到升级，这就引发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这时的制度、技术和信

息等要素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这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动态的，是不断得到升级，

层次不断提高的工业化道路。 

2、高技术产业是启动器 

新型工业化的基本目标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

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仅依赖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在短期内是不能完成

的。“传统产业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
 [11]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传统产业的内涵

是不同的。例如，在农业社会，相对蒸汽机的发明导致的工业革命，农业被看作是传统产

业；普通种植业可以是传统部门，而基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农业就不能看作是传统部门；普

通的加工工业可以被认为是传统制造业，但完成了高技术改造的某些制造业就应该被称为

现代制造业。 

从中国来看，当前传统产业主要是指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和重工业化阶段发展起来的

一系列产业群，在统计分类上大多属于第二产业中的原材料工业以及加工工业中的轻加工

工业，主要包括纺织、轻工、部分机械、化工和建材等
[12]
。我国传统产业具有如下特征：（1）

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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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技术产业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演化路径 

 3



技术稳定性。传统产业一般是以较为稳定的技术为主，通过常规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并

且技术水平低，产品需求弹性小，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因而在生产中获得一般利润。（2）

劳动密集性。传统产业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在吸纳劳动力、解

决一国就业压力方面有重大的作用，它能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与丰富的常规资源结合起来，

从事生产活动，一方面能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能安排就业，稳定社会，实现

一定的社会效益。因此，传统产业生产效率比较低并且大都是以消耗资源为前提的。 

目前我国仍处于赶超阶段，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如果我国仍然停留在传统产

业发展的轨迹下，那么实现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作为后发展国家应该充分

发挥后发优势，高起点、高要求，运用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使我国在继续推进工业化

的过程中走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一，信息化的过程是降低企业之

间交易费用的过程。由于信息化的推进，企业获取信息的能力增强，这就大大减少了由于

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这不仅仅体现在高技术产业内部，而且由于信息技

术的广泛应用和扩散效应，其他产业的交易费用也相应降低。第二，信息化的发展使我国

轻纺工业、重化工业的发展可以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并以信息技术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

从而加快工业化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三，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

的发展，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支撑，可以使我国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的科

技含量更高、资源消耗更低、污染更少，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四，在经济全球

化背景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利用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

我国工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 

所以，高技术产业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动因素，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启动器。 

3、高技术产业发挥作用的两方面 

高技术发挥作用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高技术自身的高速发展大大促进了经

济的发展。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我国高技术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5 年至 2002

年，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20.09%，高出全部工业增速 10 个百分点，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2002 年高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 15099 亿元，是 1995 年的 3 倍多。 

图 2 中国 1995～2002 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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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03 中国科技统计年度报告》，中国科技统计网。 

2002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376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8%，增幅比制造业

平均水平高 3.9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达到 9.9%。高技术产业对制

造业增长的贡献达到 16.8%，比上年增加了 3.9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的比

重持续上升，对工业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如图 2）。在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中，高技

术产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 

高技术产业自身发展还具有以下特点：（1）知识、技术密集度高，具有高附加值和高

效益；（2）高技术中的新能源、新材料都大大降低了资源的消耗，减少了环境污染。这都

能够保证新型工业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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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的外溢性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这是高技术产业最富有魅力的内

容。尽管仅仅依赖于传统产业无法短时期内完成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目标，赶超目标也不容

易实现，但是传统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进程中，

我们依然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传统产业依然是工业的主体。传统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还很大。从企业数量上看，传统产业占全国企业总数 90%以上，职工人数占全国

工业职工的 80%以上，产值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 90%以上，税收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80%

以上。可见，传统产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在今后相当长的时

间内，传统产业仍然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前景。从竞争力角度看，今后几十年会逐步

扩大新兴产业的产品市场，但主要部分还是在传统产业产品上，因为我国有十几亿人口，

对传统产业提供的基本衣、食、住、行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有着巨大而持久的市场需求。因

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能离开这样的前提，不能离开传统产业的巨大基础和支撑。同时，

不能忽视农业的产业化问题。“三农”问题是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样，才能促进传统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传统产业效率，增加传统产业产品附加值，满足社会的要求。同时，高技术的发展也

离不开传统产业，必须立足于传统产业发展高技术，也就是，传统产业改进制造、管理和

技术来提高产品价值是高技术的广阔市场。高技术产业化的实现需要有三个基本条件，即

市场需求、工业基础和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这都与传统产业革命的发

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它一般是在发展传统工业中发展起来的。传统产业被高技术改造

或取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传统产业高技术化以后，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4、动态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工业化道路。作为启动器的高技术产业在高

速发展的同时，对传统产业散发着活力，感染着传统产业。借助于高技术，传统产业在不

断地提高效率，提高技术水平，形成了全行业结构和效率提升的局面。然而，工业化不会

停滞不前，工业化进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全行业结构和效率提升的同时，工业化将会呈现出新的特点，对技术产生新的需求。

新的需求一方面来自于消费者。尽管最终消费品的技术含量已经很高，但是消费者的需求

也是不断提高的，随着较低级需求的不断满足，消费者逐渐追求个性化、新颖化，追求技

术含量高的高端产品。例如，消费者对轿车的消费追求个性化，这种需求通过大型流水线

来生产已经难以满足，于是借助于信息技术，产生了柔性制造系统。柔性制造的产生部分

源于最终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在消费者需求不断升级的工业化进程中，势必要求产品供

给者不断进行技术升级。 

另一方面新的需求来自于供给者自身，这主要是迫于竞争压力。随着全球化竞争的不

断增强，产品供给者面临的竞争压力增大。对企业来讲，如何应对激烈竞争的关键就是不

断地技术改进，最大限度地增加消费者的满意程度。因此，技术创新必须是一个不间断的

过程。 

对技术的需求将会推动高技术向更高层次迈进，也就是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

入，对技术产生新的需求，推进高技术的创新。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是

以技术创新为起点，等到需求扩大到企业供给难以满足时，新的技术就应运而生，于是有

了蒸气机时代、电气时代以及信息技术时代等。当然，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未必能够有

如此大的进步，但是上述例子能够说明一点，工业化进程决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发

展的过程，在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中，动态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高技术不断创新带来的扩

散效应而引发的全行业技术创新。 

5、高技术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的阶段性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尽管高技术发展和新型工业化进程是交织在

 5



一起互相促进发展的过程，但是，二者的互动发展仍然表现出阶段性，可以分成启动阶段、

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升级阶段（如图 3）。 

经 
济 

成长阶段 启动阶段 成熟阶段 升级阶段水
平 D 

E 
F 

C 

B 
A 

时间 
图 3 高技术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阶段 

 

在启动阶段，高技术产业起主导作用。在这一阶段，整个经济增长缓慢，主要源于以

下原因：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使新技术出现以后，仍需要不断地改

进和完善，这时候的技术不具备扩散效应。同时，在不断推广过程中，新技术仍有被淘汰

的风险，企业不敢大规模使用新技术。另一方面，由于高技术尚未发挥其扩散效应，其他

产业的活力仍未全面启动，这也是该阶段整体经济水平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 

随着高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其技术日趋成熟，高技术与新型工业化发展进入快速

成长阶段。技术的成熟为先起步的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其他企业开始模仿、学习，市场

经过培育也日渐成熟，表现出快速增长的需求，高技术的扩散效应逐渐显露出来，波及其

他产业。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斜率比较大表明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率比较高，

高技术的扩散效应最强。 

 

伴随着扩散效应发挥作用，全行业技术水平得以提升，经济结构和效率得到改善和提

高，高技术与新型工业化发展逐渐进入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技术发展缓慢、稳

定，扩散效应逐渐降低；市场需求增长速度缓慢并趋于稳定；各行业获得较稳定的收益，

甚至有些行业表现出萎缩的趋势；经济增长率也日渐下降，甚至为负值。由于经济增量仍

然处于最大的阶段，因此，这一阶段一方面应该继续巩固现有的市场，争取成熟阶段的延

长；另一方面，应该寻求高层次的技术创新，谋求突破。 

随着技术和市场需求不断稳定的成熟阶段的继续深入，市场开始有萎缩的趋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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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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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动态新型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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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4。 

能忽视的是，在动态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由于技术创新呈现多样性，因此将会出

现发

下面从动态变化、选 行阐释并给出其中的政

策含

变化 

新型工业化道路互动发展演化模型，体现了演化经济学中动态变化的

思想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新型工业化道路

的是

态变

Winter 在他们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吸收了自然选择理论和

企业

图 5 动态新型工业化进程 

经

率降低，但是，经济发展并非到此而停止。事实上，来自消费者和供给者自身的新需

求要求技术进一步变革，这一改变首先在高技术产业发生，新一轮发展开始。因此，在图 3

中 E～F 段尽管表现出经济下滑的趋势，由于其对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这一阶段孕育着新一

轮发展的启动。如何缩短这一过程，争取快速启动，对于经济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样，整个工业化进程不断循环升级，不断提高经济水平，其动态发展过程参见图

 
济 
水
平 

时间 

整体经济水平 

 

不

展阶段的重叠复加性，如图 5。在同一时期可能出现不同技术创新带来的启动、成长、

成熟和升级阶段叠加，加总后的整个经济水平将会趋于稳定。因此，保持高技术创新的持

续多样化的发展，可以保证经济水平始终处于高速稳定发展的状态。 

五、对模型演化思想的阐释及政策含义 

择与惯例三个方面对本文模型演化思想进

义。 

1、动态

本文的高技术与

。模型给出了这一动态变化的诱发、动力、成长以及变迁机制。显然，高技术是诱发

因素，而作为外因的制度要素、作为内因的技术要素和降低交易费用的信息要素构成该模

型动态变化的动力机制，高技术发挥作用的两个方面则是成长机制，来自需求者和供给者

对技术的要求构成模型动态变化的变迁机制。 

在实践中，如何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去诱发

至关重要的，这要求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相结合。不能忽视的是，在追求经济稳定发

展的同时，如何去打破均衡，使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有质的飞跃，这对于中国的改革具有

较大的意义。我们的改革应该遵循一条由均衡到打破均衡再到均衡的循环升级的路径。 

另外，我们所论述的高技术与新型工业化道路互动发展的阶段性，也体现了模型的动

化的思想。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时必须结合这种演化路径的阶段性，尽管如我们所说

多项技术的结合会促进经济的稳定性，然而，在各个阶段，高技术产业所起的作用不同，

时间的跨度也不同，结合这种阶段性制定的政策更符合客观实在。 

2、选择 

Nelson 和

组织行为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即借用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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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业仍是主角，企业相互竞争，赢利的企业增长扩大，不赢利的企业收缩衰弱，直至被

淘汰。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我们的模型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借

助于创新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是本文模型中的重要变迁要素。 

同时，选择的过程也将是变异的过程。企业技术创新尽管有惯例可循，但这并不排斥

其创

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创新需要遵循一定的惯例。组织的惯例就如

同个

于现

参考

ard R. Nelson and Sidney G. Winter．Evolutionary Theorizing in Economics［J］．Journal 

［2］ 

R］． Paper 

［4］ 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

［6］ 、斯塔兹著．宏观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002． 

［10］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比较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2002（4），37． 

34． 

th of Mutual Development: Hi-Tech Industry and Neo-industrialization 

新的多样性和产品种类的增多。在变异产生后，选择也就开始了，变异能否在经济社

会系统中扩散，从而导致社会群体思维和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决定了这种创新的价值。在我

们的模型中，重视从需求者和供给者两个方面的需求来寻求创新，这本身就是防止变异的

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经济选择中的变异和生物的变异并非完全相同，经济选

择中的变异属于人为行为，由于有限理性导致变异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变异过程并非完全

不可控。因此，在工业化道路的实践中，行为人如何在有限理性范围内对各种变异做出正

确的选择是重要的。 

3、惯例 

遵循惯例有

人的技巧，当能够获得大量相关的信息指导行为时，组织就会寻找到使用它们的惯例

性的作法
[1]
。在我们的模型中也不例外，一次次的创新或打破均衡都是遵循一定的惯例的，

难以凭空产生。所以，模型的阶段性划分是合理的，只有在前一阶段经验积累前提下，才

会有不断的创新、升级。这就要求在实践中，不能逾越传统产业发展阶段，但要突破这一

阶段，这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

和开发；二是向他人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的技术以实现自己的技术进步
[13]
。

显然，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投资大、风险大，加之可以依赖的经验较少，缩短与发达

国家的技术差距较难。第二种方法则可以在较高的水平上进行创新，日本的发展就证明了

这一点。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这一后发优势，借助较高水平的惯例提升技术水平。 

另一方面，惯例会导致路径锁定。这就需要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时候不要完全依赖

有的惯例，适当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换一种路径。例如，制度的演进具有连续和渐进的

特征，原有制度的一些特性不可避免地会对新制度产生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原有制度通常

是非市场的，因此，既存制度对新制度的演进的影响，不利的成分居多。如果不注意克服

和纠正这种影响，则新制度的实行将会被扭曲而出现偏差，进而步入“路径锁定”的状态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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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volutionary thought, the paper points out a path of mutu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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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Hi-tech industry and Neo-industrialization. Hi-tech industry as a startup factor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o-industrialization and vice vers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utu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On one hand, Hi-tech industry can develop quickly because of its high profitability; on the 

other, traditional industry can benefit from the spillover of Hi-tech industry. Meanwhile, the model 

explains the dynamic and upgrade of Neo-industrializ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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