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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复旦大学李寅教授的英文专著《中国通向技术前沿的驱动力:高技术产业中的自主创新》以
“创新型企业的社会条件”为分析框架,对中国通信设备与半导体行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入

考察,论证了战略控制、组织整合与财务承诺对于企业持续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作用。本书从创

新型企业的理论视角出发,在组织层面解剖创新过程的微观机制,有助于读者形成对于中国自主

创新动力的深刻认识,对于政策制定者与创新研究、追赶发展等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均有特别的

价值。
关键词:自主创新;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

DOI:10.48014/jce.20220914001
引用格式:陈俊廷.解读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历史进程与微观机制:评《中国通向技术前沿

的驱动力:高技术产业中的自主创新》[J].中国经济研究,2022,1(2):21-26.

  自2006年自主创新成为基本国策以来,中国在

高科技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诸多亮眼成就。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从何而来”成为

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的研究问题;如何打开创新过

程的黑箱,如何充分解剖真实的组织学习过程是解

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复旦大学李寅教授写作、由

Routledge在2023年出版的英文专著《中国通向技

术前沿的驱动力: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Chinas
 

Drive
 

for
 

the
 

Technology
 

Frontier:Indigenous
 

In-
novation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1]深入考察

了中国通信设备与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历程,分析了

创新型企业如何实现战略控制、组织整合与财务承

诺,从而能够持续观注于自主创新过程并最终实现

技术突破。特别地,该书将创新型企业的成长置于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追赶的历史背景下,讨
论了企业创新与产业发展、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
对于国内外研究者理解中国自主创新而言具有重

要意义。

1 理论视角:找回“创新型企业”

本书用英文写作,其目标群体之一是那些难以

亲历中国产业创新实践的外部观察者。根据作者

的总结,探析中国自主创新成就原因的主流研究主

要包括以下三类解释。第一类解释强调国家的作

用,认为中国的创新成就是20世纪70年代“东亚奇

迹”的历史重演,或者认为中国自主创新模式实际

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第二类解释强调市

场的作用,即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与复杂性为

技术创新提供了多样的机会。第三类解释强调全

球化的影响,即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源于其在开

放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并成为“世界工厂”。作者

认为,以上三种视角的共性在于,其解释对象是中

国自主创新过程,但是却没有充分回到主流创新理

论研究中,这导致其未能充分解释创新过程的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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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换句话说,没有把握创新过程中的本质特征

(不确定性),也就难以解释技术学习者是如何克服

不确定性最终实现创新的,也就无法准确理解这一

过程的驱动力。
针对西方世界中最为流行的强调国家作用的

观点,作者有理有据地进行了反驳。作者认为,这
实际上体现了外部观察者的局限性,即难以深刻认

识中国发展的特定历史情境(context),这也导致外

部观察者难以真正理解自主创新的微观机制。从

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来说,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如
党政体制、央地关系、活跃的非公有制成分、经济体

体量规模等)使得中国与东亚四小龙之间存在明显

的性质差异。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中国和东

亚四小龙崛起时所面临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存

在显著差异。在经济体系方面,当中国开启追赶

时,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逻辑由于全球生产网络模

式而发生了变化,从成熟制造业的整体转移转变为

产业内成熟的制造环节的转移。在政治格局方面,
中国崛起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形:西方国家对于

敌对意识形态国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国家的技术

创新过程始终存在警惕与防御心态,这也构成了中

国技术学习的不利外部环境。
在完成对外界三种主要理论解释的辨析后,作

者指出,事实上还存在第四种理论视角,即“创新型

企业”这一重要的理论视角。这一视角的理论根基

是创新理论,相关作品的经验证据大部分下沉到产

业层次乃至更为微观的企业层次,从而深入刻画技

术创新在企业内部的发生过程。本书沿袭了拉佐

尼克(William
 

Lazonick)和奥沙利文(Mary
 

O’Sul-
livan)的“创新型企业的社会条件”分析框架,从创

新过程的特征出发,推出企业实现创新所需的三个

组织性社会条件,即战略控制(strategic
 

control)、组
织整合(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和财务承诺(fi-
nancial

 

commitment)。之所以创新的持续发生与

发展需要这三个社会条件,是因为创新是一个集体

性、累积性和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那么,在面对

技术进步、市场演化与竞争格局的不确定性时,创
新型企业中掌握资源分配与控制权的管理层需要

具备对创新活动进行战略性投资的意愿与能力(战
略控制);创新战略的实施需要将企业内职能与任

务分工不同的成员充分动员并整合起来,将其投入

于集体性的组织学习过程(组织整合);而持续维系

学习型组织运转则需要不计短期回报的耐心资本

(财务承诺)。

作者进一步指出,创新型企业是中国实现自主

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但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也必须依托于国家和社会所锻造出来的体系(包括

基础科研系统、公共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制度、金
融系统等在内的制度结构)。后发经济体中创新型

企业的“自主创新”,事实上是它们从外部吸收先进

技术并持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最终发

展出复杂技术以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由于领先

者已经通过技术创新确立了竞争优势,而后发追赶

经济体的初始禀赋条件和技术水平较差,创新过程

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加剧,因此国家尤其需

要发挥积极作用来帮助有志于技术追赶的企业克

服这种不确定性。国家推动技术追赶和创新转型

的战略意志将深刻影响企业的重大技术选择,国家

所创造出来的制度结构作为企业学习的社会条件

将决定其技术创新绩效的上限。换言之,企业的自

主创新过程并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下发生的,而是与

产业发展环境、国家制度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产
业层次、国家层次的制度环境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

了条件,同时也被自主创新过程所塑造和影响。

2 历史研究:来自中国通信设备和半

导体产业的经验证据

作者指出,如果要对中国自主创新的过程形成

深刻认识,那么就需要理解技术自身演进的过程、

组织战略和结构的变化过程以及塑造企业能力的

社会制度条件的演化过程。事实上,本书选择的历

史研究方法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条

件的共同演化。

2.1 通信设备产业

作为全球通信设备行业中的有力竞争者,尤其

是5G技术的领先者,华为在发展历程中实现了数

轮关键技术创新,其中包括C&C08数字程控交换

机、分布式基站、SingleRAN技术等,后两项技术奠

定了华为在全球无线网络技术竞争中的知识基础。

在解释华为的成功时,作者专门驳斥了西方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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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观点,比如认为华为的技术创新与任正非的

军方背景有关,或主张华为的技术并非自主创新成

果而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或者错误地因员工所有

制将华为理解为国有企业。本书旗帜鲜明地指出,
华为的技术创新来源于其持续保持对生产能力和

技术能力的高强度投资,而这是由华为通过战略控

制、组织整合与财务承诺来实现的。
首先,华为的员工所有制结构使其免受政府或

股票市场的外部影响,而企业内部拥有战略资源配

置权的决策群体都拥有在华为的长期工作经历,绝
大部分拥有技术背景,非常愿意且坚持将组织资源

配置于集体学习和创新活动(战略控制)。其次,通
过派驻研发工程师到产品生产和销售现场、执行大

范围轮岗、决策权下放、不断调整员工持股计划以

平衡各方利益,华为很好地实现了不同部门的整合

与动员,也维持了组织核心成员的稳定性(组织整

合)。通过将大量研发与服务工程师派驻现场,并
赋予一线工程师定义问题与配置资源的决策权,华
为得以培养起一支具备极强创新意愿与极高创新

能力的工程师队伍,他们通过用户来了解在产品使

用情境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需求,并在解决问题、
回应需求的过程中实现新的技术突破。这对于产

品定制化程度较高的通信设备行业来说尤为重要;
分布式基站、SingleRAN技术正是其为满足欧洲运

营商需求而发展出的技术方案。最后,华为始终保

持对研发型组织和学习型组织的高强度投资,甚至

是逆周期投资(财务承诺)。1998年的华为基本法

规定,企业每年要把10%的年收入投资于研发活

动,并且严禁投资于投机性业务。即使在面临财务

困难时,华为也从未放弃对技术研发的投资、对积

累基础性知识的投资,甚至不惜出售高盈利性的业

务来周转资金,而深厚的知识积累提高了企业面对

外部环境变化时的灵活调整能力。
在华为的成长过程中,国家针对通信设备行业

的市场需求管理与技术标准制定等规制性政策也

发生了数次变化,要理解华为的市场战略就需要回

到不同时期的政策环境。比如,早期华为开拓其有

线网络业务时,由于国内沿海省份或较大城市的优

质市场通常由政府支持的合资企业主导,华为不得

不从农村和内陆城市等边缘市场切入。而华为得

以进入边缘市场的前提则是,计划体制改革后国内

通信设备市场变得更为分散,购买设备的权力被下

放到省、市等地方政府的邮电局手中。此外,政府

还通过持续供给公共资源与基础性设施等方式为

华为的自主创新创造了条件,包括对交通设施、通
信网络、教育系统的长期大规模投资。随着计划体

制全面改革,依附于原有行政体系(包括国企及相

应科研单位)的劳动力也变得更为自由,华为创业

及发展初期的人才供给主要来自那些脱离国企的

工程师、脱离原有科研体制的研究人员,以及来自

华中科技大学和东南大学的毕业生。

2.2 半导体产业

作者认为,与华为相反,半导体产业在不同发

展阶段中的代表性企业并未充分保持战略控制、组
织整合与财务承诺,因此未能(持续)实现技术突

破。在市场换技术时期(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

末),作为908、909两大国家工程中的骨干合资企

业,华晶和华虹在与外方合作的过程中始终未能掌

握核心技术研发过程的控制权,缺乏战略控制使得

组织整合与集体学习过程持续遭遇困境。华晶的

情况更为糟糕,国家为其规定的技术引进目标与企

业自身拥有的知识基础并不匹配,因而它缺乏足够

的吸收能力进行技术学习,罔论与外方争夺技术研

发的控制权。此外,财务方面以财政投入为主,难
以持续稳定支持高强度的技术学习投资。在全球

产业链时期(2000—2014年),以中芯国际为代表的

一批国际化企业利用来自海外的资本、技术、市场

与工程师,从而实现了迅速的技术追赶。曾经短暂

成为世界第三大晶圆代工厂的中芯国际正是由海

外华人张汝京归国创立,并且最初由海外资本全力

支持,这种特殊的治理结构有助于其绕开美国出口

限制、获得海外技术与市场。然而,嵌入全球产业

链也带来了对外依赖的脆弱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背景下,高度依赖国外技术和市场将会带来更严重

的供应链风险。而国际化的股权结构也对中芯的

实际管理造成了复杂影响:企业在扩张期的战略控

制和组织整合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创始人张

汝京;在张汝京离任后,不仅组织的战略连贯性被

破坏,公司内部不同利益之间(如国际管理层与国

有资本、海外与本土工程师)的矛盾和冲突也浮现

出来,从而滞缓了企业的增长和追赶过程。

32

陈俊廷:解读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历史进程与微观机制:评《中国通向技术前沿的驱动力:高技术产业中的

自主创新》



自市场换技术时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打

破了旧体系内生产资源和行政部门之间的紧密联

系,这无疑极大地释放了已有技术经验积累、资源

储备与工业体系的潜能,为充满活力的新体系打开

了局面。在半导体产业,2000年政府颁布著名的

“18号文”(即《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若干政策》),鼓励非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积极进

入该领域,鼓励外资在全产业链的投入,所有制方

面歧视的破除激励了具备相当技术能力的本土工

程师在21世纪初开启创业,也吸引了一批海外华人

归国和外国资本流入。在2015年后的自主创新时

期,国家通过税收优惠、设立科创板、建立半导体大

基金等方式持续为半导体产业提供支持。目前,尽
管尚未完全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但中国基本完成

半导体全产业链布局,其中部分环节甚至已经诞生

了新的龙头企业。

3 新的空间:创新研究与追赶研究的

结合

在“创新型企业的社会条件”这一理论框架下,

作者将经验研究下沉到产业和企业层次,向读者展

现了中国通信设备和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

及其微观机制。本书是一部创新研究领域的作品,
它较为详尽地展现了技术创新如何启动、如何开

展、最终为何成功或失败,这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

自主创新的源泉和驱动力;同时,本书也可以被理

解为追赶研究领域的作品,作者所选取研究对象的

发展历程有着明显的“后发背景”,这意味着技术学

习过程更为困难,同时也更容易受到世界政治经济

格局的影响。从结合创新研究与追赶研究的角度

来看,本书既是对诸多研究者及其作品的继承,同
时也隐含着更大的理论空间。

比如,本书潜在地揭示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追

赶与自主创新的不同道路———逆向开发和正向开

发之间的区别及其理论意义。在本书最后一章,作
者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自主创新道路与学者们对东

亚的既有讨论之间具有明显差异。作者指出,不管

是金麟洙(Linsu
 

Kim)所说的“从模仿到创新”,还
是迈 克 尔 · 霍 布 德 (Michael

 

Hobday)提 出 的

“OEM-ODM-OBM”技术升级路径,事实上都是逆

产品周期(reverse
 

product
 

cycle)的开发模型。然

而,这些模型无法解释为何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沿着

这一能力成长阶梯实现成功的知识积累和能力构

筑过程,比如中国在全球化时期的半导体产业并未

真正实现产品升级。同时,这些模型也无法解释中

国的其他典型案例,如华为持续实现的技术创新并

非源于以逆向开发为基础的能力积累。
笔者发现,霍布德在2000年时也逐渐意识到,

他在1995年提出的“OEM-ODM-OBM”路径对新

兴工业经济体来说可能难以实现;他指出,只有小

部分OEM厂商能够实现产品创新,大部分依然处

于重复性的“追赶-模仿-修补性创新”的循环[2]。对

此,Pack[3]精辟地总结道:“技术转移可能并不是一

种机会,相反却是一种潜在的掠夺行为”。更直白

地说,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尤其是并不让渡

技术活动控制权的转移)可能会使得后发国家长期

陷于模仿性创新或修补性创新,进而压制其开启创

新能力的演进过程。
虽然作者并没有在作品中明确陈述,但中国的

自主创新事实上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创新活动类

型———除了在东亚模式中得到较多讨论的逆向研

发之外,还有正向研发。在逆向研发过程中,未知

的技术知识集合仅仅是对于技术追赶主体而言的,
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则是已知的。这意味着,在发

达经济体的技术指导下,通向未知技术集合的路径

与方案是可知的,因此追赶经济体无法通过拆解模

型、研究图纸来掌握开发出一个全新的、属于自己

的产品平台的能力[4,5]。然而,在正向研发过程中,
即便可能存在明确的目标(比如对于技术或产品性

能的要求),但是关于最终研发成果的知识以及如

何实现的路径是完全未知的。重要的是,尽管正向

研发的技术能力可能来自于逆向研发过程的经验

积累,但正向研发的开启绝不可能通过逆向研发的

能力阶梯实现,因为逆向研发过程并不能使模仿者

掌握从头构建产品平台、不断维护并拓展该平台的

能力。
区分逆向研发和正向研发是非常有必要的,这

有助于学者们理解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衰落,理解东

亚奇迹与中国崛起之间的根本区别;同时也有助于

在创新理论与追赶研究之间以新的连接为起点进

行理论创新。本书的实证基础与理论讨论均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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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共同体的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结语

《中国通向技术前沿的驱动力:高技术产业中

的自主创新》从“创新型企业的社会条件”理论框架

出发,以通信设备和半导体产业为例,分析了企业

组织如何尝试实现战略控制、组织整合与财务承

诺,以及这些组织性条件如何促成了企业创新战略

的成功。作为一项典型的历史研究,它在解剖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过程与微观机制时,反复回到

中国特定的发展情境中,将企业的能力成长与更为

广阔的产业政策、国家社会制度条件相勾连,并在

过程性解释中呈现了不同层次的变化如何相互激

发或彼此制约。
李寅教授的专著至少对以下三类读者具有重

要的价值。其一,习惯了西方话语体系的读者。无

论是作者选取的理论视角,还是具体使用的案例,
均有助于充分展现西方世界极感兴趣的中国工业

发展实践,澄清他们或多或少对此存在的一些错误

认识(如果他们愿意认真阅读本书的话)。其二,中
国的政策制定者。本书的主题具有非常鲜明的政

策含义,创新型企业是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微观基

础,而国家和社会需要以坚定的战略意志、长期的

耐心投资、良好的制度构建来保障技术创新活动所

需的公共品供给,这将与微观层面的创新基础形成

积极反馈,进而创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广阔空间。
其三,研究中国自主创新的政治经济学、创新研究、
追赶发展等领域的学者。本书是创新型企业这一

支文献中的最新作品,很好地继承了开创者们的实

证研究风格,下沉到工业与企业发展历史,为拉佐

尼克等人“创新型企业的社会条件”理论提供了新

的经验证据,分析不同层次社会条件之间的互动关

系对于开创新的理论框架也具有深刻启示,值得研

究者借鉴。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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