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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作为国家的核

心竞争力之一，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当中

占据有利竞争地位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科技创新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召开后，我国愈发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

发展，并且不断制定与调整相关政策，对高新技术产

业的发展进行帮扶与支持。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2022 年我国全

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以下简称研发经费）继续

保持两位数增长，投入总量迈上 3 万亿元新台阶，其

中政府投入 5299.66 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2.55%。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

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

技强国、人才强国。足以看出来，我国对于高新技术

产业科技的创新性发展，一直都在不断地高度关注着，

且进行积极扶持。

在经济发展新格局下，进口贸易将承载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更多功能。进口贸易是很多国家在关

键技术设备上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当一

国进口差异化资本品时，进口国将获得更大的技术

利益（Coe&Helpman，1995）。部分学者经过研究认

为大部分国家 90% 的技术进步源自国外（Loecker，

2013）。Madsen（2007）发现，在过去的 100 多年里，

OECD 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93% 来自于知识进口。

由此可见，进口贸易对一国的科技创新存在着重要影

响。因此，本文以进口贸易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科

技创新的影响为视角进行分析论证，对我国解决高新

技术“卡脖子”的问题，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创

发展新格局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2 文献综述

赫尔普曼最先对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进行全面研

究（肖航，2019），他得出的实证分析之后总结得出，

国际贸易为技术产业较为落后的国家能够学习模仿技

术先进国的先进技术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技术落后的

国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去对技术先进的国家的技术进

行模仿，从而可以提高这些国家的技术使用水平，进

一步的提高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李平

（2002）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对于落后国来说，通

过开展国际贸易不仅可以提升这些国家的技术改革创

新的能力，而且能够提高落后技术国的收益水平。许

统生（2010）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认为中国的技术创

新的进步与发展和进口贸易是有很强的关联性的。董

世玲（2014）则分别从传染效应、竞争效应、模仿效 

应、知识分享与交流效应四方面，探究进口贸易对技

术进步的影响，得出了进口贸易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促

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换句话说，中国的高新技术产

业可以经由进口贸易这个方法来获取国外的先进技

术。郭冬梅等（2021）基于企业知识产权数据，发现

高质量进口产品可以帮助企业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然而进口数量越多，企业科技成果转换动力

越小。

3 影响机制研究

3.1 学习效应

3.1.1 学习模仿效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很好地诠释了“学习模

仿效应”，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离不开“模仿”、“吸

收”与“学习”，很多发达经济体都经历过由技术创

新到自主创新的发展过程，如英国工业化后，美国和

德国学习英国，随后日本学习美国，韩国和新加坡学

习日本。通过进口贸易获取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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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提升生产率水平的一个重要

方式（Keller，2014）。2016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要实施积极的进口政策，支持先进设备与技术的进口。

国内企业通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中间品等

能够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进行

复刻、模仿与消化能够再创新，产生“干中学”的效

应，以此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从而产生学习模仿效应。

3.1.2 竞争效应

竞争效应，又常常会被人们称为“鲶鱼效应”。

从国外进口的新技术产品，与国外的高新技术进行交

流，那么进口国的进口公司将会率先提高该企业的高

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含量，同时由于上文提到过的学习

效应，也将会提高该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了生产效

率与生产能力，该企业将会较大程度上盈利。此时，

在内外竞争压力的作用下，其他企业为了寻求自身的

生存和发展，也会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进行自主性

的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或者进口技术含量更高的资

本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努力实现企业内部创新，

提升技术含量，为的就是努力赶上创新的企业。这是

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进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

科技创新。

3.1.3 人才效应

人才，作为知识与科技等财富的载体，毫无疑

问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发展经济学认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积极参与国际智

力流动有益于一个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Mountford，1997；Winters etal.，2003；Santos & 

Postel，2003）。进口国通过国家贸易引进高新技术

设备时，设备的使用需要有专业的高技术人员实地指

导，专业人员在设备进口国不仅会传授设备的相关知

识，进口企业可以从该人才身上学到很多新技术与新

理念，从而可以运用到企业生产管理中去，间接提高

了该企业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3.2 关联效应

关联效应一般发生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中，进口

贸易发生之后进口过的新产品投入到生产链中进行生

产。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如果进口的产品是原料产品

或者是中间产品时，作为进口国的进口企业，会在充

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与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对进口

的设备进行加工改造升级，不仅可以提高该产品的附

加值，而且也会提高该进口国的进口企业的技术创新

水平，甚至会开发出新工艺，最终促进产业升级和产

业的优化配置。

3.3 技术溢出效应与扩散效应

3.3.1 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从三种途径来展开论述。

第一是通过购买设备产生的效应。进口国通过进

口国外的高新技术设备，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提高进口

国的技术水平以及创新能力。一方面，将购买的设备

投入到生产，可以直接提高生产的效率，特别是高新

技术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科技含量也随之提升。另

一方面，高新技术设备本身具备高技术信息，企业进

行研发再投入，间接提升进口企业创新能力并促进其

所处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第二是同类行业竞争，与上文提到的竞争效应类

似，即通过一个企业率先进口高技术产品进而提高该

行业的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其他企业也将通过研发

或进口，来提高本企业高技术产业的生产与创新能力。

第三是诱导，即进口贸易诱导进口国进行创新。

通过国际贸易的输入，进口产品为进口国人民所喜爱，

进口产品销量提高，甚至在进口国建立企业，如法国

的家乐福超市入驻中国，美国消费品日用企业宝洁公

司的产品大量销往中国，会让国内企业看发现这些行

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因此，就会有很多国内企业进

入该行业，并不断进行产业创新，所以越来越多的国

产品牌应运而生，提升了我国这方面的实力。

3.3.2 技术扩散效应

技术扩散效应分为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不仅是政治、

经济的交流，还有技术交流，高新技术产业的交流。

发展初期的时候，技术人员有限，研发能力也有待提

高，所以会通过进口贸易来引进一些高新技术，即技

术引进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我们通过使用外国技术，生产出

高新技术产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我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高新技术人才。我们

在引进高新技术的同时，高新技术人才通过对引进技

术的模仿、学习与研发，能够研制出自己的高新技术，

促进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3.4 传染效应

传染效应主要讲的是一个现象或行为会对与它相

关的一些事情产生影响的效应，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

应，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进口国通过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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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新技术或者新产品，传入进口国之后，其他企业

将会纷纷效仿，最后这种新技术或者新产品，将会在

整个进口国国家蔓延，提高整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

技术含量。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面对全球日益激烈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本研究

在回顾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进口贸易对高

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根据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与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4.1 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于进口贸易而言，要整合资源配置，优化进口

结构，优先进口对本国科技创新意义重大的高新技术

相关产品或设备。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学习模仿是

创新的必经之路，非唯一道路，所以要降低对进口贸

易的依赖性。

4.2 加强自主研发和技术交流

提高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除了学

习模仿进行二次创新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自我

研发。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源泉，尤其是高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高精尖技术的发展，往往很大程度上带

动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时，

定期地和国外的技术人员开展一些交流研讨会，促进

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科技创新。

4.3 完善高新技术的相关产权

科斯定理中提到产权明晰可以提高一定的效率。

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

展，国家要出台对应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发挥知识产

权的专有性，更好地保护企业与研发人员的科研成果，

调动研发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完善我国高新技术的相

关产权，可以为智力成果的推广应用与传播提供法律

机制，能够更好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创新。特

别是在当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

加强知识产权方面的建设，能够更好促进高新技术产

业的发展。

4.4 抓住机遇，大力建设自贸区、自贸港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

形势不确定性增加，为了更好应对目前存在的国内外

问题，我国正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有更多机会同沿线国家

与地区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特别是我们能够借鉴他

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经验与前沿技术。通过大力推

动我国自贸区与自贸港的发展，可以使国际贸易往来

更加便利与频繁，获取国外新产品与新技术的成本降

低，激发科技创新“集群效应”，加强高新技术产业

协同发展，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

进一步培育发展新动能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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