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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经验对河南的启示
◇吴旭晓

一、“创新强国”：美国创新驱动发展经验

（一）持续实施技术移民政策

从184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通过移民政

策吸引到欧洲600多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移民美

国，为美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

础。1949—1975年美国引进国外科学家接近20万

人。1980—2000年，美国以优厚的工资福利和相对

宽松的发展环境为移民诱饵，收割了世界各地尤其

是亚洲国家赴美留学的高端人才，为美国信息经济

的腾飞提供智慧服务。新世纪以来，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技术输出国家，美国依然拨出庞大的经费，吸引

世界各国的优秀技术人才移民美国，从而牢牢维持

着美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世界第一地位。

（二）注重法规和制度建设

早在1790年美国就制定了专利保护法，并在

1802年成立联邦专利局来实施专利法，保护发明创

造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早

在1901年美国就建立了作为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

院前身的国家标准局，并不断推进技术标准制度化

建设，为技术发明的快速推广和市场化应用提供制

度保障。

（三）强化财税金融政策支撑

美国较早实施研发财政补贴、企业研发支出税

收减免等财政税收政策以及政府购买的方式，激励

企业技术创新。1953年美国成立小企业管理局，为

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和创新创业所需的法律服务

和信贷指导。1983年美国开始实施小企业技术创

新奖励办法，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商业化提供

金融资助，保障了创新成果转化的速度和质量。

（四）重视军民科技融合发展

美国实行军工产业私有化战略，政府优先向技

术领先的私人企业采购军工产品，倒逼军工企业不

断进行技术创新。美国比较注重军工技术的民生应

用，促使军工技术不断向民用技术转化，较好地实现

了军民技术高质量融合发展，比如互联网技术就是

美国军方通信网络技术民用化发展起来的。

二、“质量优先”：德国创新驱动发展经验

（一）注重政策和战略引领

德国比较注重专利制度建设，改善技术创新的

政策、法律和行政环境，强化技术创新成果评估和应

用前景预测，政府免费或者低费用为企业提供专利

服务，帮助公共资助的科研成果申请专利，成效显

著；例如，在2013年德国仅在欧洲专利局申请的专

利就超过3万项，比同期英国、法国和瑞士等欧洲发

达国家总和还多；在2014年德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

量处于欧洲前列，位居世界第4名。为了应对全球

科技革命的挑战，早在2013年，德国就率先提出了

“工业4.0计划”，以前瞻性的产业战略，推动德国经

济智能化和网络化发展。

（二）重视教育全方位投资

德国是尤为注重教育投资的发达国家之一，早

在1810年，德国就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意义上

的大学即柏林大学，为工业革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

科学家，使得创新成果批量涌现，为19世纪德国占

领世界科技前沿奠定坚实基础。德国不仅注重高等

教育，而且注重对6—13岁儿童的教育投入，注重少

年儿童科技兴趣的培育。教育的全方位投入对德国

创新驱动发展起到了人力资本长期累积效应，保障

了德国经济的整体竞争优势。

（三）注重国家创新体系构建

德国不断完善基于产学研一体化的国家创新体

系，提升创新系统效率，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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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转化为企业和国民经济竞争力。德国高校科研

经费80%投向工程技术、自然科学和现代医学等领

域，大量原始创新投入促使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德

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密切，畅通了科研成

果转化渠道。德国比较注重中小企业创新集群培

育，推动数量庞大、贴近市场需求、“小而精”的创新

型中小企业成为行业的“隐形冠军”。

三、“科技立国”：日本创新驱动发展经验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与时俱进

1945—1973年，日本政府实施“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发展战略，坚定不移地实行对欧美先进

技术的引进吸收国策，以金钱换取时间，极大地缩短

日本工业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时间，为经济发

展的后来居上赢得了宝贵时间。20世纪70—90年

代，日本政府实施集成创新战略，使得日本能够在电

子信息产业革命中占得发展先机，促使日本经济生

产率跨越式提升。新世纪以来，日本政府根据世界

科技发展新趋势，实施了自主创新战略，依靠原始创

新保证了日本在众多新兴战略性产业中占据价值链

的中高端。

（二）以企业为中心推进产学研合作

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积极合作，成立了“产学协

助委员会”，协调政府与学术界及产业界之间的关

系，鼓励企业以项目合同的形式委托高校和科研机

构进行技术研发，并以法律的形式和税收减免的方

式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自主、自愿与企

业合作开展科研合作，形成以企业为中心、学研为配

角的具有日本特色的产业创新体系。

（三）以储备技术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由于四面环海、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对外依

存度高、国土面积不大等原因，日本政府和人民具有

极强的忧患意识，日本政府认为唯有依靠科技创新，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出口产品高技术化，才能维持

和增强日本三次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新形

势下日本政府注重推进高精尖技术研发，重点发展

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超前科技意识，推

行“应用一代、储备二代、研发三代”的滚动式创新驱

动发展计划，确保日本在前沿技术领域的持续领先

地位，并通过储备技术的迭代应用，不断培育出经济

新增长点，进而带动相关产业高质量飞速持续发

展。

四、“创新国度”：以色列创新驱动发展经验

（一）强化资金保障

自20世纪60年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

以色列政府用于第二产业研发的经费支出一直保持

较高的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超过14%。以色列研

发投入强度在2011年就占GDP的4.25%，2017年更

是高达4.8%，一直超过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等创

新强国。

（二）强化人才保障

以色列政府始终保持对教育的高投入，教育经

费占GDP的比重一直不低于8%，为培育创新人才提

供经费保障。以色列政府不遗余力开展职业培训教

育和社会业余教育，鼓励创新人才根据工作需要利

用好碎片化的时间进行知识和技能“充电”，鼓励国

民实行终身教育，政府免费提供相关教育服务或者

提供教育补贴，以提升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技能和科

研素养。

（三）强化政策保障

政府推出加速专利审查模式，强化财政扶持高

技术中小企业，促进创新成果的研发和市场化步

伐。以色列先后颁布了《创业创新促进法》《工业研

究与发展促进法》《以色列国家研究与开发理事会

法》等政策法规，有效地促进了经济与科技之间的耦

合联动发展，为建立高效的创新驱动发展体系提供

政策支撑。

五、典型国家经验对河南的启示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十

四五”时期河南省需要系统整合各种创新要素、推动

创新主体协同发力、合作共享创新平台载体、充分发

挥政府与市场功能，才能确保创新驱动发展提质增

效。

（一）系统整合创新要素

有效整合人才、资金、场地和仪器设备等创新要

素，才能形成创新合力。创新人才是实施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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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核心要素，研发资金是创新驱动发展的资本

要素，场地是保障科技创新的基础性资源，先进的科

学仪器是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武器。因此，“十四

五”时期河南省需要加大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

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打造科研成果应用场地，采购国

际一流的仪器设备，以互联网技术为抓手，以高质量

的创新要素为基础，推进各类创新要素耦合联动，形

成各类创新要素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打造出

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

（二）创新主体协同发力

明确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金融机

构、专业智库、产业协会等创新驱动发展主体的功能

定位。发挥好政府的政策引领、财政支持、知识产权

保护、创新环境营造等方面的作用。企业需要积极

面向消费者、对接市场，追踪前沿技术，开发高技术

产品，加快创新成果转化。科研院所重点追踪和从

事产业技术创新，以创新成果的产生和应用实现以

点带面加速创新驱动发展。高等院校不仅要担起人

才培养、知识创新、文化传承等责任，还需要加强国

际交流与合作，聚焦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金融机

构以风险投资、科技金融等形式，发挥项目筛选、催

化创新成果市场转化的功能。专业智库发挥好产业

发展规划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成效监督

和评估作用。产业协会发挥好产业标准和行业规范

制定的作用，实现产业链联通发展。完善政府、企

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金融机构、专业智库、产业

协会等创新驱动发展主体协同融通模式，打造出优

势互补的创新驱动发展利益联合体，形成创新驱动

发展合力。

（三）合作共享创新载体

推动全省高新区、经开区、航空港、科技园、工业

园、产业园、创业园、软件园等不同层次的综合型创

新载体协调发展，发挥综合创新载体集聚创新要素、

推动科技创新、实现成果产业化发展的功能。建设

门类齐全的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和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成果孵化器、技术研究院（所）、众创空

间、创意驿站等单一型创新创业平台载体。政府要

加大支持力度，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契机完善科技

创新基础设施，打通单一型载体和综合型载体之间

的联通渠道，实现创新资源的合作共享，畅通重点产

业、先导产业、新兴战略产业的基础研究、新产品开

发、创新成果转化、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建设郑州、

洛阳、开封、许昌、焦作、平顶山一体化发展的创新生

态圈，培育河南省创新发展新动能。

（四）发挥政府市场功能

创新驱动发展是生产要素、创新要素和外部环

境有机组合的新函数，有效发挥政府管控和市场导

向作用，是优化生产要素、创新要素和外部环境组合

模式的重要前提，因此，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是河南

省创新驱动发展实现提质增效的核心保障。政府要

以全球视野强化制度供给，持续优化法制环境、市场

环境、人文环境，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推动资

本市场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优化产业知识产权运

用和协同保护体系，加快行政性的放管服向法制性

的放管服转变，营造开放、协同、包容的创新生态环

境。河南省各级政府要从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出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纠正创新驱动发展进程

中要素扭曲配置的局面，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设施高级化，运用好规划、政

策、制度、法律、法规等手段，规范市场秩序，激发创

新活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资源的主导作

用，推动创新主体围绕国家战略和市场需要，用好国

内国外创新资源，研发高新技术产品，培育新兴产

业，最终在政府和市场协同作用下激发创新活力，增

强创新动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质量实施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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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方经济》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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