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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科技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而科技政策又直接关系到

科技发展与科技水平。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科技政策划分 为 四 个 阶 段，有 必 要 研 究 各 个 阶 段 政 策 颁 布 的

特点及对当时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成果产出规模易受政策类文件影响，而科技成果产

出水平易受规划类文件和法律法规类文件的影响，科技政策也对不同类型的科技成果产出存在差异性。

基于此，政府应在宏观管理为主的框架下，积极建设科技政策决策体系，协同各项科技政策组合，推动科

技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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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学技术水平成为了

衡量一国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各国为了促进本

国的科学技术繁荣，制订出了各种支持政策，这些

政策可以统称为科技政策。中国政府向来重视科

技的发展，出台了不少支持科技发展的政策性文

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４０年，中国政府将

科学技术视为“国家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制订相

关政策的数量远多于以往任何时期。中国的科学

技术水平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创新能力得到了极

大提 升。２０１６年，Ｎａｔｕｒｅ杂 志 社 公 布 了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６Ｔａｂｌｅｓ（２０１６年自然指数排行榜），中

国科学院位列全球科研机构排名榜首，自然指数

值高于第二名哈佛大学近一倍之多。中国科学技

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与中国政府正确的政策引导

密不可分。

一、关于科技政策的文献综述

各国科技政策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李建民

认为日本政府战后的科技政策特别强调对高新技

术研究的支持，并且很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之

间的关系［１］。樊春良等认为美国政府已形成了一

套成熟的科技政策制订体系，他将该体系分解成

了三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ＳｃｉＳＩＰ、ＩＴＧ 以 及ＳＴＡＲ
ＭＥＴＲＩＣＳ［２］。封颖等总结了 自 印 度 独 立 以 来 推

出的四个阶段的科技政策，这些科技政策有效地

推动了印度逐渐地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成一个高

新技术创新国家［３］。杜宝贵对中国科技政策演变

进行了细致研究，总结出了各阶段的政策重点以

及划分的依据［４］。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学者们也有较 深 入 的

研 究。林 江 等 利 用 四 阶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ＤＥＡ 模 型 对

“珠三角”地 区 近 些 年 的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进 行 了 研

究，结果发现“泛珠三角”地区的合作框架有效地

刺激了珠三角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５］。贺

德方对科技成果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基本概念进行

了再探讨，比较分析了中外学界对这些基础概念

理解的差异［６］。张慧颖等在创新扩散理论的框架

下，研究了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并通过



动态仿真得出了可靠结论［７］。蔡跃洲不仅仅对科

技成果转化的概念进行了辨析，还提出了最新的

统计量化方式，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

础［８］。
针对科技政策学方法论，学界也有许 多 相 关

研究。徐芳等提出科技政策学方法论应该成为一

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他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早

在２００５就已将科技政策学方法论列为了一门独

立的学科，他认为中国政府也应尽早设立这门学

科，并 提 出 了 与 中 国 国 情 相 适 应 的 学 科 发 展 设

想［９］。陈光等从工具方法、内容主 题 以 及 数 据 来

源等方面入手，试图将与科技政策学方法论相关

的知识系统化和理论化［１０］。张永安等从制订、执

行和评估三个阶段分析科技政策制订的复杂性，
提出了科技政策学方法论研究的范式，并举例进

行了分析［１１］。
综上所述，研究人员对科技政策与科 技 成 果

产出都分别作了大量研究，但从探讨科技政策演

变对科技成果产出影响机制的文献并不太多。基

于此，本文论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的演

变历程，分析了各阶段科技成果产出的变化趋势，
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和以及科技政策对科技成

果产出的影响机制。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演变的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推进，科技体制 改 革 的

步伐越来越快，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

来越高。科 学 技 术 已 渗 透 到 国 民 经 济 的 各 个 领

域，深刻地改变了经济运动的方式。科学技术已

成为了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重 要 工 具。从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的科技政策参考苏联的科技

政策来制订，这在发展的初期起到了积极促进作

用。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苏联式”的科技政

策已逐渐不再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中国政府果

断改变了以往的“苏联式”科技政策，开始依据中

国的 实 际 国 情，探 索 独 立 制 订 科 技 政 策 的 方

法［１２］。
纵观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的演 变 轨 迹，

不同时期科技政策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根据不

同特点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探索尝试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年）、市 场 竞 争 阶 段 （１９８６—１９９５
年）、创新 变 革 阶 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以 及 和 谐 发

展阶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探索尝试阶段：政府的科技政策制订 以 政 府

为主导，以法律法规类文件为主，强调科技体系的

重建。市场竞争阶段：政府开始重视市场化的调

节作用，以期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个阶段政策类文

件出台较多，重视短期效应。创新变革阶段：政府

开始尝试政策组合搭配，兼顾短期与长期效应，用
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和谐发展

阶段：中国的科技政策的制订已经实现了市场化

调节，技术开始与经济高度融合，这段时间既有短

期的政策指引，也有长期的规划引导，满足了科研

主体多元的需求。经过近四十年的摸索，中国政

府制订科技政策的水平越来越高，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特点，具体可以总结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中国科技政策转变的特点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发展阶段分析

１．探 索 尝 试 阶 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探 索 尝

试阶段时期，政府在科技政策的制订过程中起着

主导性作用。该 阶 段 开 始 的 标 志 性 事 件 是１９７８
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非常明确地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如“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等等。会后，中国政府制订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１９７８）、《全国科学

技术八年规划纲要》（１９７８）、《关于我国科学技术

发展方针 的 汇 报 提 纲》（１９８１）［１３］等 一 系 列 文 件。
这些文件以规划类和法律法规类为主，重点是重

整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

帮助。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

秩序的恢复。这段时期的政策制订改善了中国的

科研环境，加大了科研人员与资金的投入，为后来

的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高速发展夯实了基础。由

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政府近十年没有

制订过科学政策，许多具有丰富经验的官员也在

此期间离开了工作岗位，所以这段时期制订出的

科技政策与后来制订的科技政策相比，成熟度和

科学性都还不够高，一些政策出台后并没有预想

社会效应，甚至部分计划在实施的后期趋于停顿。
此外，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是“苏联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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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科学技术事业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在垂

直管理的体制下，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缺乏横向联

系，这些都影响了这段时期推出的科技政策的效

力。鉴于这些情况，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共中央关

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１９８５），吹响了我国

科技体制改革的号角，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２．市 场 竞 争 阶 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市 场 竞

争阶段，政府逐渐弱化自身在科技政策制订中的

主导地位，开始关注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这一阶

段较为重视政策类文件的发布，规划类和法律法

规类文件也有所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

体制改革的决定》（１９８５）确定了中国科技体系改

革的方向和内容，以往的激励不足、研究成果脱离

实际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制订了“星火计划”和“火炬计

划”。这些计划都是以市场为导向，重点支持高新

技术企业的发展，鼓励科研力量积极参与到国民

经济的发展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２１１工程”、“技
术创新工程”以及“２１世纪议程”先后出台，政 府

开始重视产、学、研三者的融合，科学技术在经济

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这段时期，对科技人

员的扶持较多，重视多元化科研资金来源，确立了

宏观科技管理的框架。但受到大环境的限制，自

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弊端越来越显著。为了提升中

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

地位，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速科技进 步 的 决 定》（１９９５）［１４］，进 一 步 提 升 自 主

创新能力在中国科技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开辟了

一个新的阶段。

３．创 新 变 革 阶 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创 新 变

革阶段，科技政策制订开始强调政策组合，努力兼

顾科技政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以期用创新

带动经济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政府对科技政

策的制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去行政化的呼声越

来越高。经过了近２０年的探索，我国科技事业有

了长足的进步，部分领域的技术水平已处于了国

际领先水平。中国已成为了一个科技大国，但称

不上是一个科技强国。中国依然有许多领域需要

依靠进口外国的技术才能发展，加强自主创新能

力已经成为了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科教兴国”的战略指引下，中国政府颁布

了《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地决

定》（１９９６），开始实施战略人才管理并着力建设科

技创新体系。１９９９年，中 国 政 府 再 次 推 出《中 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

现产业化的决定》［１５］。这种一揽子政策既强调从

机制入手，改善科研环境，又强调科技人员与科技

资金 等 其 他 要 素 的 投 入，综 合 推 动 科 技 的 发 展。

２００１年，中 国 加 入 了 ＷＴＯ，国 际 化 竞 争 愈 加 激

烈。中国政府立足实际国情，依据国际化竞争的

需要，在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到２００６年为止，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战略人才管理

体系 和 国 家 科 技 创 新 体 系，形 成 了 政 府、科 研 机

构、高校以及企业四维一体的科技体系。技术创

新和人才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我国以往的

政策以中短期为主，目的性明确，这种“短平快”的
政策并不适应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客观要求，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２００６
年—２０２０年）》（２００６）的 出 台 及 时 地 解 决 了 这 个

弊端，成为了下一个时期的科技政策制订的主要

指导性文件。

４．和 谐 发 展 阶 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在 和 谐

发展阶段，中国初步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目的的，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多元科技政策制订体系。２００６
年，中国再次召开全国科技技术大会，并在大会上

颁布了《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０６年—２０２０年）》［１６］。这 部 文 件 是 对 未 来 中

国１５年内科技发展作出的全面战略部署，在总结

了过去近３０年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新形势下发生

的一系列状况作出新决策。中国的科技人才规模

已处于了国际前列，但高层次人才规模依旧十分

匮乏。中国政府在这段时期内更加重视顶尖科技

人才的储备与培养，进一步完善了科技法律法规

的建设，选拔国内优秀人才，引入国际顶尖科研人

才，逐渐打造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团体。各个部

门也积极地进行管理创新，以带动科学技术创新。
逐步从从微观管理过渡到宏观管理，给予科研人

员足够的自主权，从而激励一线科研人员的主观

能动性。

２０１０年，中 国 政 府 推 出 《知 识 创 新 工 程

２０２０》，计划在未来１０年对一系列学科进行重点

培养，实现跨越式发 展［１７］。２０１６年，全 国 科 技 技

术大会再次召开，规格高于历次全国科技技术大

会。这次大会的召开预示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即

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未来的二三十年，是实现“两
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面对新的

挑战，作 出 新 的 战 略 部 署，是 适 应 时 代 发 展 的 需

要，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体现。这预示着

未来，中国的科研环境会进一步的改善，与国际学

界深度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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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成果产出变

化趋势分析

（一）科技成果统计范围

国内外的科技成果统计口径具有明 显 差 异。
本文综合前人研究文献，将科技成果大致分为科

技论文类、专利类以及著作（教材）类。科技论文

类采用年度发表科技论文数来衡量，专利类采用

专利申请授权量、专利申请受理量以及技术市场

成交额等三个指标来衡量，著作（教材）类采用出

版科技著作数来衡量，如表１所示。统计数据均

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如表

２所示。根据 数 据 的 可 得 性 和 比 较 性，时 间 窗 口

设定为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
表１　科技成果统计指标说明

项目 指标名称 单位

专利申请授权量 项

专利类 专利申请受理量 项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科技论文类 发表科技论文 万篇

著作（教材） 出版科技著作 种

表２　各类科技成果相关原始数据

年份
／年

科技论文
数／万篇

出版科技
著作数／种

专利申请
授权／项

专利申请
受理／项

技术市场
成交额／亿元

１９９５　 ２８．６９　 ４３０７　 ４５０６４　 ８３０４５　 ２６８．３０

１９９６　 ３０．８２　 ５３８４　 ４３７８０　 １０２７３５　 ３００．２０

１９９７　 ３２．１５　 ６７３１　 ５０９９２　 １１４２０８　 ３５１．４０

１９９８　 ３５．３４　 ８４１３　 ６７８８９　 １２１９８９　 ４３５．８０

１９９９　 ４３．３１　 １０５１７　 １００１５６　 １３４２３９　 ５２３．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８．０９　 １３１４６　 １０５３４５　 １７０６８２　 ６５２．００

２００１　 ５３．９４　 １６４３３　 １１４２５１　 ２０３５７３　 ７８８．００

２００２　 ６３．５１　 ２０５４１　 １３２３９９　 ２５２６３１　 ８８５．００

２００３　 ７３．０７　 ２５６７６　 １８２２２６　 ３０８４８７　 １０８５．００

２００４　 ８２．９１　 ３２０９６　 １９０２３８　 ３５３８０７　 １３３４．００

２００５　 ９４．３４　 ４０１２０　 ２１４００３　 ４７６２６４　 １５５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０６．０３　 ４２９１８　 ２６８００２　 ５７３１７８　 １８１８．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１４．２６　 ４３０６３　 ３５１７８２　 ６９３９１７　 ２２２７．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１９．３２　 ４５２９６　 ４１１９８２　 ８２８３２８　 ２６６５．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３６．１　 ４９０８０　 ５８１９９２　 ９７６６８６　 ３０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４１．６　 ４５５６３　 ８１４８２５　 １２２２２８６　 ３９０７．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５０　 ４５４７２　 ９６０５１３　 １６３３３４７　 ４７６４．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５１．７８　 ４６７５１　 １２５５１３８　 ２０５０６４９　 ６４３７．０７

２０１３　 １５４．４６　 ４５７３０　 １３１３０００　 ２３７７０６１　 ７４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　 １５７　 ４７４７０　 １３０２６８７　 ２３６１２４３　 ８５７７．００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成果产出变化

近２０年来，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一直呈现出

上升的趋势。１９９５年，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总篇数

是４６．６８万篇。２０１４年，中国的科技论文发表总

篇数增长到１５７万篇，与１９９５年相比增长的幅度

达到２３６．３３％，如图２所示。从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
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年度增长率呈现出驼峰状，

即中间时段的增长率高于前后时间段的增长率。
从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平 均 年 增 长 率 达 到６．６１％。
从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９．６％。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２．９１％。中国

科技论文 发 表 数 增 长 率 呈 现 较 为 明 显 的 分 段 特

征。１９９５年，中国出版科技著作数是１８　３０９种。

２０１４年，中 国 出 版 科 技 著 作 数 是４７　４７０种，与

１９９５年 相 比 增 长 的 幅 度 达 到 了１５９．２７％。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中国出版科技著作数增长率呈现

出不 断 放 缓 趋 势，如 图３所 示。从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中国出版的科技著作数增长幅度波段放缓，但
一直保持整数，年平均增长率为７．３７％。从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中国出版科技著作数增长开始出现负

数，年平均增长率为－０．５８％。专利类增 长 变 化

趋势与论文类和著作（教材）类的变化趋势都不一

样，它前期增长较为缓慢，后期增长较为迅猛，如

图４所 示。专 利 申 请 授 权 量 增 长 爆 发 点 位 于

２００１年，从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专利申请授权量平均

年增长率是１７．９８％。从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专利申

请授权量平均年增长率是２３．４９％。专利申请授

权量的平均年增长率是２９．３２％。专利申请受理

量增长爆发点在１９９９年，从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专利

申请受理量平均年增长率是１２．９３％。从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量 平 均 年 增 长 率 是２１．
３４％。中国科技市场成交额增长幅度一直较为稳

定，基本 上 围 绕 着 增 长 率２０％进 行 浮 动，如 表５
所示。综上所述，专利数量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左右

进入到了上升的快通道，但近几年有所放缓。

图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

图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中国科技著作出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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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中国专利申请授权受理数

图５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中国科技市场成交额

四、科技政策取向与科技成果产出的

动态关联关系

（一）科技政策与科技成果阶段性关联分析

鉴 于 数 据 可 得 性，仅 分 析 创 新 变 革 阶 段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和 谐 发 展 阶 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颁布的政策对科技成果产出影响。

创新变革 阶 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初 期 颁 布 的

文件重视科技体制改革，对中国科技论文发表影

响较小，１９９９年，《面 向２１世 纪 教 育 振 兴 行 动 计

划》和“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项目开始实施。该

计划提出中国要在２１世纪打造出一批世界一流

大学以及一批世界一流学科，政府从中国优秀大

学中遴选出一批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大学进行重

点培养，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为高校的人才培养

与引入扫清制度障碍，推动了中国科技论文发表

数的高速增长。这段时期，政府积极调动了科研

人员的创新热情，制订了许多奖励政策。中国政

府的刊号政策一直较为严格，所以科技著作并没

有像其他类 那 样 出 现 高 速 增 长 的 情 况。２００１年

以后，中国加入了 ＷＴＯ，外国科技著作大量流入

中国，中国科技著作出版数增长率出现了明显下

滑。１９９８年，中国 政 府 出 台 了《关 于 促 进 科 技 成

果转化的若 干 规 定》。２０００年，中 国 政 府 发 布 了

《软件、集成电路以及机械制动等各产业的发展指

导政策》，该 文 件 指 出 企 业 应 积 极 与 高 校 展 开 合

作，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产生巨大经济效益。这极

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推动了专利成

果产出的高速增长。２０００年左右以前，中国政府

推出的政策以政策类科技政策为主，对科技成果

产出的影响以短期为主，这导致了２０００以后的各

项政策指标出现了增长减缓的趋势。政策类科技

政策无法有效地改善整体的科研环境，学术活动

受到的限制仍然较多，短期的科研资金和科技人

才的供给的确会使短期的积极性提高，但缺乏制

度性的保证措施很难调动这些要素的积极性，这

些都导致了长期行为的失效。
和谐发展 阶 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政 策 的 出 台

以２０１０年为分水岭，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期间，中国政

府较为频繁地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等。这类

文件大多是规划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

以长期为主。因而，科技论文类和著作（教材）类

在２０１０年左右进入到了一个新发展趋 势。专 利

类产出在专利制度愈加完备的影响下，一直保持

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这一个阶段，政策组合中法

律法规类和政策类的比重明显上升，而政策类的

比例在不断地下降。法律法规类和政策类的科技

政策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科研环境，提升科技人

员水平，加大对科研事业的投入等等。这保证了

和谐发展阶段中国科技成果产出出现了新的增长

高潮，而且呈现出持续释放的势头。
（二）科技政策取向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

响

科技政策可以分为规划类文件、法律 法 规 类

文件以及政策类文件［１８］。其中，政策类文件对科

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最为显著，往往颁布的当

年就能有良好的效果。规划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

出规模的影响以中长期的为主，表现为某时段内

产出的提高。法律法规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规

模有长足的影响，它能够影响科技成果产出规模

的长期变化趋势，但对短期的变化趋势无能为力。
三种科技成果中，著作（教材）类和专利类的科技

成果产出对法律法规类文件和规划类文件的颁布

较为敏感，而科技论文类对政策类文件的颁布较

为敏感，这体现了科技成果类别的差异性。
（三）科技政策取向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

响

政策类文 件 对 科 技 成 果 产 出 水 平 的 影 响 较

小，对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较大。规划类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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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律法规类文件的影响以中长期为主，它对科

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较大，可以在一个较长的

时间内切实地推动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实质性提

高［１９］。科技成果 产 出 水 平 在 中 短 期 是 很 难 实 现

实质性提高的，它的提高需要硬件软件设施的更

新换代，也需要体制上的不断改良，涉及面广，对

变革程度要求高，这些都决定了政策类文件无法

具备这个功能。
（四）科技政策影响科技成果产出的机制分析

科技成果产出分为科技成果产出规模和科技

成果产出水平。研究科技政策影响科技成果产出

的机制，就是研究三类科技政策如何影响科技成

果产 出 规 模 和 科 技 成 果 产 出 水 平，如 图４所 示。
规划类政策有短期的五年规划，中期的十年规划，
中长期的十五年规划，甚至更长。规划类科技政

策可以有效推动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提高，而对

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较小。法律法规类科技

政策是政府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效

力等级较高的文件。它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

响较小，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较大［２０］。政

策类科技政策一般效力较低，多为临时性政策，存
续时间不长。它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有显著推动

作用，对 科 技 成 果 产 出 水 平 的 影 响 则 较 为 有 限。
科技政策对科技成果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实现的，
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变量实现的。不同类型的

政策组合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进而科技

成果产出具有较大的差异。关于中介变量在科技

政策对科技成果影响机制当中的具体作用非常的

复杂，这里可以视为一种黑箱。研究的重点应该

聚焦于科技政策与科技成果之间的联系，方便后

续的研究。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着重从量的方面来

考察科技成果，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着重从质的

方面来考察科技成果，将两者相结合有利于客观、
公正的评价科技成果产出，如图６所示。

图６　科技政策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机制

整个影响机制可以划分为科技政策、中 介 变

量以及科技成果三个组成部分。科技政策可以进

一步划分为政策类科技政策Ｐ１、法律法规类科技

政策Ｐ２ 以及规划类科技政策Ｐ３。可以充当中介

变量的因素有许多种，这种选取科技人员（Ｔ）、科

研资金（Ｍ）、科研环境（Ｅ）以及其他（Ｏ）等四个因

素。科技成果用产 出 规 模（Ｓ）和 产 出 水 平（Ｌ）来

表示。科技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到中介变量组合的

变化，进而影响到科技成果产出的变化。科技成

果产出可以用科技指 数的形式来表示，具体形式

如下：

Ｆ（Ｓ，Ｌ）＝αＳ＋βＬ
　　α和β分别是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系数和科技

成果产出水平 系 数，产 出 规 模 指 数（Ｓ）和 产 出 水

平指数（Ｌ）加权加总后得到的复合指数（Ｆ）就 是

科技成果产出指数。

五、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一）结论

改革开放近４０年来，中国的科技政策制订开

始日益重视起“技术应服务于经济”的科技理念，
政府也正努力转型，从管理者转变成服务者，在科

技政策的制订方面尽量降低行政色彩，重视市场

的需求，通过政策类、规划类与法律法规类科技政

策的有机组合，实现科技产出的最大化，具体的结

论如下：

１．中国科 技 政 策 演 变 可 以 分 为 探 索 尝 试 阶

段、市场竞争阶段、创新变革阶段以及和谐发展阶

段。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科技政策逐渐从政

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从单向推动转变为组合

推动。

２．中国的科技成果产出在前期的增长幅度较

为缓慢。随着２１世纪的到来，中国加快了与国际

接轨的步伐，中国的科技成果产出进入到了增长

的快通道。到了近几年，中国的科技成果增长率

也渐渐出现减缓趋势。

３．政策类、规划类以及法律法规类的 科 技 成

果产出会影响到科技人员、科研环境以及科研资

金等变量，进而影响到科技成果水平和科技成果

规模的产出。总体而言，科技成果产出规模更容

易受到短期影响，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更容易受

到长期影响。
（二）相关政策建议

１．加速科技政策体系的建设。随着经济的高

速发展，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人民群众对科技

政策的制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应积极

总结科技政策制订的相关经验，学习欧美成熟的

科技政策制订体系，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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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订系统。这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步骤，在最

大程度上减少了人为干预的负面影响。科技政策

体系可以有效地减少各种政策之间的内部矛盾，
使得 政 策 之 间 可 以 协 调 运 作，发 挥 更 大 的 作 用。
缺乏体系框架会导致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内耗

掉一定程度的政策效力。

２．加强政策的协同性。不同 类 型 的 政 策，发

挥的效果是不同的。政府在制订科技政策的过程

中，应该注意制订出多元化的政策组合。多元化

的政策组合可以兼顾短期科技水平提高和长期科

技水平进步，满足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多元

化的政策组合还可以产生协同效应，强化每个政

策的效力，有利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得到有力支撑。
科技政策的组合要符合现实情况的需求，不能一

成不变地发布文件，注意协同效益的产生。

３．科技政策制订以宏观管理为主。中国政府

应积极减少对科技事业的直接干预，用宏观管理

替代微观管理。过多的微观管理不利于调动科研

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影响了学术自由的氛围。宏

观管理比 微 观 管 理 更 能 影 响 科 技 成 果 产 出 的 变

化，有利于科学技术长期稳定的发展和成果规模

档次的不断提高。在必要的时候，微观管理可以

作为宏观管理的补充发挥科技政策的引导、指导

作用。

注释：

① 数 据 资 料 来 源 于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 年 度 数 据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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