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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表现出四个特点，从中可以总结出四个规律以及所
面临的四个挑战。这些特点、规律和挑战对我国自主创新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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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从萌芽、初创到成熟，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的第一支柱产业。深圳市2006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52%，占全市出口额的47%，其增加值占GDP的32%，所以深圳的高
新技术产业不是花瓶，而是实实在在对经济、对财政、对税收、对社会有贡献，真正成为
第一支柱产业。 
第二个特点，自主创新已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特征。深圳2006年6 200亿的高新
技术产品产值中，有58%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2006年深圳的专利申请量27 600件，
居全国第二；专利发明量13 600件，居全国第一，并且这些专利90%出自企业，是有产
出的专利，有效益的专利，有生产力的专利。由国家认定的中国名牌，深圳有57个，居全
国第一；中国的世界名牌有6个，其中3个是深圳的。另外，深圳企业参与国内外标准组织
中的标准制定工作，华为、中兴都参与国际电联的标准制定。 
第三个特点，企业已经成为深圳自主创新的主体。深圳经过20年的发展，企业已经成为科
技创新的主体，其明显的特征就是四个90%：90%的科研机构在企业，90%的科研经费
出自企业，90%的专利产于企业，90%的研发人员工作在企业。深圳企业已形成三个梯
队，第一梯队是华为、中兴等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它们的产品不仅已销售到发展中国
家，或者欠发达地区，更重要的，它们已进入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第二梯
队，如大族、迈瑞、腾讯，这些企业已经成为国内行业龙头企业；第三梯队是中小企业，
深圳已经有3万多家这种高科技的企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中，到目前为止，一
共是170家上市企业，深圳占了18家，居全国第一。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在美国、英国、韩
国、香港的股票市场上市的有近40家。 
第四个特点，深圳已经形成了自主创新的环境。这个环境是深圳市委、市政府经过20年努
力打造出来的，这种创新环境不是简简单单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环
境。深圳市政府制定了“好看、好用、好吃”的政策。好看就是要有一定的水准的政策，
好吃就是企业要真正得到实惠，好用就是具有可操作性。 
从深圳及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情况，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 
第一个规律是产业转移规律。国际产业转移从80年代到现在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80年代，为产品转移。一些外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把它们的产品拿到东南亚，包括刚
开始改革开放的深圳、珠江三角洲这些地方，其目的是降低成本，它们的市场还是在国
外。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为产业转移。除主导产品外，还把配套产品也随之转来，不单
纯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产业的转移。第三个阶段，是在21世纪初出现的，为结构转移。
结构转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制造集中化、研发分散化和采购全球化。也就是说制造厂商已
经不再制造了，制造业的利润曲线是U字型，左高端是研发，右高端是服务，中底端是制
造。“中国制造”或者“世界工厂”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第四个阶段，就是现在出现
的，为过程转移。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把它的研发部门、财务部门、人力部门都已经外包出



去。这种过程转移，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服务业的转移。 
第二个规律是人才流动规律。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人才流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
年代，人才流向特区。流动原因是出于追求高工资、大房子这些基本需求。第二个阶段是9
0年代，人才流向沿海地区。那个时候正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很多人到沿海地区创业。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人才在全国全世界各地流动。特别是到
最近，应届毕业生和留学生已经成了流动的主力。大家常说的“海归”，现在只有做带有
“海龟”条纹的“土鳖”才能生存下去，也就是既要熟悉海外，也要熟悉国内。 
第三个规律就是资源配置规律。现在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很多资源仍是由政
府调控。如何配置这个资源？就是要利用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相结合来调配资
源，形成有效、有机、有序的资源配置环境。政府不应该是运动员，也不应该是裁判员，
而应该是场地维护员。 
第四个规律就是技术效能规律。如果要把科技变成第一现实生产力，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在科技产业化全过程中，技术的作用不到1/3，而2/3以上的是非技术因素，也就是通
常所说的管理因素，包括财务管理、人力管理、市场开拓、公共关系等。 
尽管深圳高新技术发展迅速，但我们仍面临四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阶段性挑战。国际上人均达到1万美元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会遇到
一些共性的问题，它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特别是它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
是如何处理的尤其需要我们注意。在人均GDP超万美元时，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
是像韩国、芬兰等国家，它们建立了自主的产业体系；还有一种是“拉美现象”，拉美一
些国家没能很好解决这个时期的问题，落入了“拉美陷阱”。我们要清醒认识、正确应对
阶段性挑战。如果过不去这个坎，我们也会落入陷阱。 
第二个挑战是结构性挑战。国内很多城市都搞IT产业，其实现在IT产业很多是一种游牧式
的、定单式的高科技，今天有定单今天做，明天没定单明天就不做。我们需要建立完整的
工业体系，要发展生物制药、新能源等关系民生的产业，使我们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更
加自主。 
第三个是资源性挑战。深圳的能耗水平不到全国的一半，水耗是全国的1/10。但是深圳遇
到土地、资源、能源和人口的四个“难以为继”。深圳27年已开发可建设用地的68%，而
香港开发100年，才开发可建设用地的23%。深圳2/3的水是从外地来的，深圳已成为全
国四个日电力负荷超千万度的城市之一，所以土地、水、电等资源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制
约因素。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科学发展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第四个是原创性挑战。虽然深圳专利申请量居全国第二，专利发明量居全国第一，但是许
多核心专利不是我们的，组合专利不是我们的，许多企业仍是“零专利”。我们缺少核心
竞争力。 
这四个挑战是深圳的挑战，也是我们内地其他城市的挑战。创新是我们战胜挑战的最有力
法宝。 
(责任编辑  陈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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