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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融入经济系统的主要方式及其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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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根据科技与经济系统的关联程度 ,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巨大经济功能主要有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前

者是指科技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必须通过转化、物化、渗透和影响等途径应用于社会生产 ,方能起到生产某种

使用价值来满足人们需要的作用 ,其经济效益是间接的和潜在的 ;而后者是指科技直接作为经济社会的企业、产业

和经济部门即科技企业、科技产业和科技经济部门 ,具有直接生产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科技产品来满足社会需要的

功能 ,其经济效益是直接的和显在的。这两种方式具有紧密相联、辩证统一的关系。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

展 ,其间接方式不断地向直接方式转化 ,使其直接方式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和表现的形态越来越多 ,这也就构成了

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的运行轨迹和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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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

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功能 ,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

而 ,现代科技是以什么方式融入经济系统来发挥其

巨大经济功能呢 ? 这还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

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 ,根据科技与经济系统的关

联程度 ,它主要有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这两种方

式具有紧密相联、辩证统一的关系。随着科技的进

步和经济的发展 ,其间接方式不断地向直接方式转

化 ,使其直接方式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表现的形态

越来越多 ,这便构成了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巨

大经济功能的运行轨迹和发展走向。本文拟就上述

观点略述一管之见。

1 　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巨大
经济功能的间接方式

　　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巨大经济功能的间接方

式 ,是对科技与经济关系认识的一种传统的理论观

点。它的主要依据是把科技看作是一种“知识形态

上”的生产力、一种间接的或潜在的生产力 ,其主要

内涵是科技不能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直接生产某种作

为“物”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 ,它必须

通过转化、物化、渗透和影响等途径应用于社会生

产 ,方能成为生产作为“物”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们

的物质需要。也就是说 ,科技之所以能够推动现实

生产力的发展并发挥出巨大的经济功能 ,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科技能够通过向现实生产力的要素渗透与

物化、能够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组合并内化为生产

系统的整合要素 ,以及能够通过改进社会基础结构

的状况等途径 ,融入经济系统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

和显在的生产力 ,从而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具体

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

( 1)科技通过向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渗透与转化

来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 　一般地 ,生

产力由三要素来构成 ,即劳动者、劳动手段和劳动对

象。①通过学习、教育等途径 ,科技能够武装劳动

者 ,转化为劳动者的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 ,成为直接

的生产力。这是因为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的最能动、

最活跃的因素 ,通过科技来武装劳动者 ,可以使劳动

者的肢体、感觉器官和脑在体外延长 ,放大其功能 ,

如通过借助作为科技产物的交通工具使人的“行走”

能力加强、通过作为科技产物的显微镜等使人的视

力加强、通过作为科技物化的电脑等使人的“脑力”

功能加强等 ,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 ;同时 ,劳动者的

劳动能力是其“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

和智力的总和”〔1〕。劳动之所以是人的本质特征 ,

就在于只有人能够以自己的智力尤其是理性的力量

来支配自己的活动〔2〕。而劳动者的智力水平与其

学习和掌握的科技知识水平成正相关关系 ,因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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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学习和掌握的科技知识越多 ,其智力水平越高 ,

相应地 ,其劳动能力越强。②通过技术原理的设计

和实用技术的发明等途径 ,科技能够“物化”为先进

的生产手段 ,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这是因为 ,凡要

进行生产 ,就必须借助劳动手段将劳动者和劳动对

象结合起来。劳动手段的状况是“人类劳动力发展

的测量器”〔1〕,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

客观尺度 ,而一切劳动手段都是“制造出来的生产

力”〔3〕,都是“物化的智力”,都是科技力量的物化结

晶。如果说过去的手工工具还是经验形态的科技知

识的物化 ,那么自近代机器大生产方式产生以来的

劳动手段 ,越来越成为科技的自觉的应用 ,这从近代

以来发生的五次技术革命导致了五次劳动手段的变

革〔4〕的现实可以得到证明。与此同时 ,由于科技进

步的影响 ,生产手段的构成也在得到不断的改进 ,经

历了从“简单劳动工具”→
→“动力机 →传动机 →工作

机”系统 →
→“控制机 →动力机 →传动机 →工作机”系

统 →
→“智能机 →动力机 →传动机 →工作机”系统的

转变过程。这说明 ,科技既改变了劳动手段的性质 ,

也改变了劳动手段的构成 ,极大地扩展了劳动手段

的功能 ,提高了劳动手段的效率 ,因此科技在生产力

中的作用越来越大。③通过科学探索、技术开发等

途径 ,科技逐步渗透到劳动对象中 ,转化为直接的生

产力。科技的进步 ,在量上使劳动对象的范围越来

越大 ,人类能够把越来越多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变成

可以改造和利用的资源 ;在质上使进入生产过程的

劳动对象越来越摆脱天然存在的形态 ,越来越打上

科技的烙印。具体看 ,一方面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

测试技术、分析技术等的发展 ,大大扩展和加深了人

们对各种物质的性质的了解 ,从而可以在生产中采

用更多更好的原材料 ,利用原材料的更多更好的属

性 ,进而在更大的广度和更微的深度上对这些原材

料加以改造利用 ;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技术设计、技

术加工和技术改造能力越来越强 ,不断变革着材料

的结构 ,研制了更多更好的新材料 ,从而使劳动对象

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人工产品 ,变成了科技

物化的产物。

( 2)科技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组合并内化为生

产系统的整合要素来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巨大经济

功能 　一般地 ,生产要素主要是指劳动力、资金、资

源等 ,它们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生产系统的结构 ,生

产系统的运行就是生产过程。在现代 ,生产系统赖

以建立的科技基础决定了生产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以

及运行的方式 ,决定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结合方式。

生产系统以什么样的科技为基础 ,生产要素便会采

用什么样的配置和结合方式 ,生产系统便会以什么

样的方式来运行。因此 ,科技在生产要素的组合中

起着一种把各种生产要素按照一定比例和一定方式

结合起来的整合作用 ,构成了生产过程中的整合因

素。科技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 ,必将导致生

产要素的重新组合 ,从而导致生产系统的结构调整

和运行方式的改进。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之所以

把创新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 ,正是强调了这一

点。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 ,构成经济发展的主要

因素不是生产性投入的增长 ,而是不断出现的创新 ,

而熊彼特所讲的“创新”,是一个比技术创新更广的

概念 ,它既包括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与引

进 ,也包括新市场的开辟和新生产组织的创立〔5〕。

由此可见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 ,科技不仅通过狭

义的技术创新渗透在生产力诸要素中进入生产过

程 ,而且通过科技在更加广义的意义上运用于社会

生产之中 ,改造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组合 ,调整生产过

程的运行方式 ,进而满足市场的需求。也正是因为

科技进步推动着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及其组合方式

的进步 ,才使现代生产体系呈现出由劳动密集型向

资金密集型 ,再向技术密集型过渡的态势。与此相

伴随的是 ,在现代科技基础上的生产要素的现代结

合 ,还表现在现代生产发展的诸多方面 ,如在投资结

构方面 ,用于设备和能源上的投资比重逐渐下降 ,而

用于研究开发和培训上的投资比重在逐步上升 ;在

生产规模和产品个性化方面 ,小批量、多品种、个性

化的柔性生产 ,逐步替代了大批量、单一品种、标准

化的非柔性生产 ;在生产周期和能耗方面 ,周期短、

更新快、能耗低的生产 ,逐步替代了周期长、更新慢、

能耗高的生产 ;在生产的最终成果方面 ,产品的附加

值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等。

( 3)科技通过影响、改进社会基础结构的状况来

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 　一般地 ,整个

经济系统的运行表现为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过

程 ,整个过程又是依靠人流、物流、能流、资金流、信

息流等各种“社会流”的运动维持的。作为各种社会

流的通道和载体的交通运输系统、能源动力系统、金

融系统、邮电通信系统和网络系统等构成了社会基

础结构 ,这种社会基础结构的状况决定了各种社会

流的容量和质量 ,决定了经济系统的运行状态。而

这种社会基础结构的状况依赖于或决定于科技发展

水平和在其中的应用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讲 ,有什

么样的科技及其达到什么样的应用程度 ,就会有什

么样的社会基础结构 ,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流 ,进

一步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 ,因此

科技构成了社会基础结构的潜在要素和首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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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影响、改进社会基础结构的途径来融入经济

系统 ,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

2 　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巨大
经济功能的直接方式

　　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巨大经济功能的直接方
式 ,是相对传统的间接方式而言的 ,可以说 ,它是现

代科技与经济一体化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当

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世界性潮流 ,因此科技融入

经济系统发挥巨大经济功能的直接方式就是对这一

必然结果和这一世界性潮流的认识结晶。在此所讲

的这种直接方式 ,是指科技不再仅仅是作为经济社

会的潜在要素 ,必须通过物化、转化、渗透和影响等

途径才能融入经济系统发挥作用 ,而是作为经济社

会的显在系统直接成为经济社会的企业、产业和生

产部门 ,如同传统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生产部门一

样 ,成为了一种科技企业、科技产业、科技经济部门。

这种科技企业、科技产业或科技经济部门在经济社

会中的功能 ,如同传统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生产部门

一样 ,生产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科技产品来满足社

会的需要 ,并且也遵循价值规律与其他生产产品交

换实现其经济价值、创造经济效益。科技融入经济

系统发挥巨大经济功能的直接方式 ,在当今经济社

会中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形式 ,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

几种具体形式。

( 1)工业实验室是科技直接融入经济系统显示

巨大经济功能的最早的一种重要形式 　工业实验室

是适应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发展趋势 ,在原有的大

学实验室、私人实验室不能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的

情况下 ,而产生的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于一身的研发机构 ,如 1876 年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

创建的第一个工业实验室 ,1891 年德国拜耳公司成

立的化工产业的大型实验室 ,1900 年建立的美国和

世界上的第一个正规的工业实验室 ———通用电气公

司实验室 ,1925 年成立的贝尔电话实验室 ,1956 年

成立的 IBM 实验室和在此之后成立的沃森研发中

心等。这种工业实验室或研发中心打破了科学家手

工业的传统科研模式 (一个科学家带一两个助手) ,

组织一批专业人才 ,在统一指挥下分工协作致力于

科技研究和工业开发 ,并很快地把科技发明投入生

产 ,从而使工业实验室成为“发明工厂”。世界范围

的产业界已经逐步认识到 ,工业实验室形式的研发

投入是最经济、最安全、最有效和“投入 - 产出”效益

最高的投资。因此 ,工业实验室是科技直接融入经

济系统显示巨大经济功能的重要形式。

( 2)高新科技产业是科技直接融入经济系统显

示巨大经济功能的一种标志性的新形式之一 　对于

自 20 世纪特别是自其中叶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科

学技术群 ,世界各国用不同的概念来概括它 ,归纳起

来主要有两类 :新科技或新技术 ———突出了“新”的

含义 ,强调了科技发展的动态效应 ;高科技或高技

术 ———突出了人的智能的高度集中 ,反映了人的智

能、研究与开发在这些新科技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综合以上两类概括 ,不妨把现代科技群称之为“高新

科技”,它目前主要包括六大技术领域和十二项标志

技术 :生物技术领域 ,其标志技术是基因工程和蛋白

质工程 ;信息技术领域 ,其标志技术是智能计算机和

智能机器人 ;新材料技术领域 ,其标志技术是分子设

计和超导材料 ;新能源技术领域 ,其标志技术是核能

聚变技术和太阳能利用技术 ;空间技术领域 ,其标志

技术是航天飞机和永久太空站 ;海洋技术领域 ,其标

志技术是深海挖掘和海水淡化。另外 ,还有新加工

技术 (纳米技术) 、激光技术等。高新科技不同于传

统意义上的科技。传统意义上的科技主要追求的是

科学价值 ,一般对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看得比较

轻 ,而且其研究规模较小 ,科技研究与生产是两个不

同的领域 ,由科技向生产的转化需要诸多的中间环

节等。高新科技的研究与开发 ,不仅追求科学价值 ,

而且更重要的是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因此高

新科技在其发展过程中 ,具有明显的产业化、商品化

性质。同时 ,高新科技的研发表现出二重性 :一方

面 ,高新科技的研发属于科技研究的范畴 ,其成果表

现为科技产品 ;另一方面 ,高新科技的研发又属于经

济学范畴 ,其产品也是商品 ,且能带来高额利润和高

经济效益 ,这些高利润、高效益来自高新科技产品的

首创利润 ,因此高新科技的研发既有科研的性质又

具有产业的性质。高新科技产业化就在于进一步突

出高科技的产业性质 ,它一般包括这样三个环节 :高

新科技的发明与研制 ;高新科技产品的开发与推广 ;

高新科技产品的大规模应用并通过市场向外扩散。

这三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渗透 ,共同形成了高新科

技产业。一般地 ,发展高新科技的根本着眼点就在

于使之产业化 ,形成高新科技产业 ,不形成产业而发

展高新科技是没有多大价值和前途的。而高新科技

产业化所形成的新型产业就是高新科技产业 ,它是

由高新科技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等所形成的企

业群或企业集团的总称 ,它是把生产过程和最终产

品建立在坚实的高新科技基础之上的产业 ,是科技

知识密集型产业。从高新科技产业的形成过程来

看 ,它或者以某一种高新科技为核心繁衍出高新“科

技 - 经济”体系 ,或者以几种高新科技相互渗透构成

高新“科技 - 新兴产业”群落。目前 ,高新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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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生物工程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光电子信息

产业、智能机械产业、软件产业、超导体产业、太阳能

产业、空间产业、海洋产业等 ,这些产业又可以交叉

渗透形成综合性高新科技产业。高新科技产业的特

点 ,首先可用“高和新”两个字来概括 :“高”主要体现

在高效益、高智力、高投入、高竞争、高风险和高势能

等 ;“新”主要体现在技术的改进、技术的复合和技术

的创造。其次 ,高新科技产业还具有国际化、民用

化、一体化和综合化等“四化”特征。高新科技产业

的形成和发展 ,说明现代的科技尤其是高新科技已

经不再需要必须通过向传统意义上的“生产部门”的

物化、转化、渗透和影响等途径来融入经济系统 ,实

现其第一生产力的巨大经济功能了 ,而是直接显示

为一种企业、一种产业了 ,直接作为经济社会的一个

“产业部门”来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了。

( 3)高新科技工业园区是科技直接融入经济系

统来显示其巨大经济功能的另一种标志性的新形式

　伴随高新科技产业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之同时 ,产

生了另一种重要的科技直接融入经济系统显示巨大

经济功能的新形式 ,这就是高新科技工业园区。可

以说 ,高新科技工业园区是在工业实验室和高新科

技产业基础上产生的 ,较之前二者更加突出科技融

入经济系统来显示其巨大经济功能的一种新的标志

性形式。所谓高新科技工业园区 ,是指相当数量的

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等 ,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相

对集中地开展高新科技的研究和开发 ,并发展高新

科技产业的一种新型社区。世界上第一个高新科技

工业园区是 1951 年在美国以斯坦福大学为依托而

创立的斯坦福高新科技工业园区。1951 年斯坦福

大学决定把占校园 715 %的一块苹果园开辟出来建

立高新科技工业园区 ,在副校长特尔曼的倡导和帮

助下本校的两名研究生成立了首家电子公司 ,这家

电子公司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世界上著名的惠普

公司。此后 ,依托斯坦福大学的科技力量 ,各种类型

的高新科技公司纷纷在这里建立 ,或从其他地方迁

到这里 ,不久这里便成为闻名全球的“硅谷”。今日

之硅谷 ,已有包括 2000 多家电子公司在内的 8000

家公司 ,6000 多名博士 ,22 万多名工程技术人员 ,76

万多名科技劳动力。同时 ,硅谷集中了全世界电子

工业资金的 1/ 3 ,占世界电子工业总产值的 40 %。

1992 年以来 ,创建了 20 多万个就业机会 ,硅谷就业

人员的年薪平均为 416 万美元 ,比美国平均工资水

平高出 50 %以上。另外 ,全世界最大的 100 家高新

科技公司中有 1/ 5 的公司总部设在硅谷 ,其中最大

的 5 家公司 ———英特尔公司、西斯科系统公司、

3Com 公司、太阳微电子公司和网景通讯公司 ———

年收入加在一起有 400 多亿美元〔4〕。因此 ,硅谷被

誉为“世界电子革命中心”、“半导体工业王国”、“世

界高新科技产业的摇篮”和“国际高新科技产业基地

之一”等 ,在一定意义上“硅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

高新科技工业园区的象征。在斯坦福高新科技工业

园区的示范作用下 ,世界各地建立了一大批名称不

同、形态各异、但与斯坦福高新科技工业园区在实质

上是一样的 (高新)科技园区 ,其中主要有 : ①以“硅”

命名的高新科技工业园区 ,如“中国的硅谷”即北京

中关村的高新科技试验区、苏格兰的硅峡、英格兰的

硅沼、以色列的硅溪、加拿大的北硅谷等 ; ②科技工

业园 ,又称为科技园 ,或研究园 ,或知识园 ,或创业中

心等 ,如中国的深圳科技工业园、中国台湾的新竹高

科技园区、英国的剑桥科技园、美国的北卡罗纳州三

角研究园、韩国的大德研究园地、德国的柏林技术创

业中心等 ; ③科学城或技术城 ,如美国的盐湖城 (又

称为盐湖仿生谷) 、法国的法兰西岛科学城、前苏联

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和舒瓦洛沃科学城、日本的筑

波科学城、日本的熊本技术城、新加坡的特岗科学

城、印度尼西亚的瑟蓬科学城等 ; ④高新技术开发

区 ,又称为高新科技产业地带 ,或科技走廊 ,如美国

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 270 号公路的高技术走廊 ,

美国盐湖城和普洛渥之间 40 公里的高技术产业带 ,

中国的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上海、天

津、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

及沈大高速公路高新技术产业带、京津唐高速公路

高新技术产业带、山东半岛高新技术产业带、珠江三

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沪宁高新技术产业带等。这

些以科技工业园、科技园、研究园、创业中心、科学

城、技术城、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地带、科

技走廊等命名的高新科技工业园区 ,虽然名称不同、

形态不一 ,但其本质特征和功能属性基本上是一致

的 ,都是指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等 ,

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相对集中地开展高新科技的

研究和开发 ,并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一种新型社区。

在本质特征方面 ,它们都表现为以发展高新科技、实

现产业化为主要宗旨 ,以产学研相结合、科工贸一体

化为主要结合模式 ,以统一布局与规划、构建优异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主要框架特征 ,以一系列优惠政

策来吸引各类资源加盟为主要动力机制等。在功能

属性方面 ,它们都起到了科技创新中心、科技辐射中

心和科技孵化中心的作用 ,都具有吸引科技人才、吸

引投资的凝聚功能 ,都具有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功

能等。

( 4)国家创新体系是科技直接融入经济系统来

显示其巨大经济功能的国家战略产业的新形式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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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技在以工业实验室、高新科技产业、高新科技工

业园区等形式直接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巨大经济功能

的同时 ,正在和已经逐步走向科技产业的国家化 ,并

以国家战略产业的新形式直接融入经济系统显示巨

大的经济功能 ,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国家创新体

系或国家创新系统。从理论界研究的状况来看 ,所

谓国家创新体系 ,就是指为了发挥国家对科技产业

的促进作用而将科技产业作为国家的战略产业 ,是

在国家层次上对科技的社会运行过程即科技知识的

产生、交流、传播与应用过程加以体制化和制度化。

进一步讲 ,它是在国家的总体规划下科技产业的各

有关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包括科技创

新、产品创新、生产工艺和方法创新、市场创新、组织

形式创新在内的所有创新的网络系统 ,是由一系列

资助和从事 R &D 活动并将其成果转化为商品、以

及推动和影响新技术扩散的机构和组织所组成的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6〕。①从其创新主体静态组成

来看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企业、高等院校、各级研究

机构、各级政府等创新主体既分工又合作所构成的

网络系统 ,其中企业以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为主 ,同

时进行知识传播 ;高等院校以知识传递和高素质人

才培养为主 ,同时进行知识创新和知识转移 ;国家科

研机构以知识创新为主 ,同时进行知识传播和知识

转移 ;地方科研机构主要从事与技术创新和技术转

移相关的工作 ;政府的职能主要以宏观调控、创造良

好环境和条件、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促成各组织部

门间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等 ;其他组成部分为创

新提供社会环境和支撑条件。②从其创新过程的动

态运行来看 ,国家创新体系是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

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来构成的动

态系统 ,其中知识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 ,

它是由与知识的生产与扩散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

的网络系统 ,其核心主要是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等 ;

技术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根本 ,它是由与技

术创新全过程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 ,

其核心主要是企业中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 ;知识

传播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主要

是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构成的高等教育

职业培训系统 ,主要职能在于培训具有较高技能、最

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等 ;知识应用系统是

国家创新体系创立的目的和归宿 ,它是由企业、科研

机构和政府部门等构成的网络系统 ,其主体是企业

和社会。③从其核心要素来看 ,当前在国际上国家

创新体系研究的焦点是知识和人才流动、企业创新

调查和创新指标研究等 ,其中国际上公认的面向科

技经济新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主要

有 :知识 ———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要素和“原

料”,没有知识 ,创新便是“无源之水”;学习 ———这是

变“静态知识或死知识”为“动态知识或活知识”的惟

一途径 ,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动力要素和“能源”;人

才———这是知识的创造者和运用者 ,是国家创新体

系的关键要素 ;创新 ———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

要素和功能要素 ,没有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是没有

意义的。④从其功能来看 ,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主

要在于优化国家创新资源配置 ,协调国家的创新活

动 ,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

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

力 ;同时还具有创新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建设功能、创

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功能和创新活动的执行功能等。

概而言之 ,国家创新体系是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过

程中的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 ,它不仅促成了 20 世纪

60 - 80 年代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 ,而

且促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繁荣。

随着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 ,国家创新体

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一致选择。

3 　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经济功能的
两种方式之关系及其发展走向

　　从整体上来看 ,间接方式和直接方式作为科技

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的两种方式 ,具

有紧密相联、辩证统一的关系。随着科技的进步和

社会的发展 ,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巨大经济功

能的间接方式不断地向其直接方式转化 ,使其直接

方式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和它的表现形态越来越

多 ,这便构成了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巨大经济

功能的运行轨迹和未来发展走向。

( 1)在共时态的横向联系上 　由于在全球范围

内同时并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等的发展水平

是不平衡的 ,既有科技先进、经济发达的“发达国

家”,也有科技相对落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发展中

国家”,还有科技和经济都相当落后的“急需发展的

国家”等 ;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 ,科技、经济发

展水平也是不均衡的 ,既有世界一流的先进企业 ,也

有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工业 ,还有手工劳作的小型企

业等。这样的科技、经济现状 ,决定了科技融入经济

系统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的间接方式和直接方式具

有同时并存的关系。而且 ,由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所决定 ,还具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关

系 ,表现在间接方式是直接方式的基础和前提 ,没有

科技知识向经济系统的转化、物化、渗透、影响等的

间接方式 ,是不可能出现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直接

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经济功能的直接方式 ;同时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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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方式是间接方式的高级形态 ,是间接方式进一步

“显化”的必然结果 ,不能最终显化为直接方式的间

接方式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经济功能是不

可能充分发挥和展现的 ,而且在科技融入经济系统

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的直接方式中 ,已经内含着科

技向经济系统的转化、物化、渗透和影响等的间接因

素。

( 2)在历时态的纵向发展上 　由于人类社会的

历史发展进程显示出科技发展和生产实践的水平是

越来越高的 ,而且二者的关系也在经历着从“肯定”

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 ,即经历着

古代的科技与生产的原始一体化阶段 (肯定) ,到近

代科技与生产的分离阶段 (否定) ,再到现代科技与

生产的新的一体化阶段 (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尤其

是自近代科技与生产的分离以来 ,科技与生产再度

相互的渗透、转化和影响 ,首先表现出科技融入经济

系统发挥巨大经济功能的间接方式 ,即科技通过转

化、物化、渗透和影响的途径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巨大

的经济功能 ,并且随着这种间接方式的发展逐步出

现了工业实验室、各种研发中心、高新科技产业、高

新科技园区和国家创新系统等科技直接融入经济系

统发挥巨大经济功能的各种直接方式。因此可以

说 ,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的间接

方式是其直接方式的低级阶段 ,而科技融入经济系

统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的直接方式是其间接方式进

一步发展的高级阶段 ,由间接方式到直接方式的发

展体现了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的

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逻辑。不仅如此 ,由这一逻辑

进一步延伸和推进的结果 ,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走

向和趋势 ———从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其巨大经济

功能的间接方式将进一步向其直接方式转化 ,而且

这种直接方式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这种直接方式的

表现形态将越来越多。事实上 ,从工业实验室到各

种研发中心、再到高新科技产业、进一步到高新科技

园区和再进一步到国家创新系统等的发展历程 ,正

在展示着这一发展的走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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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ypical Modes and Its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lted in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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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lating degree ,there are two modes ,namely direct mode and indirect mode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melte d in eco2

nomic systemto play a greateconomic function1The former is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ua the productivity fo knowledge form ,have to be applied to

social production of material objects by the ways of transformation ,materialization ,infiltration and infection ,so as to play a role of producing useful value

to satisfy people’s demands1Its economic benefit is indirect and latent1However ,the later is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ly qua the enterprise ,in2

dust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 ,namely science2technology enterprise ,science2technology industry and science2technology economic department ,have

some functions of directly producing science2technology product to satisfy people’s demands1Its economic benefit is direct and obvious1Both direct mode

and indirect mode have an interdependent and dialectic2unitiive relation1Along with progress of science2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is in2

direct mode would be constantly transformed into this direct mod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is direct mode will be more and more great ,and the represen2

tative shapes will be more and more many1All of these make up of the moving track and developing direction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melted in2

economic system to play a great economic function1

Key words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ic system ;direct mode ;indirect mode ;dialectic relation ;developing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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