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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创新研究中，基于创新的原始动力，可将创新分为三类，即市场拉动型创新、技

术推动型创新、科学推动型创新。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技术创新研究中，仅将创新分

之为“市场拉动型创新”和“技术推动型创新”，而没有对“科学推动型创新” （又称基于科学

的创新）进行专门、系统的深入研究，由此即使得学术界对于技术创新的认识出现了不

少偏差。甚至可说这是近年来创新研究进展不大的成因之一。  

所谓科学推动型创新，它们的发生与实现强烈地依赖于科学上新的发现。诸如在生

物技术领域、化学制药领域、早期的微电子领域等，其之产品甚至工艺的创新直接来自

于新的科学发现。这类创新也可以称之为“基于科学新发现的创新”，或简称为“科学推动

型创新”。相应于这类创新，就有了基于科学的产业，即依赖于“科学推动型创新”而建立

和发展起的行业。诸如生物技术、生物及化学制药业、基础化学材料业、早期的半导体

行业，当今纳米技术、部分新能源、部分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往往是经济中最

具活力的部分，他们形成和发展很可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甚至推动社会经济范式的转

变。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半导体行业对于全球经济范式转变所起的促动作用，以

及当今来生物技术行业对于一些国家经济范式转变的推动作用。 

二、为何要关注基于科学的产业及其创新 

（1）在基于科学的产业领域，后发国家难以追赶发达国家。 

从国际经验看，后发国家在“基于科学的产业”领域要赶超发达国家同行，必然面对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日本在

电子、汽车等产业领域成功地赶超了美国等领先者，但却在生物工程、化学制药、计算机软件等“基于科学的产业”领域长期落

后于美国和欧洲。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基于科学的产业的创新及发展有其独特的现象和规律，特别是基于科学的产业

的创新及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科学上新的发现，而科学上新的发现又依赖于以往的基础研究的积累、恰当的领域选题和较多的研

发投入。 

（2）长期以来我国在基于科学的产业领域难以赶超发达国家。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之一，就是在不少“基于技术的产业”领域对于发达国家的成功赶超，诸如在家电、

船舶、常规机械制造等领域的成功赶超。但在基于科学的产业，诸如基础电子器件、生物技术、化学制药、新的功能材料等领

域，我们却难以赶超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相对于我国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强劲的竞争优势。尽管我国在政策、投资、研发、

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都进行了诸多努力，但仍然很难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基此，如能通过对“基于科学的产业的创新”进而

研究，则对破解“现阶段我国在基于科学的产业领域难以赶超上发达国家”的现实难题，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必然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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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亟待关注基于科学的产业及其创新。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

是发展其中“基于科学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确定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

有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这七大产业的细分产业中，一些即依赖于基于科学

的创新，大致有纳米及超导等新材料制备技术，生物技术新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育种、海洋生物等，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

高端智能制造装备技术等，甚至还有其他产业。而其他多数产业则属于基于技术的产业。深入研究基于科学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及其创新，必对促进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极为重要的现实作用。而一旦这些产业得到了实质性发展，则我国经济发展

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即有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北京作为中国最具科技能力的城市（暂且不论他是首都），中国创新创业最为活跃的城市，更应该在推动基于科学的产业的

创新领域有所作为。要想在该领域领先全国、挑战世界，北京还需要具体关注若干问题，一是当地现有产业哪些属于基于科学

的产业，已经做出的基于科学的产业的创新与发达国家领先企业有哪些差距是什么？二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技术追赶与学习、

知识获取与技术整合、产业创新与企业制造等环节，构建怎样的机制才有助于基于科学的产业的创新的发生与实现。三是相应

的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应做怎样的调整。如果在这些方面北京能率先为之，那就可能建立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基于科学的产

业的创新”的系统机制，从而形成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的创新竞争力。我们期待着北京在基于科学的产业及其创新领域，为自

己创造竞争优势，为全国做个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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