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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

李　丹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１９）

摘　　　要：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前，辽宁正处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

驱动过渡阶段，思想观念的非直接现 实 性、制 度 的 刚 性 特 征 等 决 定 了 辽 宁 实 现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必 须

加强制度建设。辽宁应从改善制度 供 给 入 手，通 过 完 善 科 技 资 源 配 置 制 度，强 化 企 业 技 术 创 新 意

识与动力，完善协同创新制度、科学核算制度，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吸引，营造创新文化氛 围

等，克服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障碍，实现发展价值观念、主导生产要素、发展目标、技术创新途径的

转变。

关　键　词：辽宁；创新驱动发展；制度保障

中图分类号：Ｄ　６３－３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５８（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７０－０５

　　创新驱动发展是指通过自主创新，充分发挥

知识和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

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 断 提 升［１］。
创新驱动最 早 由 著 名 管 理 学 家 迈 克 尔·波 特 提

出，他以钻石理论为研究工具，从竞争现象中分析

经济的发展过程，提出国家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生产 要 素 驱 动（ｆａｃｔｏｒ－ｄｒｉｖｅｎ）阶 段、投 资 驱 动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ｒｉｖｅｎ）阶 段、创 新 驱 动（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阶 段 和 财 富 驱 动（ｗｅａｌｔｈ－ｄｒｉｖｅｎ）阶 段。
他认为，在创新驱动阶段，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可以

改造 物 质 资 本、提 高 劳 动 者 素 质 并 实 现 科 学

管理［２］８９。

２０１２年７月，党 中 央、国 务 院 召 开 全 国 科 技

创新大会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这一战

略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我国经济发展更多依

靠创新驱动指明了方向。此后，许多省市制定并

开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政策。辽宁作为东北老工

业基地，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发展模式影响

较深。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中国

区域创新能 力 报 告２０１２》，根 据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人

口比重、人均ＧＤＰ、产 业 结 构 以 及 研 发 强 度 等 指

标测算，认为辽宁与山东、湖北、福建、四川等５个

地区正处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过 渡 阶 段［３］。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探讨辽宁如何突破制度瓶颈，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辽宁创新驱动发展制度

保障的必要性分析

　　１．思想观 念 的 非 直 接 现 实 性 要 求 制 度 保 障

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对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具有全局性、指导性和战略性意义，但创

新驱动发展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发展理念，只有

变成现实，才能对实际发生作用。创新驱动发展

转变为现实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转化为制度。制

度既是思想观念的现实化、具体化，又是思想观念

得以实现和贯彻落实的重要保证。在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体现创新

驱动发展的基本理念，如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

展道路选择等；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保证创新

驱动发 展 的 贯 彻 落 实。制 度 既 是 思 想 观 念 的 体

现，又是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的重要社会条件和

保证。制度通过规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

或规范制约人的行为活动，促进和保证通过创新



实现全 面 发 展 理 念 的 贯 彻 落 实。从 一 定 意 义 上

说，创新驱动发展关键在落实，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关键在制度，只有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制度安排

和制度创新，才能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２．制度的刚性能够保障创新驱动发展

与思想观念相比，制度具有 导 向 性、强 制 性、
根本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这决定了制度

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制 度 的 导 向 性 可 以 引 导 人 们 的 思 想 观

念、行动与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保持一致；制度的

强制性通过“奖优罚劣”机制的作用约束人们的社

会活动；制度的根本性有助于解决实现创新驱动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

和长远性的问题；制度的稳定性可以保证创新驱

动发展的相关政策的严肃性与连续性；制度的可

操作性可以保证思想观念和原则规定切实可行并

落到实处。因此，制度保障对于创新驱动发展具

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影响，是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二、辽宁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障碍

当前，辽宁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经

济发展中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

表现在宏 观 层 面 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有 待 进 一 步 提

高，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微观层面的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

１．经济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辽宁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省份相比还存在一

定差 距。首 先，从 人 均 生 产 总 值 来 看，２０１２年 辽

宁省人均生产总值为５６　５４７元，虽居东北三省首

位，但与天津（９３　１１０元）、北京（８７　０９１元）差距较

大，与浙江（６３　２６６元）、江苏（６８　３４７元）等省份相

比也存在一定差距。其次，从城乡居民收入来看，

２０１２年 辽 宁 省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

２３　２２３元，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位
列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天津、福建、山东

之后，排在第９位。２０１２年上海全年城市居民家

庭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４０　１８８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０．９％，扣除价格因素后增长７．９％；上海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 收 入１７　４０１元，增 长１１．２％，
扣除 物 价 因 素 后 增 长８．２％［４］。辽 宁 省 与 之 相

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２．产业结构不合理

辽宁是工业大省，但重工业比重较高，轻工业

比重很低且不发达。重工业具有投资大、建设周

期长、见效慢、产品利润率低等特点，在计划经济

条件下，重工业直接服从于国家发展计划目标及

长远利益要求，不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利润最

大化，其产业优势依靠国家计划得以保持与发挥。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工业就远不如投资少、建
设周期短、见效快、产品利润率高的轻工业能够尽

快地适 应 市 场 竞 争 并 最 大 程 度 地 获 取 利 润。此

外，辽宁省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建设国

家新型产业基地的支撑能力不足。２０１２年，全省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增 加 值 率 为

３０．７％，与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率一般在５０％以

上有较大的差距。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业占服务业

比重为２６％，低于江浙等沿海发达省份。
从表１来看，２０１２年辽宁省在产业结构综合

指标、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标等方面的全国排

名均不靠前。

表１　辽宁省创新能力综合指标

指　　标　　名　　称　
２０１２年综合指标

指标值 排名

２０１２年分项指标排名

实力 效率 潜力

综合值 ３１．２８　 ８　 ７　 ７　 ２０
　知识创造综合指标 ２０．９３　 １４　 １０　 １４　 ２６
　知识获取综合指标 ３５．２１　 ６　 ６　 ５　 １６
　企业创新综合指标 ３５．０３　 １２　 ６　 １５　 １４
　　企业研究开发投入综合指标 ４１．７２　 １５　 ７　 １５　 ２６
　　设计能力综合指标 ２４．８３　 １０　 ９　 １０　 １３
　　制造和生产能力综合指标 ４０．５２　 ６　 ６　 ７　 １２
　　新产品销售收入综合指标 ３１．５０　 ６　 ８　 ２　 １１
　创新环境综合指标 ２８．５２　 ７　 ８　 １１　 ２１
　创新绩效综合指标 ３４．８７　 １５　 ９　 １２　 １８
　　产业结构综合指标 ２０．３２　 １３　 ９　 １６　 １３
　　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标 １５．８３　 １４　 ７　 １１　 ２１

１７第１期　　　　　　　　　　　 李　丹：辽宁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



　　２０１１ 年，辽 宁 省 高 技 术 产 业 总 产 值 为

１　８８４．５亿元，出口交 货 值 为４１５．８亿 元，虽 位 居

东 北 三 省 之 首，但 与 广 东 （２３　５７６．３ 亿 元、

１４　２６５．７亿元）、江苏（１９　４８７．８亿元、１０　９３６．９亿

元）、上海（７　０２１．４亿元、４　９１８．８亿元）等省 市 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５］３１６。

３．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在世界企业中，７５％的企业增 长 依 靠 科 技 创

新。近年来，辽宁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但总体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辽宁省多数企

业尚未形成较高水平的产品研发体系和自主开发

能力，相当一部分企业仍处在“仿制式”“模拟式”
生产模式中，尚未形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的良性循环。许多制约产业升级的基础性和

关键性共性技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以装备

制造业为例，当前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配套能力

和系统集成能力不高，重大装备关键零部件仍需

进口，没有具备系统设计、系统成套和工程总承包

能力的大企业。２０１１年，全国开展Ｒ＆Ｄ活动的

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１１．５％，东部地

区为１３．３％，其中 浙 江 省 为２３．１％，而 辽 宁 省 仅

为３．９％。以沈阳市为例，２０１０年，沈阳市共登记

科 技 成 果１８２项，其 中 企 业 完 成６７项，约 占

３６．８％［６］，而同 年，深 圳 市 共 登 记２２８项 科 技 成

果，其中企业完成１６６项，约占７２．８％［７］。从表１
来看，２０１２年，反映企业创新能力的分项指标中，
辽宁省企业的制造和生产能力名列前茅，但反映

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如企业研究开发投入、
设计能力等则明显趋后。２０１１年，辽宁省规模以

上工业 企 业 Ｒ＆Ｄ人 员 全 时 当 量 为４７　５１３人 年，
规模以上工 业 企 业Ｒ＆Ｄ经 费 为２７４．７亿 元，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Ｒ＆Ｄ项目数为６　７９９项，与广东

（３４６　２６０人年、８９９．４ 亿 元、２９　２４３ 项）、江 苏

（２８７　４４７人年、８９９．９ 亿 元、３１　９３３ 项）、浙 江

（２０３　９０４人年、４７９．９ 亿 元、２８　６７２ 项）、山 东

（１８０　８３２人年、７４３．１亿 元、２５　１９３项）存 在 较 大

差距［５］３１９。
上述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目前辽宁 促 进 技

术创新的制度环境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制度的

创新激励导向较弱。一方面，部分重要资源和要

素的价格扭曲，未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性，
企业实施要素驱动发展的成本过低，导致低效产

能与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制度的投资激励导向明

显。政府对于投资的偏好及相应的优惠政策，使

企业倾向于从优惠政策中获利，创新的内在动力

不足。此外，技术协同创新机制不健全、科技与教

育、经济有效结合不足等也阻碍着辽宁实现创新

驱动发展。

三、辽宁创新驱动发展制度

保障的目标

　　面对上述障碍，辽宁必须从改善制度供给入

手，通过完善制度体系，保障发展的价值观念从排

斥技术创新转变到重视技术创新，保障主导生产

要素从资本、资源、土地、廉价劳动力等升级到知

识、专业人才和技术创新等，保障发展目标从片面

的经济增长到全面的经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的

途径从盲目引进、交换到市场驱动下的自主创新，
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１．保障价值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快 速 的 发

展，但在发展模式上，以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

模为主要目标，在政策层面上主要体现为ＧＤＰ偏

好、投资偏好、外资偏好和外贸 偏 好［８］，这 种 传 统

的发展模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必然性，也

曾为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发

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以大量消耗

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

发展模式漠视甚至排斥技术创新，阻碍了技术创

新的发展。因此，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在发展的

价值观念上，首先要从漠视甚至排斥技术创新转

变到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将技术创新视为经济发

展最重要的驱动力量。

２．保障主导生产要素的升级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明确

指出，在国际竞争中，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廉价的成

本因素会导致没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一个国家只

有通 过 发 展 高 级 和 专 业 的 生 产 要 素，如 知 识、人

才、创 新 等，才 能 建 立 起 产 业 强 大 而 又 持 久 的 优

势［２］１６７。第二次世 界 大 战 之 后，由 于 将 发 达 国 家

崛起的原因片面地解读为工业化的结果，将工业

化简单地等同于制造业的现代化，以 哈 罗 德—多

马模型为代表的资本驱动型发展模式被包括中国

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此外，受比较优势

理论的影响，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参与世界分工，
出口创汇迅速增加的同时，也使中国的许多产业

始终处于简单加工这一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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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高度的对外技术依赖，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实

现公平的博弈。因此，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

要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主导生产要素（如资

本、廉价劳动力、化石资源等），升级到高级生产要

素和专业生产要素（如知识、专业人才和技术创新

等）。

３．保障发展目标的优化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通过土地、资本等传统

要素投入所追求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只是经济的增

长，而不是经济的全面发展。在辽宁同步推进工

业化与信息化的过程中，当务之急是打破传统生

产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实现以科技创

新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发展，并把提升创新能力内

化为辽宁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这是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的关键问题。

４．保障技术创新途径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产业领域 实 施 了

“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通过让渡部分国内市场

而实现技术和人才溢出效应。这一策略在一部分

产业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更多的领域却导

致大部分市场让渡出去了，但技术特别是核心技

术却没有习得的尴尬结果。实践证明，真正的核

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更是换不来的，有效的技术创

新途径是市场需求的激励。恩格斯曾经指出，一

个市场需求往往比十所大学更能拉动技术进步。
市场需求不但可以有效地激励创新，更能积极地

引导创新。因此，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经济模式

下，辽宁需要将技术创新的实现途径由“以市场换

技术”切实转变到“以市场促创新”。

四、辽宁创新驱动发展制度

建设的对策

　　１．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制度

科学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方

式转 变 的 基 础，也 是 政 府 职 能 改 革 的 重 要 内 容。
要在坚持“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尽可能市场，
必要时政府”等观念的基础上，优化政府科技资源

配置，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一是继续推进

政府职能改革，把政府职能真正转变到为市场竞

争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为市场经济运

行提供良好的机制条件和法治环境上来。此外，
由于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特殊性，辽宁各级政府还

应当充分发挥一些特殊职能，如继续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等。二是优化政府财政投入的结构与体制，将

国家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市场失灵、民间资金无力

和不愿投入的领域，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自组

织”和“试错”功能，将投资与决策、收益、责任以及

风险有机结合，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行政性波动以

及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结构性失衡问题。

２．强化企业技术创新意识与动力

目前，辽宁省应从理顺收益分配和打 破 垄 断

着手，着眼于建设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市场经济环境，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通过市

场竞争的压力、市场需求的刺激和宏观政策的调

控，使企业树立凭借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的

意识，并内化为实现企业快速发展的动力，通过增

加技术研发投入、建立技术研发机构、加强与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建立技术创新联盟等措施，切实提

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政府采购承诺，激

励企业从事与国家利益有重大关系的产业技术研

发及其产业化，通过明确的政策导向，让自主创新

的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９］。

３．完善协同创新制度

随着科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技术创新复

杂性和技术创新速度的不断提升，创新模式已经

突破了传统的线性和链式模式，逐渐形成以非线

性、网络化、开放性为特征，以多元主体相互联合

与协同互动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模式。目前，协同

创新已经成为我国各省市竞相探索的新型创新模

式。辽宁应当在充分发挥科技大省、教育大省和

文化大省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协同创新制度，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首先，辽宁需抓紧建立科学

有效的科研组织管理体制，实现由企业主导创新

过程，充分发挥企业技术集成中心、产业化和商业

化平台的作用。其次，通过修订和出台科技奖励

制度、科研业绩评价制度、科技项目认定制度等，
有效发挥大学、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

研发等方面的作用。最后，通过健全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发展大学科技园区以及搭建科研信息交

流平台等措施，实现各创新主体间的协同互动。

４．建立科学核算制度

多年来，ＧＤＰ指标一直是我国衡量各地和全

国经济发展的唯一的综合性指标，这种考核方式

易导致各地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而非社会的全面

发展。全面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劳动

就业充分、社会保障完善、卫生发达、教育普及、科

３７第１期　　　　　　　　　　　 李　丹：辽宁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



技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等各方面的进步。诺

贝尔 经 济 学 奖 获 得 者 约 瑟 夫·斯 蒂 格 利 茨 在

２００４年３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曾强调，

ＧＤＰ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可持续发展

不仅仅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包括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全面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科学合理

的经济核算体系。因此，辽宁应当加快推广绿色

ＧＤＰ指标体系，将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等纳入考

核内容，并在逐步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能反

映生产与能源消耗、技术创新相联系的更具科学

性的评价指标，引领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

５．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吸引

当前，辽宁正处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 驱 动 过

渡的阶段，制造业从低端逐步向中高端先进制造

业升级，产业结构也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技术密

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这种转变在人才需求结

构上的新 特 点 就 是 对 劳 动 力 素 质 的 要 求 大 大 提

高。一方面，辽宁要创新教育体制，根据创新驱动

发展的新要求、新特点，优化教育结构，加大教育

投入，实现经济与教育的结合，培养创新型人才；
另一方面，要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和应用型教育，培
养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专业实用型人才。

６．营造创新文化氛围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不仅需要正式制度的规范

和引导，也需要非正式制度的激励与引领。文化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核心价值观念体

系影响着人们的创新活动取向，在实现创新驱动

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辽宁一方面

要通过优化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居住环境和人文

环境，营造开放、开拓、开明的勇于创新、包容失败

的创新文化氛围，鼓励人们接受新思想、新理论、
新技 术；另 一 方 面，要 通 过 教 育 内 容 与 方 法 的 创

新，培育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形成善于创新

的文化氛围，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思想动力

和行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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