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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韩国是一个成功实现由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亚洲后发国 家。 从创新视角上看， 韩国工业

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 事 实上展示了一个发挥后发优势的
“

扶优一扶弱一造生态
”

三步走赶超路径 。 本文

从
“

政策 ＋ 知识 －

资本
－ 人力

”

（ Ｐ＋ＫＣＣ ） 分析框架出发 ，
对三个转型阶段的政策演进与发展特征进

行分析 ，
剖析韩 国从技术引进到技术领先演进中的转型发展过程的经验及其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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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是一个成功实现 由发展 中 国家进入发达基础的产业经济体中 ， 先培育出若干产业的创新型

国家的亚洲后发 国家 。 在彭博社发布的全球最创新龙头企业 ， 由龙头企业推动并加强整个产业的基础

国家名单中 ，
２０ １ ５年韩国在全球最具创新力 国家技术积累和生产配套条件 ， 快速追赶世界平均生产

中居首位 。 在韩 国成功实现 由
“

主导追赶经济
”

向技术水平 ； 再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 加强中小企业的
“

服务创新经济
”

的职能转变中 ， 其政府发挥了重配套生产与技术开发能力 ， 鼓励中小企业以颠覆性

要的作用 。 这些经验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与大企业进行渐进性创新互动 ，
推动产业整体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
进而营造

一个公平 、 竞争 的

Ｉ
一 胃Ｈｉ

业发展实麵新驱动 ， 达麵界领先離术水平 。

回顾历史 ， 韩国工业化是在经 日本殖民剥削和在经济创新转型发展 中 ， 韩国政府是
一

个积极

朝鲜战争摧毁的贫穷农业国基础上开始的 ，
自 ２０有为的政府 ， 从宏观的国家发展战略到微观的税收

世纪 ５０ 年代发展加速 ，

一跃成为亚洲 四小龙 ，
至激励措施 ， 其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引

９０ 年代末基本完成了工业现代化进程 ，
人均国 民总导作用 十分明显 。 下面从

“

政策 （
Ｐｏ ｌ ｉｃｙ ）＋ 知识

收人 （ ＧＮ Ｉ ） 从 １ ９６２ 年的 ８７ 美元增长至 １９９５ 年的（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资本 （
Ｃａｐ

ｉ ｔａｌ ）
－ 人力 （ 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 ）

”

Ｉ Ｉ４７ １ 美元 ， 再至 ２００７年突破 ２万美元 ，
２０ １４ 年达 （ Ｐ＋ＫＣＣ ） 分析框架出发 ，

在知识流动上主要考察

到 ２７０９０美元 （ 按现价计算 ， 见图 １ ） ， 成功跨过
“

中产业技术的知识源与流向 ， 在资本流动上主要关注

等收人陷阱
”

， 顺利进入高收人的发达国家行列 。政府科技经费投人方向和企业研发经费投人方向 ，

韩国产业转型升级成功的
“

秘密
”

何在？在人员 流动上重点考察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才的流

从创新视角上看
，
韩国工业现代化成功经验事动 ， 由此 ， 对三个转型阶段的政策演进与发展特征

实上展示了一个发挥后发优势的
“

扶优
一

扶弱
一

造进行分析 ， 剖析韩国从技术引进到技术领先演进中

生态
”

三步走赶超路径 （ 见图 ２ ） ， 即在
一个无甚的转型发展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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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韩国经济总量与人均国 民总收入 （ １９５ ５
—

２０ １４ ）

资料来源 ： 根据历年统计资料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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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韩国产业创新转型发展的三阶段划分

资料来源 ： 基于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报告数据整理而成 。

２
“

扶优
”

阶段 ： 打造创新发展的龙头企业础上是极度 匮乏的 ， 其政治制度也同样在重建 中 。

可以说
， 韩 国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是在战后重建中

２ ． １ 经济背景与主要政策措施ｉＳ人－个动态的快速增长咖
［
２

］

。

韩国创新发展的扶优阶段 ， 包括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从政策措施上看 ， 扶植企业并引 导企业开展技
７０ 年代的技术引人与仿制和 ８０ 年代的技术吸收与 术的引进 、 吸收和仿制是韩国政府推进工业化的重

学习积累两个时期 。中之重 。 主要措施有 ：

在技术引入与仿制时期 ， 韩国工业化是以美国（ １ ） 根据本 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特点 ， 在

接管和援助下的重建开始的
⑴

， 面临随时准备 自立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经济

发展与支撑国防的挑战 。 韩国在科学技术和工业基基础上实施重化工 （ ＨＣＩ
） 政策 ；

—

２８
—





？ 科技与经济 ？

（ ２ ）颁布 《技术引进促进法 》 （ Ｉ９６０ 年 ）和 《科外技术引进是韩国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知识源 。

学技术振兴法 》
（ １９６７年 ） ， 鼓励采用技术贸易 、知识流向在早期是由国外流向国 内的单向流动 ；

７０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
ＦＤＩ ） 、 与外商合作开发等灵年代开始 ， 大企业在技术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学习积

活多样的技术引进方式 ， 并以引进促进仿制 ， 带累了一定的技术 ，
并与大学 、 科研院所等

一起成为

动改良性开发 ，
逐步培育产业优势 ；产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技术源 ， 逐步发展成为国

（ ３ ） 改革教育模式 ， 将 目标定位在为技术引外流人国 内 、 国 内流向国外 （ 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 ）

进与吸收培养必需的产业技术人才 ；的双重 （ 向 ） 流动 ， 但仍以知识流人为主 。

（ ４ ） 结合韩国未来要独立发展的军工国防需从资本流动上看 ，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７０ 年代 ，

产

要 ，
在重化工等产业中培育大企业等

［ ３
］

。业发展资金 （ 特别是用于技术购买 、 消化吸收的资

在技术积累与学习时期 ，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韩国金 ） 主要源 自政府 ， 如韩国政府将美国的 ６０亿美

人均 ＧＤＰ 进人 １５００ ？ ６ ０００ 美元阶段 ， 达到 中等元经济援助作为产业技术引进的启动资金和维持费

收人水平 。 经历 ７０年代的技术引进与快速发展 ， 韩用 ， 投资方向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中的大企业 ； 在

国企业由早期的模仿改 良为主转向消化吸收后的改８ ０ 年代科技立国 战略导向下 ， 韩国政府增加研发

进提高 （ 即再创新 ） 为主 ， 并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技 投入
，
同时已具有一定技术积累的大企业开始大量

术引进已不能满足现阶段的生产需求 ，
产生技术 自投入研发 ， 至 ８０ 年代中期大企业成为韩国全社会

主需求 ， 需要加强技术积累与学习 ，
并开始投资研 研发的主要投人者 。 而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投人 ，

发 ，
真正走向 自主创新的道路 。 这一时期

，
韩国的 对技术的引进 、 消化吸收仍一直是这一时期投资的

工业化进程前半段
一直 由政府主导

，
在 ８０ 年代后主要方向 。

期企业逐步成为主导力量 ， 国 内企业的大胆创造和从人员流动上看 ，
二战后的韩国无论是技术人

技术能力积累是韩国工业现代化的核心推动力
ｗ

。员还是产业工人都是 比较匮乏的 ， 因此 ，
２０世纪

从政策措施上看 ， 主要有 ：五六十年代 ， 劳动力在
“

工业立国
”

导向下由农村 、

（ １） 针对重工业化导致的产业经济结构失衡学校流向工业领域 ，开始培养产业工人和科技人员；

问题 ， 韩国政府提出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战略 ，

到七八十年代 ， 在政策鼓励下 ， 大量科技人员 向快

发展重点转向电子 、 机电一体化 、 精细化工 、 半导 速发展的大企业集聚 ， 同时部分科研人员进人国家

体 、 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研究机构和大学 。

（
２

） 针对发达国家发动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技“

扶弱
”

阶段 加强中小企业的配套技
术壁垒问题

，
韩国政府严控技术引进 ， 对各类引进丨

丨
＾^

的技术和设备实行严格的监督审査制度 ， 尽量避免

低水平重复引进 ， 凡是国 内能生产的禁止向 国外购３ ． １ 政策背景与主要措施

买 ， 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 、 吸收和再创新能力 ；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 ， 韩国整体处在技术跟

（ ３ ） 推动产学研合作 ， 发布 《产业技术研究踪 与创新的重叠时期 ， 国 内外发展形势大变 ，

一

组合培养法 》等法规及
一系列优惠政策 ，

促进企业 、 方面 ， 随着韩国 以集 团经济为特征的大企业快速

大学与国家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技术研发 ，
由原来的崛起 ， 在三星 、 现代 、 ＬＧ 等企业的带动下 ， 企业

大学向企业单向提供技术人才转向三者之间的知识研发经费投人占研发经费投人总量的 ７０％ 以上 ，

交流与创新互动 ；
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大幅提高 ；

另一方面 ，

（ ４ ） 加强支持基础与应用研究 ， 增加经费投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 国内产业失衡更加突出 ，

人 ， 设立 Ｄｅａｄｕｋ 科学城 ， 发展国家科研机构 ；大企业集团投机行为 日 益增多 ， 产业经济不确定

（ ５ ） 鼓励并支持企业发展研发机构 ， 加强本因素增多 ， 同时还面临 日 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
５

１

。

土企业研发能力 。韩国集 团经济模式发展到了
一

个新阶段 ， 需要
一

２
．
２ＫＣＣ 发展特征批配套及同业中小企业的创新竞争与合作 ， 而现

从知识流动上看 ，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８０ 年代

， 国实 却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羸弱无力 ，
与之配套的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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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也很落后 。长至 ２３ ．６％
ｗ

； 同时 ，
ＧＲＩ 和大学的研发经费快速

从政策上看 ， 韩国政府在继续鼓励大企业创新增长 ，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末 ， 大学研发占 国拨经费

发展的基础上 ，
关注中小企业 ， 政策重心逐步倾向的比例已接近 １０％ 。

中小企业 。 主要措施有 ：从人员流动上看
， 研发人员进

一步集中流向大

（ １） 明确创造性发展战略代替模仿性发展战企业 ， 而小企业创新创业快速发展 ， 也吸引 了一批

略 ， 在 《科学技术政策宣言 》 （ １９９ １ 年 ） 中提出
“

把科技人才涌人 ， 特别是从大企业中分流出
一部分科

自主研发 、 高新技术消化与学习置于同等重要的战技人才 ， 开展创新创业 ， 激发了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略地位 ， 将研发模式由模仿变为创造
”

；的活力 。

（ ２） 将发展重点锁定在信息通信技术 （ ＩＣＴ）女” 帆饥 也ｈｍ占况初

产业 ， 提飾駐导产倾心静力 ；４
“

造生态
”

阶段 ： ■職创新系统

（
３

） 改进科技计划的制定方法 ， 将科技计划４ ．１ 政策背景与主要措施

的制定改为 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相结合 ， 集中投资２０００ 年至今 ， 韩国进人创新快速跟踪与技术

和开发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项 目
；领先并存时期 。 韩国经济在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

（
４

）１９％ 年成立中小企业管理局 （ ＳＭＢＡ） ，后快速复苏 ， 知识经济得到认可并快速发展 。 扶植

推动中小企业创新与发展 ；风险企业和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 虽然在 ２０世纪 ９０

（ ５）发展风险投资 ， 开设科斯达克 （
ＫＯＳＤＡＱ）年代就已经开始并在 ２０００ 年后进

一

步加强 ， 但无

股票市场个上市 门槛和交易费用较低的股票法在短期内扭转这
一

局势 ，

“

通过专攻新产业来追

市场创业板 ， 并规定在科斯达克上市的中小企业五赶
”

的方式导致的
“

强大的大企业 、 弱小的小企业
”

年内享受免税待遇 ；两极化成为韩国 国家创新系统的典型特征
ｗ

。 实际

（ ６ ） 政府采购政策向 中小企业倾斜 ， 如韩国上
，
韩国已是

一

个由大型先进制造企业、 小型制造

法律规定 ， 各部门可以按高于 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企业和服务性企业等私营经济组成 ， 兼具发展中 国

优选采购本国产品等
，
政府机关和公共事业单位的家和发达国家特征的混合经济体 。

年度预算的采购计划中 ， 必须含有购买本国 中小企 从政策上看 ， 韩国政府提出技术领先战略 ，
工

业产品的内容 。作重心转移到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上 。 主要措施有 ：

３ ．２ＫＣＣ发展特征（
１

） 调整政府的地位与作用 ，
２０００年前后政

从知识流动上看 ，
２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后 国外技府直接干预被市场机制取代

［
１
１

， 在创新投人上已经

术虽是韩国产业技术的重要知识源 ， 但韩国大企居于其次 ，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由

“

全面主导
”

转

业已经实现 了技术 自立
，
政府属科研机构 （ ＧＲＩ ） 、向

“

政策引导
”

， 开始成为公司治理 、 劳动关系 、

大学与企业的 研发成为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 主金融系统和政府部门改革的驱动力 ， 但政府对科技

要知识源 ， 知识双重流动并存且国 内流动 日益强创新的指导依然具有决定性作用 ；

化 。 （ ２ ） 改善大企业与小企业两极化关系 ， 在

从资本流动上看 ， 社会资本 日益集中流向大企２００５
—

２０ １ ５ 年相继实施 了三个 《 中小企业技术创

业 ， 企业研发投入快速增长 ， 其中技术引进额大幅新五年计划 》

？
， 鼓励中小企业提高研发能力 ， 援

增加 ， 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１ ．０７ 亿美元增长至 １ ９９９ 年的助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 资助 中小企业与大学 、 科研

２６ ．８６ 亿美元 ， 但 占企业研发经费的比例却明显下院所开展合作研发等 ；

降 ， 这是因为用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学习支出（ ３ ） 加强公共研发 ， 促进创新主体间的互动

增长更快 ，
成为企业研发经费投人的主流 ； 另

一

方合作 ；

面 ，
小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快速增长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 １ 年 （ ４ ） 发展大田科技园 区 ，
将大德科学城拓展

占全部企业研发经费的份额翻了
一

番 ，
由 １ １ ．４％ 增为大德研发特区

；

① ２０１ ５ 年韩国政府提出了该计划第三期 ， 名为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长期规划 （ ２０ １ ４
—

２０ １ ８ ） 》
。

— ３０
—





？ 科技与经济 ？

表 １ 韩国的 １ ３个未来增长动力产业

类别产业

主力产业智能汽车 、
５Ｇ移动通信 、 深海底海洋工程设备

九大战略产业未来新产业智能机器人 、 可穿戴智能设备 、 实感内容

公共福利产业 定制型健康管理 、 灾难安全管理智能系统 、 新再生能源混合系统

四大基础产业智能型半导体 、 大数据 、 敵复合材料、 智能型物联网

资料来源 ： 韩国政府
，

《 未来增长动 力 落实计 划 》 （ ２〇 １４ 年 ） 。

（
５
） 发展

“

创造经济
”“

创意产业
”

， 打造
“

良ＧＲＩ 的研发经费增加但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

性循环的产业技术生态系统
”

。 ２００９年韩国实施《新主要在企业内部开展研发活动 。 政府研发经费投入

增长动力产业规划及发展战略 》 ，
２０ １ ４年出台 《未大幅增加 ， 但占 比却逐步下降 ， 稳定在 ２０％ 左右 。

来增长动力落实计划 》 ， 旨在发展
“

１ ３个未来增从人员流动上看 ， 大企业国际化人才集聚 ， 创

长动力产业
”

（ 见表 １ ） ， 形成支撑韩 国经济增长新创业中小企业成为主要流动新方向 ， 中小企业技

的动力源 。术型研发人员总量明显上升 。

４ ．
２ＫＣＣ 发展特征５ 衫 与政策自示
从知识流社看 ， 力企胜雜产減术職

成为创新发展的主要知识源 ； 大学和 ＧＲ Ｉ 等在公纵观半个多世纪的韩国赶超发展 ， 自 ２０世纪

共研发上发挥重要作用 ， 为企业创新创业发展提供５０ 年代工业化进程开始
，
韩国从产业技术空 白 到

了有力的源头支持。技术引进 ， 再到技术 自立直至技术领先的转变 ， 大

从资本流动上看 ， 大企业主导国家创新投入 ，体经历了扶优 、 扶弱 、 造生态三个阶段 ，
创造了

“

汉

集团内垂直合作或与
“

母企 ／ 财阀集团下属企业 ／江奇迹
”

。 在这个过程中 ， 其成功经验不仅在于

隶属企业
”

之间合作较多 ， 内部孵化出大批科技创
“

以培育和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

新型小企业 ， 但集团间合作很难 ；
大企业投向大学 、 国策

”

， 在不同发展阶段促进韩国实现创新要素配

表 ２ 韩国经济发展的扶优扶弱造生态三个阶段

阶段时间人均 ＧＤＰ（ 美元 ） 技术特征发展战略产业选择政策着力点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年代５０￣ １ ７００技术引进重化工业

扶优培育创新型龙头企业

２０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 １７００￣６０００技术吸收科技立国高技术产业

扶弱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６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技术跟踪 创造性发展战略ＩＣＴ产业 扶植中小企业创新

造生态２０００ 年以来＞ １０ ０００技术领先新增长战略 创造经济创意产业建设创新系统

置流动的不止是市场 ， 更有政府的积极作为 ；
而且 人方向 ， 引导社会知识 、 资本 、 人员流动 ， 并为其

在于政府在坚持这一基本国策的条件下 ， 对政策做提供服务支撑 ， 进而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Ｐ］

。

出 的适时 、 准确调整和有效实施 （见表 ２ ） ， 利用可以说 ， 韩国政府能够在不同阶段及时 、 准确地调

政策调动科技经费 、 科研机构 、 大学等公共资源投整政策 ，
驱动知识 、 资本与人力流动 ， 是韩国成功

—

３１
—



？ 张赤东 ： 韩 国创新赶超的
“

三步走
”

成功路径与政策启示


实现
“

三步走
”

赶超路径的关键 。会员单位的研究实验室组成 ，
双方人员共享实验设

从人均 ＧＤＰ水平上看 ， 我 国当前经济发展与备与科研成果 。 配套金融改革试点 ， 鼓励风险资本

１ ９９０ 年的韩 国相似 ，
正处于从中等收人向 高收人发展 ， 孵化实验室企业等 ，促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

迈进的关键时期 。 由于韩国国家创新系统是中等规（ ４ ） 构建创新政策的系统及数据平台 ， 营造

模的
，
与我国的大省经济体量相当 ， 其创新发展经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验 ，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创新政策措施 ，构建创新政策的系统及数据服务平台 ， 适时进

值得我国 中央和地方政府参考和借鉴 。行政策评价与调整 ， 维护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 让

（ １ ） 根据 自身优势 ， 锁定并发展优先产业企业更快地了解和运用创新优惠政策 ， 并以服务数

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提出并锁定未来可 以 实现据建立政策大数据分析平台 ， 为评价提供支撑 。 对
“

弯道超车
”

的优先产业 ， 引导知识 、 资本和人力社会经济发展 、 创新趋势 、 创新战略及创新政策等

要素投入 ， 集 中力量 、 实现突破 。 如 ， 韩 国 在 ２０进行适时评价 ， 研判发展趋势 ， 找准突出 问题 ， 及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锁定重化工业 、 ８０ 年代锁定高技时做出政策调整 ，
建立并维护

一

个
“

利于企业创新

术产业
，
至 ９０年代锁定 ＩＣＴ 产业

， 这些产业的选择 ，
发展

”

的创新生态环境 。 ■

一是要有产业发展基础 ，

二是要有产业赶超机会 。

特别是对于我 国各地方而言 ， 在
“

十三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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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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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作为基地 、 企业作为会员 ，顾和展望

［
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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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建立联合创新中心 ， 中心由大学 、 科研院所和ｎ＿

５ ４．（下转 第 ６ 〇页 ）

① 是指以科研性实验 、 检验监测等创新服务为主要业务 的中小企业 。

—

３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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