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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制度创新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基础。后发优势的思想最早是由才学派演化经济学家凡

勃伦所提出 ,与流行的技术后发优势观不同 ,他讨论的是落后国家在制度上不模仿发达国家 ,从而

进行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基于“技术 - 经济范式”的概念 ,“新熊彼特”学派演化经济学家区分了

技术后发优势的两种机会窗口 ;追赶和跨越 ,他们认为 ,能否抓住这两种机会窗口 ,使潜在的后发优

势转变为现实 ,关键性地取决于技术能力的迅速累积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创新。文章系统地总

结了演化经济学的后发优势理论 ,并进一步指出 ,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发展的路径与发达国家存在

着重大的差别 ,网络经济的兴起使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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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发优势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题目。最近 ,林

毅夫和杨小凯对我国如何实现后发优势的问题展开

了讨论 ,引出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杨小凯提出 ,后发

优势的发挥要以模仿先进国家制度为条件 ,否认落

后国家内生的制度创新 ;虽然林毅夫可能赞同后发

优势要包括制度创新的内容 ,但在其讨论中 ,没有论

及后发优势实现的制度条件。为了对后发优势的讨

论提供新的知识背景 ,本文暂不评论林毅夫和杨小

凯的论文 ,只是系统地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后发优势

理论。一般说来 ,演化经济学的创始者凡勃伦最早

提出后发优势的思想 ,“新熊彼特”演化经济学学者

对后发优势问题进行了目前最为深入的研究。

　　一 　后发优势 :宽广的概念和两种机会窗口

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 ,经济史学家格什

克隆被看做是后发优势概念最早的提出者 ,格什克

隆认为 ,落后国家在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过程中

具有某种来自于落后的优势。传统发展经济学认

为 ,这些来自于落后的优势是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

第一 ,按照技术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 ,不断地引

进发达国家已开发出来的“新”技术不仅可以避免高

额的研发成本和高风险 ,而且可以在研发时间几乎

为零的条件下 ,实现快速的技术变迁 ;第二 ,由于新

技术嵌入新资本品中 ,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

的高资本形成率 (或资本积累率、投资率) 导致了资

本的报酬递增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高于发达

国家 ;第三 ,由于农业部门生产率较低 ,而工业部门

的生产率较高 ,所以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工业部门的转移可以提高总和要素生产率。在这三

个因素中 ,技术转移是关键性的。因此 ,在一种简化

的理论中 ,技术差距被看做是这种落后性的突出表

现 ,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转移 (引进) ,利用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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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知识储备和技术 ,取得远比发达国家高得多

的增长速度 ,从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类似的理由得出了发展中国家与

发达国家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的“趋同假设”。

但现实世界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趋同假设”却大

相径庭 ,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经济外 ,战后以来 ,绝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并没

有缩小 ,相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却急剧扩大了。

实际上 , 追赶并不是普遍现象 , 跨越 (或蛙跳 ,

leapfrogging)则更罕见 ,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 ,只有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德美两国的发展才称得上

跨越式 ,而在 20 世纪下半叶 ,只有日本和东亚“四小

龙”成功地实现经济追赶。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

这种状况呢 ? 具有演化经济学风格的经济增长理论

家阿布拉莫维茨 (1979 ,1986)指出 ,技术差距或生产

率差距只是潜在的后发优势的一个构成部分 ,它本

身没有必要导致经济进步。阿布拉莫维茨在区分后

发优势的“潜力”和“实现”这两个概念后 ,提出了经

济追赶的三个假说[1 ] ( P13 - 14) :生产率水平的落

后具有快速增长的潜力 ;一个国家快速增长潜力的

强大不是她没有条件的落后 ,而是在她技术上落后

但社会上却是先进的时候 ;在某种时期追赶潜力实

际上被实现的步伐取决于限制知识扩散、结构变迁

速率、资本积累和需求扩张的因素。阿布拉莫维茨

的结论是 ,追赶不能自动得到保证 ,追赶的潜力不只

是由落后程度所决定 ,而且它也由社会能力所决定 ,

社会能力包括制度建设和新技术的吸收能力。然

而 ,在阿布拉莫维茨的理论中 ,社会能力经常被人们

误解为经济追赶的前提条件。

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 ,阿布拉莫维茨的研究实

际上是对凡勃伦 (1915)和格什克隆 (1962)原创性贡

献的扩展[2 ] 。格什克隆明确指出 ,有利于追赶的前

提条件 (如阿布拉莫维茨的“先进的社会能力”)并不

是预先被创造出来的 ,而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产物。

在总结 19 世纪末欧洲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时 ,格什克

隆特别强调了制度的内生性 ,“与更先进的国家相

比 ,后来者的工业化过程显示了相当大的差别 ,它不

仅与发展速度有关 ⋯⋯而且也与这个过程中突现出

的生产和组织结构有关。此外 ,在产业发展的速度

和特点上表现出的这些差别 ,很大程度上是运用在

工业化国家极少或者不存在的制度工具的结

果。”[1 ] ( P22)此外 ,在格什克隆的大纲中 ,落后程度

是一个核心概念 ,正是落后程度的不同导致了各国

在应对新技术冲击上制度创新的多样性 ,这充分体

现在格什克隆关于 19 世纪末欧洲工业化类型差别

的第五个命题上 :一国经济越落后 ,特殊制度因素在

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一国经济越落后 ,这种

因素的强制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就越显著。笔者认

为 ,格什克隆有关制度创新多样性的这种论述对追

赶和跨越都是适用的 ,但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制度

创新上还需要特殊的历史机遇。

在经济思想史中 ,凡勃伦在《德意志帝国与工业

革命》(1915)中最早讨论了跨越式发展在制度创新

上的历史机遇。在该书中 ,他对当时落后的德国在

技术上具有引进而非自我研发的后发优势给予了特

别的关注 ,但他认为 ,当一个国家引进技术时 ,她不

会把技术原生国的制度重负携带过来。因此 ,德国

把更发达的技术接过来 ,最彻底地应用于不受既得

利益阻碍的环境中 ;而在英国 ,旧制度阻碍了新制度

的产生 ,导致了原生性的新技术发展受到抑制。凡

勃伦运用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原理说明了技术和制

度如何交互作用导致了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逐渐进入一种僵局 ,产生了制度上的“先行者劣势”,

从而为德国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后发优势。马斯克尔

和马姆伯格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一个地方、国家

或区域“逐渐发展了与其现有产业的需要相适应的

物质、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即使我们假定每一轮

建立新制度和改变旧制度的努力完全适应了当时最

先进的技术、组织或市场知识 ,但由此所产生的制度

禀赋在长期内总是存在着对未来发展构成阻碍甚至

成为地区锁定的风险。这种阻碍可能是物质的 ,但

也许更常常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这种现象有时被

称作是对领先的惩罚。相应地 ,从前落后的地区因

没有发展这种结构 ,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转变成后发

优势”[3 ]根据凡勃伦的这种理论 ,如果说在发达国

家没有产生这种“锁定”的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仍可

以实现经济追赶的话 ;那么 ,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发

展只有在发达国家产生“锁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

发展中国家具有选择性模仿甚至不模仿发达国家制

度的后发优势 ,笔者把凡勃伦的这种思想姑且命名

为“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

追赶和跨越来自于后发优势所提供的两种不同

的机会窗口 ,而这正是“新熊彼特”演化经济学学者

佩蕾丝和苏蒂 (1988) 所关心的。佩蕾丝和苏蒂认

为 ,如果按照“技术 - 经济范式”观察技术和经济发

展的话 ,在某种范式中它是累积的和连续的过程 ,但

在范式之间则是毁灭和不连续的过程。“技术经济

范式”是在新技术成熟时有关技术和投资决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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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常识性的规则 ,“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 (“技术革

命”)通常含有多组基本创新和渐进创新 ,而且最终

可能包括若干新技术体系 ,它不仅对整个经济领域

产生扩散性的影响 ,而且也引起了广泛的制度、组织

和管理创新。一般说来 ,在主导技术 - 经济范式稳

定的时期 ,由于技术创新在这种范式中群集和制度

演化支持这种范式 ,因此 ,技术和经济发展具有报酬

递增的特点 ,先行者的优势会不断地自我强化。对

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由于在这种主导技术 - 经济范

式内存在产品生命周期 (维纳 ,1966) ,所以这就为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提供了机会 :当一种产品成熟

时 ,其技术变得标准化了 ,相应地比较优势变得有利

于发展中国家了 ,这是“第一种机会窗口”,但先行者

的技术和制度地位不会受到挑战。因此 ,对佩雷丝

和苏蒂来说 ,真正的机会窗口出现在技术最先进的

国家 ,但也有很好的理由预期 ,在这些国家中的某

些 ,与原有技术相适应的资本存量和熟练劳动力已

成为结构调整沉重的负担 ,基于原有技术 - 经济范

式的经验已完全不适应新的技术 - 经济范式 ,甚至

成为阻碍[4 ] ;相比较而言 ,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经

济体系中可以轻装前进 ,这种优势会因知识的性质

进一步加强 ;在技术体系发展的早期阶段 ,科技知识

大都是公共的和可整理的 ,意会性程度很低 ,这被称

为“第二种机会窗口”。佩蕾丝和苏蒂认为 ,较早地

进入新技术系统是跨越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 ,正如费里曼 ( Freeman ,C) 所指出的 ,发展

中国家除非在长期内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

度变迁 ,以至于密集的和富有成效的学习过程在新

旧技术中发生 ,否则就无法抓住后发优势所提供的

这两种机会窗口。[5 ] ( P170) 更进一步说 ,技术追赶

并不是简单地用现代技术代替过时技术 ,而是在经

济、技术和制度结构上要经历持久的转变。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 ,演化经济学在科学技术、创新和经

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学习

—能力理论和国家创新体系文献已成为研究发展中

国家技术变迁问题的主流 ,为我们理解经济追赶过

程及其政策制定提供了更现实的理论基础。

　　二 　技术能力的发展 :实现后发优势的基础 　
　

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 ,相对于传统的新古典经

济学 ,新增长理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 ,新

增长理论仍保留了传统新古典关于技术和其他方面

许多相当不现实的假定 ,因而 ,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

的批评。赛恩 (J in W. Cyhn) 简要地总结到 ,新增长

理论与新古典理论具有许多类似性。第一 ,两种理

论继续依靠生产函数的建模解释技术变迁 ;第二 ,技

术被看做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尽管新增长理论具有

报酬递增的含义 ;第三 ,两种理论假定获取技术是一

个相对容易的过程 ;最后 ,它们没有区分欠发达国家

和更发达之间技术发展不同的过程。[6 ]笔者认为 ,

与新增长理论相比 ,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特别强调

了意会性知识在技术能力形成过程中的极端重要

性 ;清楚地认识到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必须与企

业技术能力的发展密切结合才能对于技术追赶产生

深远的影响 ;讨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发展的过

程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重大差别 ,现在我们就评述这

方面的文献 ,而被新增长理论完全忽视了的制度创

新问题 ,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技术能力文献对影响发

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积累的因素进行了经验研

究 ,这些文献认为 ,企业层次上技术能力的积累在发

展中国家经济追赶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技术能力

是企业获取、吸收、使用、适应、改变和创造技术所需

的广泛的知识和技能 ,这个定义包括了组织诀窍和

有关工人、供应商和消费者行为类型的知识 ,而非局

限于工程和技术诀窍 ,可以分类为生产、投资、轻微

变革、战略营销、联系和重大变革。[7 ] ( P17) 技术能

力的本质是学习这个概念 ,因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知

识可以区分为可整理的和意会的知识这两大类。可

整理知识是指可以用语言和符号表达且易于交流的

知识 ,而知识的大部分却是难以言传的 ,它主要是通

过实践和实例来学习 ,正如凡勃伦和尼尔逊等指出

的 ,产业技术中相当大部分的技能属于此类 ,这被称

作意会知识 ,它往往是企业特定的和地方性的 ,这大

大增加了技术能力获得的困难。即使作为可整理的

技术公共知识 ,也不像普通的公共商品那样是免费

品 ,人们要耗费资源和花费时间进行学习 ,同时还必

须发展获取这些公共知识所需的意会知识。所以 ,

意会知识的学习是技术能力形成的关键 ,它必须通

过有计划的和有组织的努力才能实现 ,许多学者对

发展中国家技术学习和技术能力获取途径的经验研

究充分证明了这个结论。

在追赶过程中 ,国家层次上人力资本投资和教

育能力的发展要与企业技术能力的形成密切结合 ,

这在 20 世纪初的德国和 80 年代的东亚“四小龙”的

经验中得到了证明。经济史研究说明 ,虽然英国在

19 世纪末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 ,但她在教育

制度上的失败使她没有能力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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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合格的工程师 ,这是她在电力和化学这些新技术

产业上被德国所超越的重要原因之一。“据霍布鲍

姆 ( Hobsbawn)估计 ,到 1913 年 ,德国每年正在培养

3 000 名毕业工程师 ,而英国在科学、技术和数学所

有这些学科上只培养 350 名毕业生”。[8 ]无独有偶 ,

1987 年 ,东亚“四小龙”每万人毕业工程师的比例不

仅高于日本 ,而且高于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和经合组

织 (OECD)国家[5 ]因此 ,对于正处于追赶初中期阶

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过分注重基础科学是非常不

明智的 ,而大量的高质量工程师的教育却是极其重

要的 ,偏向于工程教育的大量年轻工程师进入劳动

大军将成为新技术有效扩散的基本的人力资本 ,其

原因就是它适应和推动了企业技术能力的发展。印

度和墨西哥过去对基础科学的偏重以及印度高等教

育的畸形发展为此提供了反面的证明。在这些方

面 ,演化经济学家们“解释了 19 世纪的美国和 20 世

纪末的日本为什么在技术上能够赶上和超过原先的

领先者 ,而同时没有必要在基础科学上领先”[9 ] 。

当然 ,正如纳尔森 (和韦德等人对韩国和台湾) 的研

究所说明的 ,追赶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必备能力也

是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能力发展的

路径上存在着重大差别 ,总的来说是应用导向的。

正如雷多西克所指出的 ,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发

展开始于生产能力 ,然后再建造她在投资和创新方

面的能力。与发达经济不同 ,技术学习不是开始于

创新 ,而是或者从投资或者从生产开始。在生产的

初始阶段 ,怎样使用引进技术的知识的获取是接收

企业关心的焦点。[10 ]厄恩斯特等提出了发展中国家

从追赶、维持到跨越 (或领先) 的三阶段技术 (能力)

发展战略 ,他们认为 ,技术追赶可以从低廉的劳动成

本入手 ,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上 ,通过对外国产

品、工艺和组织技术进行创造性模仿 ,建立起本国初

步的技术能力。技术追赶阶段主要是基于生产能力

的深化 ,可以相继采用“克隆”和快速跟从这两种战

略。但当接近技术追赶极限时 ,许多研究表明 ,马上

跳跃到“技术领先”战略极少是成功的 ,在这时技术

能力的发展就进入了维持阶段 ,所采用的战略主要

是技术多样化 ,即把已获得的技术扩大到许多产品

和领域以获取与技术相关的范围经济。在这个阶

段 ,国内市场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同时 ,技术

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很少有略为充裕的时间把产品

各组分和技能放在一起 ,因而国内或当地科技基础

设施对于赶上技术变动并超越模仿已变得至关重

要。技术领先对国际竞争力是更为根本的一种战

略 ,但这是高成本、高风险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事

情 ,[7 ] ( P32 - 35) 在这个阶段 ,组织创新和基础科学

的重要作用就更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三 　落后国家的制度创新 :历史经验与新的挑

战

　　正如我们已指出的 ,意会知识的学习是技术能

力形成的关键。意会知识就其性质来说是难以言传

的 ,每个人之间是不同的 ,但对于具有共同经验的组

织和合作者来说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共享。换

言之 ,意会知识主要是存在于个人和组织之中。所

以 ,通过意会知识的学习获取技术能力就需要经常

的和面对面的交流 ,一个企业要形成和发展它的技

术能力 ,它就需要与供应商、营销商、顾客和科研机

构等建立起知识交流和学习的网络。无疑 ,这种学

习是一种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 ,它镶嵌于社会关系

和制度之中 ,这种把技术和产业发展中各种经济行

为者的努力结合起来的一整套社会网络和制度安排

就被成为创新体系。一般说来 ,在技术能力发展和

知识创造过程中 ,意会成分越多 ,相关行为者在地

理、文化、社会关系和组织等方面的亲和力就越重

要。因此 ,当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观察这种亲和力

时 ,我们就会发现 ,在不断发展的全球知识经济中 ,

这种亲和力在不同层级上就表现为从地方经由国家

再到区域等多维知识创新体系。

从历史角度来看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创新体系

中导致技术能力发展的主导制度类型也是不同的。

例如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个人企业家起着核心作

用 ,创新者技术能力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在职学习 ,科

学的作用并不明显 ,单个企业是技术能力发展的主

导制度类型。但到 19 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

命时期 ,这种模式已不适合电力和化学等新技术的

发展 ,出现了两种重要的科技制度创新 ;企业技术实

验室和大学科学实验室的建立 ,大学和企业之间存

在着明确的分工 :大学生产作为“公共产品”的科学

知识 ,企业通过吸收其知识外溢进行技术创新 ,这种

制度创新使当时落后的德国和美国很快就在新技术

上超过了英国 ① 战后 ,知识生产的垂直一体化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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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创新体系中与企业技术能力形成直接相关的因素。无疑 ,19 世纪末德国投资银行和 20 世纪美国

风险投资基金这些金融制度的创新分别是其创新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主导产业组织模式。自 20 世

纪 90 年代初以来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 ,知识创造

和使用的机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出现了知识生产

的一种新模式。吉本斯 ( Gibbons) 等人在 1994 年出

版的《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中对其特征进行了描述 :

(1)知识在应用中产生 ; (2) 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 ;

(3)知识生产主体的技能、经验的异质性和组织的多

样性 ; (4)知识与社会关注问题的相关性提高 ,并反

映所有生产主体的利益 ; (5)评价知识价值的标准多

元化。吉本斯指出 ,在传统模式下 ,知识的创造和使

用在制度上是完全分离 ,而在新模式下两者则处于

持续交互作用中。知识生产的新模式需要有相当不

同的制度和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 ,创新网络正是这

样一种适应知识生产新模式的组织形式。随着信息

革命的全面展开 ,创新网络正日益突现为 21 世纪上

半叶知识生产和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主导模式 ,网

络目前已成为现代创新体系的核心概念。

创新网络的兴起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提

供了新的机会。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发达国家的

跨国公司正将越来越多环节的技术活动从本企业中

分离出来纳入到企业间国际技术网络之中 ,这就为

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提供了更多的

机会。目前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技术不

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 ,而是

扩展到高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和低附

加值环节的技术 ;甚至突破双方在技术关系上传统

的“技术生产 ———运用”模式 ,实现双方在技术网络

内的 R &D 互动与反馈 ,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得以有

更多的机会更深入和更细致地学习发达国际的先进

技术。韩国和我国台湾电子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为

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韩国和我国台湾进入国际技

术创新网络主要是通过自身企业与原料、组件、部件

等供货商发生“后向联系”以及与产品的购买方发生

“前向联系”的方式进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来实

现的 ,由此通过“干中学”和“用中学”的方式掌握国

外先进技术 ,发展自身的技术能力 ,从而进一步达到

自主创新 ,这已成为韩国和我国台湾科技发展的基

本途径。[11 ]

然而 ,经济全球化和创新网络的兴起也给发展

中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首先 ,对于那些被排斥

在创新网络之外的国家或地区来说 ,“在缺乏一个国

际性规范架构的情况下 ,技术网络将加剧获取技术

和投资机会的不平等”[12 ] ,特别是在那些最不发达

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

很有可能将进一步扩大。其次 ,它对发展中国家当

地技术能力的努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经

济全球化在地理空间上是高度不均等的 ,跨国公司

在其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上越来越具有挑选性 ,

除了低劳动成本外 ,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从补充

其核心能力所需的某种专业化能力的质量来选择区

位 ,那些不能提供这些能力的地区将被排除在国际

生产分工之外 ,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随全球化

进程将进一步拉大 ,这充分说明了技术能力的快速

累积和更新是发展中国家能否从全球创新网络中获

益的关键。最后 ,经济全球化还使发展中国家或地

区面临着对国外技术依附风险的加大。西莫利

(Cimoli)等人指出 ,发达国家的创新网络不仅使拉

丁美洲经济日益局限于装配过程、自然资源和标准

化的产品 ,而且 ,经济全球化在大多数最发达的拉丁

美洲经济中已生产了一种二元经济结构 :一方面 ,它

产生了现代化的企业 ,这基本上是由跨国公司和国

内大公司所控制的 ,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与国

外企业和机构相联系的“飞地型的”创新网络 ;另一

方面 ,大量中小企业与之形成了机能失调的联系 ,信

息和知识交换很少。[13 ]

上述讨论告诉我们 ,创新网络只是一个产业组

织的概念 ,它本身并不反应国家间利益分配的问题 ,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研究后发优势问题时需要使用

具有政治经济学意义的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汉

纳等总结了国家创新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在发展中国家 ,市场失败和能力壁垒最严重和最盛

行。结构约束、有限的和对技术知识的低意识说明

了他们的大部分机构在采用新技术上缓慢和投资不

足。特别是对早期采用者和小企业来说 ,如果它们

没有得到信息网络和支持性基础设施的帮助 ,学习

成本和采用风险将是极高的。”[6 ] ( P21) ,在这种情

况下 ,如果国家在创新体系的建设中不发挥关键性

作用 ,不积极地推动国内创新网络的形成 ,经济全球

化只能导致类似于拉丁美洲经济的结果。

国家 (地区)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说明 ,一个国

家 (地区) 创新网络的形成及其效果系统地受到历

史、制度类型、国家 (地区)大小、资源条件、文化价值

观特别是发展战略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的影

响 ,即使是同样成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四小

龙”,其创新体系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这些比较将

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我

们必须认识到 ,虽然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 20 世纪

下半叶是世界上惟一利用后发优势成功地进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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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的范例 ,但在信息革命的新条件下 ,作为发展中

的大国 ,我国的资源条件和市场规模将很有可能需

要我国采用与之相当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创

新[14 ]以此大力推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这些

问题需要我们做较长时期和更深入的研究 ,而不能

匆忙地照搬他人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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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the Vie 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J IA Gen - liang

( Economics Depart ment , N ankai U niversity , Tianjin 300071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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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Abstrac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is the forerunner of the thought of 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and now its

researches have been most f ruitful. Compared with domestic spreading view ,it includes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2
al innovation. Two kinds of window of opportunity come from 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catching - up and

overtaking. Catching - up appears within a techno - economic paradigm that forerunners have established. How2
ever ,latecomers can overtake forerunn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techno - economic paradigm shifts. Being back2
ward only carries a potential for rapid advance. Its realization depends on the accumulation and fas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The paths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cquisition differ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e2
conomies. Interconnected economy brings about new opportunity and new severe challenge for system innov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 mus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ystem innova2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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