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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的科技创新与科技竞争，引领了以信息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崭新的科学技术发

展，带来技术范式的转变。科技发展进入了竞争激烈的时代，中国要在科技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地位和提

高科技发展能力。这是国家能力和国家科技水平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应当建立国家科技管理的长

期战略部署。本文分析科技创新竞争的格局，提出整合创新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的科技发展策略，论述产

业集群的知识溢出，分析产业集群促进国家科技竞争能力，结合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为中国的

国家现代化高科技发展提供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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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hav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brand-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ed 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entered an era of fierce competition. China must gain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compet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mprove its ability to develo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vels, and a long-term strategic plan for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ttern of competition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poses a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integrated and innovative high-tech industrial clusters, discusses the knowledge 
spillover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alyzes the abilit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o promote national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and combin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work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o provid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China’s modern high-tec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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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它

是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促进社会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增加的核心动力。科学技术是国家

富强，国家竞争力大幅度提升的重要因素。当

前，进入了 21 世纪的 20 年代，世界的各个强

国都把提高科学技术，应用科学技术作为国家

的长期发展战略。“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是综

合实力的竞争。它体现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

力和强大的国家能力，国家的各个组织系统的

运行能力；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社会力量与

大众力量的综合运用。”[1]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来势凶猛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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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病在世界大范围传染，使世

界各国的经济活动、政府运行，人们的健康和

生命保障受到了重大的影响和伤害。新冠病毒

传染病对全球造成了危害性的冲击，也对世界

各国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国家治理提出了重大

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加

激烈。世界各国时而合作，时而分离，时而协同，

时而竞争。国际关系进入了复杂性状态，大国

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着经济与科技。科学技术

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核心动力，世界各国

在科学技术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与此同时，全球各国都把目光聚焦在中美关

系上。自从 2008 年以来，美国在全球的 GDP 排

第一位，中国的 GDP 排第二位，这种排名一直

持续到今年。在 2020 年，美国以特朗普为首的

政府，担心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超越美国，采取

了一系列的阻碍中国发展的措施。到了 2020 年，

新冠病毒传染病大规模爆发之后，美国对中国

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的限制中国科学技术

发展的措施。这种科技限制手段主要表现在现

代化的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例如，美国

采取经济手段限制中国的华为科技公司的发展，

在 2020 年 9 月美国也运用经济手段切断了荷兰

和中国台湾的高科技信息公司对华为科技公司

的芯片的供应。美国想采用这种阻碍的手段限

制中国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以便在全球治理

中持续保持全球霸主的地位。中国面对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围堵，应

当如何突破技术上的封锁？如何提高国家治理

能力，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科技的自主研

发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

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中国作为世界大

国，我们应当有信心和能力突破这些困难，提

高全面的全球治理能力和科技发展能力。本文

提出整合科技创新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的科技发

展策略，并且结合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工作，

为国家现代化的高科技发展提供方法和策略。

一、世界强国的高科技竞争

当前，由于全世界的科技创新与科技革命，

引领了以信息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

崭新的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竞

争激烈的时代，这是现代化科技国家之间显著

的特征。这些激烈的科技竞争，会带来暂时性

的社会矛盾，引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些冲突。

但是从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看来，这些科技竞

争无可避免。从长期的目标来说，科技竞争会

刺激各国的科技水平增长。科技强国之间的科

技竞争也会通过协调和平衡的方法来解决竞争

中的矛盾与冲突。经历了科技竞争的大国，会

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和提高自己国

家的科技水平。因此，科技竞争会引发崭新的

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的科学技术发

展。

为什么科技创新的竞争会成为全球强国之

间的主要竞争焦点？我们可以从科学技术哲学

理论来寻求解答，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

的进步性转变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库恩科学进

步理论分析了科学的进步是通过范式的新旧交

替转变，新的范式代替旧的范式，达到科学进

步的目的。库恩认为：“范式通常是指一些科学

共同体所认同的科学成果。这些成果在一个时

间段里，能为科学共同体提供一些科学问题的

解答。”[3] 在库恩的范式理论基础上，经济学

家把技术上的进步，看成是技术范式的转变。

技术范式的进步性转变就成为了科学技术进步

的核心动力，也就是科学技术创新的驱动力。

人类生产活动实践历史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世界强国要进行综合国力的竞争，必

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由于科技创新

和技术范式的转变有紧密的联系。因此，科技

创新的竞争就直接引起科学技术范式的转变，

从而达到科学技术进步的目的。世界的强国科

技创新的竞争就无可避免。

在全球的高科技竞争中，对世界影响最大

的就是中国和美国的科技竞争。中美两国都在

科技创新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

资。在两国的财政支出，技术人才的投入，科

技平台的创建，技术工程的建设，科学实验等

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工作。美国在目前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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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上引领全世界，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速

度突飞猛进，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国际的先进

水平，慢慢地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科技水平差

距。由于美国担心全世界科技霸主的地位受到

了动摇，运用了各种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手段，

在这种基础上就产生了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激

烈竞争。

“中美科技竞争是一场交织着技术、产业、

经济、政治和全球博弈等多重复杂和综合因素

的地缘政治冲突，是中美高科技近 50 年来合作

和博弈的必然结果，其根源是在互联网全球化

浪潮下，技术变革和创新驱动导致的产业竞争

优势转移。”[4] 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科技的

发展造成的三大方面的威慑力：2025 中国制造，

“一带一路”倡议布局，5G 技术的发展。中国

的这些影响和技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美国政

府都得到了大力的传播。从目前 2020 年中国的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高科技的确在

很多方面都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平，有的技术

还在全世界有领先的位置。例如，量子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大数据、高压电远程输送、5G
技术、高速铁路、大型桥梁、大型隧道等等技

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在军事技术和太空

技术方面更加强大，例如：太空站的建立，北

斗导航系统，预警机，航空母舰，导弹等等军

事和太空领域的高科技达到了世界科技的领先

水平。

当然，相对于美国和其它的科技强国，中

国在高科技方面还有很多局限。其中在 5G 技

术中，中国最大的缺陷就是缺少了高性能芯片

的制造能力。因此，美国运用了经济垄断的手

段，限制了荷兰和中国台湾等等高水平芯片生

产制造公司对中国进行芯片和生产芯片的材料

的交易。这样，中国的 5G 技术发展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阻碍。如何克服当前的 5G 技术遇到

的技术封锁的困难？如何跨越技术障碍，使中

国的其它方面的高科技得到顺利和迅速的发

展？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治理的难题，也是当

前中国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政府为了突破美国对中国 5G 技术的限

制，作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中国出台了一些关

于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如何高速发展的政

策。在 2020 年的 4 月，中国制定了“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白皮书，建立了全面建设人工智能、

大数据、5G 技术等等高水平的信息技术发展目

标和计划。

2020 年 4 月 20 日，中国的国家发展改革委

员会第一次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主

要内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信息基础

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把 5G、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

云计算、区块链、智能交通等等基础设施列入

重点的建设范围。”[5]

中国政府对 5G 技术进行了国家科技管理的

计划和科技研究布局。与此同时，以华为科技

公司为主的高科技企业和中国众多的信息科技

研究机构投入了对 5G 技术，高技术芯片的突

破性研究。中国的科研机构正在研究用石墨稀

芯片代替硅芯片的制造，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

究成果。假如在这方面的技术能够突破，石墨

稀芯片成功地代替硅芯片。这将会引起了芯片

技术的科技创新与科技革命，重新颠覆现有的

芯片技术体系。中国的众多研究机构正在这个

领域展开了努力的研究。

每个国家都有本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某些

局限性，美国也有，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其实

在高科技的短处和局限性并不可怕，只要能够

想办法进行技术上的突破，那么科学技术一定

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化的国家科技

竞争和国家治理要求我们要在各种竞争中寻求

发展，在科技竞争中取得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

我们要把科技竞争科技创新作为一种科学技术

进步的驱动力。

近年来，中国在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发展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多科学技术走在全世界的

领先地位。例如，量子雷达、隐形机、无人驾

驶技术、电能动力汽车、电磁炮等等高科技领

先全世界。此外，在科技研究的理论基础方面，

中国有了非常优秀成就。根据日本的研究机构

2016 年到 2018 年的科学论文数据统计，中国

在一流的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名全世

界第一，美国排在第二位，德国排在第三位，

科技创新竞争促进的中国高科技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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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排在第四位。“当前中美高科技博弈逐渐

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焦点。中美在新一轮科技

革命中呈现出不对称的博弈格局 , 两国科技发

展水平各有所长。中国在一些领域出现领跑、

并跑、跟跑并存，优势与短板同在的局面。”[6]

由于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制造了中国经济与科技的威胁

论，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进行了阻碍。中国面对

科学技术上的封锁，作出了具有大国风范的外

交政策。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外交一直奉行互

惠互利的五项外交原则。到了 2020 年，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体

系。世界各国长期的科技对抗是不利于人类社

会和谐发展的。世界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在互

惠互利的前提下，逐步减少科技竞争的冲突，

减少在科技竞争的人为障碍。为全人类的科学

技术发展做出平衡与协调，共同促进人类科学

技术的进步。

然而，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信念和利益关

系。如果要做到全球的科技竞争的平衡与协调

的共同发展，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中国目前

碰到科技发展的阻碍是客观存在的，如今面临

着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设置阻碍，中国如何

走出这些科学技术上的障碍？这是一种现代化

科技国家的科学合理性的国家治理探索。在现

在的科学技术竞争中，无论是技术的创新阶段，

还是实践应用阶段，创新的高水平科学技术通

常是由多种技术形成的技术的集合。高水平的

核心技术通常都是由各种技术的子系统聚合形

成的一个复杂性技术大系统。这些核心技术拥

有系统的整体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在创新技术

的生产应用过程中，首先表现为技术研究的产

业链，然后形成了技术生产的产业链。不同的

产业就表现出不同的产业结构。由不同的众多

产业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产业集群。因此，产

业集群是科技创新竞争的一种重要发展战略。

二、建立创新驱动的高科技企业的
产业集群

科技创新是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是科学进步和技术范式替换的来源和基础。

在科技创新驱动下，科学技术不断地更新革命，

先进的新技术代替落后的就技术，科学技术产

生不断的积累性进步。

科技创新的概念来源于熊彼特在 20 世纪初

期提出的创新理论。后来很多经济学的学者把

他的创新理论结合到科技创新之中。“从科学

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科技创新就是科学共同

体或者组织团体拥有某一项科学技术，在现存

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与突破，对

于原来的科技水平有创造性的提高。”[1]

科技创新可以带来生产力快速增长和人们

生活的巨大变革，它给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生活

带来深刻的影响。从人类的科技发展史看来，

人类文明的巨大发展变化，在很多方面都来源

于科技创新的实践和应用。因此，世界各国都

十分重视科技创新的生产应用，都把科技创新

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作为国家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撑，作为国家国防科技发展的重

要基础。在科技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创

新都能创造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们生活的幸福。

例如，蒸汽机的发明，青霉素的发现，电话的

发明，计算机的制造，互联网的产生，高速铁

路的出现，无人驾驶技术的到来，数字信息科技，

5G 技术的到来等等科技创新的应用，科技创新

给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和生活带来了革命性变化。

因此，我们组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企业是

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国家与国

家之间的科技竞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支撑。一个

高水平的大型科技创新企业必须运用国家巨大

的经济、物资、科技和人力资源。同时，它也

会为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

于组建大型的科技创新企业投入非常巨大的资

源和精力，我们必须从系统管理的整体性和开

放性出发，争取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得到生产成

果的最大化。那么，如何才能组建高水平的大

型科技创新企业？这是一个现代化科技国家的

科学合理性的国家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

大型的科技创新企业需要运用国家的各方

面资源，需要有众多的小型企业提供材料和多

种服务。这些大型科技创新企业具有复杂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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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特点。从系统管理的视角出发，大型科技

创新企业必须在协同作战的整体性的产业群体

中运作。因此，我们建立大型科技创新的产业

集群生产基地是一种现代化科技的国家治理科

学策略。

科技创新企业的产业集群具备复杂性系统

的特点。什么是复杂性系统？系统科学家克里

吾（G. J. Klir）认为“复杂性由多种互相联系

的结构、元素组成，这些组成难以清楚的描述，

但是它们互相关联，必须通过仔细的研究观察

才能理解。系统就是一些互相影响，互相联系

的元素，或者结构所形成的一个整体性的结构

组合。”[7] 
从复杂性系统的特点来看产业集群的科技

管理。我们需要整合资金、材料和科技研究成

果，集中大量的科研人才，以一些大型的高水

平科技创新企业为核心，与众多的辅助企业联

合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这样就可以整合高

科技的优势资源，在产业集群之间，形成了互

相关联的企业之间的利益驱动。在以高科技的

大型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系统中，形成了相

互关联的衍生的制造业工厂和服务性公司。由

于产业集群的各个工厂和公司拥有相互关联的

利益驱动。它们形成了万众一心，齐心协力的

团结精神。这样就形成了产业集群的复杂性系

统的协同作战能力。高水平科技创新的产业集

群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协同整合资源，协同

突破困难和技术障碍，在全面开放的竞争环境

之中，不断地开拓前进，形成产业集群协同作

战的竞争模式。

当前，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产业集群的建设

和发展，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国家科技管理的发

展战略。在 2019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

了《关于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有

关工作的通知》，公告了 66 个国家级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的名称。“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主要包含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

生物医药和节能环保等领域。其中新一代信息

技术领域，分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下一代

信息网络、信息技术、网络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

人工智能等六大项；高端装备领域包含智能制

造和轨道交通两大项；新型材料领域包含新型

功能材料和先进结构材料两大项。”[8]

中国政府已经把大型的高水平的科技创新

产业集群上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国家治

理策略。为了保证产业集群的正常运行，政府

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众多的产业群体运用微

观协调的合作，发挥产业集群协同作战的作用，

把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果做到最大化。

三、高科技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

知识溢出是高科技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和

交流手段。高科技产业集群通过知识溢出，达

到了产业集群内部的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学习目

标。知识溢出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知识溢

出就是工厂、公司之间通过相互学习提高生产

率，能够对经济有增长和促进的作用。”[9]

高科技产业集群通常是以一个大型的核心

高科技企业为主，围绕着核心企业，可以衍生

出很多与核心企业相关的小企业。这些企业形

成了相互联系的结构网络。由于产业集群之中

的相互交流，企业之间的科技人员就会相互学

习。这样在高科技产业集群中就会产生的知识

溢出，出现了企业的技术知识流出，形成了产

业集群中的科技知识交流的长期效应。无论这

些科技知识交流是正式交流还是非正式交流，

高科技产业集群只要存在着长期的交往，就可

以有知识溢出的可能性。这样在高科技产业集

群的企业，有机会获取和利用产业集群的高端

科技，产业集群的科技水平就会整体性的增长。

高科技的产业集群要在发展中得到科技创

新，科技知识的增加和交流必不可少。产业集

群要提高科技知识，科技的研发是一种重要的

手段。科技的研发是在基础研究的前提下，进

行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生产实践。在制造业

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科技的研发必须从

实验室走进生产实践。然而，高科技产业集群

里的每个企业相对独立，要集合所有企业的科

技人员进行集体的研发是困难的事情。但是，

在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每个企业的科技人员，他

们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是存在的。在这种前

科技创新竞争促进的中国高科技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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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研发的知识溢出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在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过程中存在知识产

权的流失，但是，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整体科技

水平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因此，政府在宏

观调控方面应当对产业集群的知识产权的保护

稍微放松一点。因为在高科技的产业集群里，

高科技人才的流动也非常频繁，产业集群的企

业技术人员很容易把技术转移到另一家企业。

“研究表明，虽然研发对产业集群创新能力

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和时滞性，会出现知识

溢出的短期效应，即企业知识流失，但是创新

知识具有累积效应，随着企业加大研发与学习

投入，将会出现知识溢出的长期效应即产业集

群中知识存量增加，每个企业都有机会获得和

利用更多的外部知识，形成产业集群技术升级

的良性循环。”[10]

知识溢出在高科技产业集群中起到了增大

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技术的重要作用。因为在

全球的科技竞争中，高科技的区域性集中有利

于研究同一专项科学技术的企业科研人员群体

聚集在一起，使产业集群的共性科技形成，从

而实现区域性科技的整体水平增长。由于在高

科技产业集群里的各个公司的地质位置接近，

经济交流和技术交流都非常方便。在经济效益

和知识溢出的一致性的影响下，就会形成了产

业集群相同或者相近的产品。当相同的产品在

同一地区的数量在全球的产品分布占优势的时

候。这些优势产品就使得高科技产业集群在竞

争中取胜。此外，知识溢出在高科技产业集群

中体现了各个企业领导的企业家社会资本，在

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企业家的美誉度，信誉度和

知名度。它体现了企业家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精神。由于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核心企业拥有世

界一流水平的技术，知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侵

犯了核心企业的知识产权。作为国家的宏观调

控，应该对知识溢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宽容一

点，这样有利于高科技产业集群的企业之间的

整体科技水平提高。

四、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国家竞争优势

中国是世界上的强大国家，作为大国应当

具有全球的治理能力，这是全球持续发展的重

要支撑和保障，也是大国应有的责任。中国要

拥有全球的治理能力，就必须拥有科技水平的

国家竞争优势，才能得到国家的繁荣稳定，为

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提供支撑。在科学技术的

竞争中，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了

国家竞争优势的原动力。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

的波特（M. Porter）教授认为，“强大国家的

繁荣发展程度取决于国家的创新科技产业的竞

争能力，这些竞争力依靠产业集群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11]

由于高科技产业集群来源于同一地域，拥

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拥有共同的国家荣誉和信

念。这样就可以使产业集群同心协力来对付竞

争者的挑战，从而提高产业集群企业的技术水

平。高科技产业集群就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机

制，这种机制一旦高科技的产业集群形成了，

那么整个产业集群就会有自然发展和自我强化

的作用，达到了产业集群过度饱和的时候才会

减慢发展的脚步。这种机制成为了产业集群技

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高科技产业集

群有利于企业群体在技术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优

势的地位。

高科技产业集群在国家科技和国家竞争力

方面取得巨大的作用。我们以美国的高科技产

业集群作为例子。从美国产业集群成功的例子

出发，看到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巨大作用。

美国是全世界的经济、科技和军事排在第

一位的超级大国。他们科技发展策略的成功值

得我们学习。美国建立了多个高技术产业集群，

这些产业集群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地

位，特别是在产业集群研发和生产的技术领域，

占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美国就依赖于这些的先

进技术，繁荣经济，提高国家能力。这样就使

得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在全世界占有领

先的地位。从而保障了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保持的大国地位。因此，建立强大和高水

平的技术创新的产业集群，会增强国家能力和

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

目前，美国形成了高科技产业集群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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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例如，硅谷的微电子科技产业集群，

加州的高尔夫球设备制造和葡萄酒制造产业集

群，纽约的金融产业集群，波士顿的生物制药

产业集群，底特律的汽车产业集群，洛杉矶的

航空产业集群。美国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呈现的

区域经济发展合作，市场功能分明，大型复杂

性系统的整体性具有优势，等等特点。在国家

管理层面，美国对于大型科技产业集群管理以

宏观调控为主，制定了一些科技政策、税收，

促进企业合作和企业网络化平台的建设等等。

国家的宏观调控有利于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持续

和发展。在这种科技管理的策略基础上，美国

的科技水平在全世界占有领先的地位，为美国

经济和军事发展建立了持久的支撑，从而稳定

了美国的大国地位。

当然，高科技产业集群的科技产品也和普

通的商品一样，都是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和国家

的需求。产业集群的产品面对着科技革命的不

断更新，面对着社会需求的革命式变化，产业

集群也会有繁荣和衰退的过程。例如，美国的

硅谷产业集群创造了微型电子产业的辉煌，产

生的苹果、谷歌、微软等等著名品牌和巨型国

际企业，使硅谷成为了全世界的科技创新最顶

尖的产业集群。然而，美国的底特律汽车产业

集群就走上了衰落，汽车工业生产受到了重创。

但是这不影响美国的整体科技竞争能力和水

平，美国形成了多样性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奠

定了美国在科技领域全世界第一的位置。高科

技产业集群是美国国家管理的重要策略。

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和科技上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二经济体，仅次于

美国。中国如今已经进入了经济和科技发展的

快速阶段。我们应当探索在现代化高科技竞争

中取得优势，并且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科学的

国家治理策略。运用科技创新的潜能，实现科

技水平提高和经济繁荣，为国家和人民谋求最

大的利益。因此，应当学习全世界先进的科学

管理方法，提高科学技术。我们学习美国先进

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国家科技治理模式，为提

高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提供有力的保障。中国

政府应当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大力支持高科

技产业集群的建立和发展，全面提高中国的科

学技术竞争能力，为中国实现具有强大的全球

治理能力提供重要的支撑。

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建设中进行全面

布局。中国在 2018 年建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形

成了协同发展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城市群。广

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智库数据显示，

“2014-2018 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总量

逐年上升，由 103610 件增加至 330832 件，增

长 219.31%，年增幅呈现波动态势。2015 年发

明专利总量同比增长 49.67%，增幅最大，总量

增加 5 万多件；2016 年同比增长 24.92%，增幅

最小，总量增加近 4 万件。从年均增长率分析，

近 5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年均增幅为

33.68%，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12]

在 2019 年 10 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公布了

66 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同时，中

国政府以“一带一路”倡议措施作为科技与经

济的国际合作纽带。中国以建立“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宏伟目标，投身于国际外交的事务中

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经济竞争是综

合国力竞争，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占领科技

和产业制高点，推动中国从经济大国走上经济

强国，要坚定不移实施科技兴国战略、人才强

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3] 因此，在现

代化国家的科技管理的科学策略中，建立高科

技产业集群是提高国家科技竞争能力的一个重

要因素。

结        论

从人类的科技发展历史看来，科学技术的

进步性革命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是

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和经济繁荣的核心因素。

当前，全世界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和数字信息

的科技革命时代。世界强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是

当前的主要焦点。中国要保持着现代化科技强

国的发展趋势，必须坚持高科技创新，运用建

立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方法，在国家与国家的科

技竞争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方法可以

提高国家的科技竞争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

科技创新竞争促进的中国高科技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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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的创新科技的发展存在于复杂

性的国际关系环境之中。由于国家和国家之间

拥有不同的利益、信念、价值观点，中国和其

他国家的科技竞争就存在着复杂性。从全球的

技术革命和技术进步的视角来看，科技进步需

要世界各国在科技方面的互相学习和互相合作，

提高整体的科技水平。然而，每个国家都是为

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对于技术的输出都会进行

一些限制。国家对于自己拥有的尖端科技，都

会采取技术的保密，以获得在科技竞争中取得

优势地位。因此，在强国之间的科技竞争的短

期时间内，会出现一些科技发展的阻碍。但是

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竞争，竞争国家突破了旧

的技术障碍，就会取得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进

步。从科学技术知识的建构来看，在技术竞争

的初始阶段，竞争双方采取了技术保密的方法，

因此促进双方的独立研发。这样可以促进科研

创造力的爆发式增长，从而得到科学技术上的

突破，创新科技就得到了很大的成果。高科技

水平也因为科技创新的革命带来巨大的提高。

中国目前的一些科学技术还没有达到国际

的先进水平。我们需要整合科技资源，聚集科

技人才，集中资金和劳动力，发挥众多的高科

技企业协同作战的能力。因此，建立和发展高

科技产业集群是国家科技竞争取得胜利的高效

率科技管理办法，是国家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

提升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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