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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科技政策的绩效
、

围境
及未来走向

贺 威

多年来
,

台 湾省 的科技发展

工作
,

在不 同程度上促进 了 台湾省 的

科技进步 和经济发展
。

但随着整体

环境和 国 际竞争环境的变化
,

台湾省

长期过于偏重应用科技 的 发展战略

亦受到严峻挑战
。

为应对知识经济

时代的到来
,

台湾省提 出 了跨世纪科

技发展战 略 目 标
。

台 湾科技政策 的

利弊得失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

自 世纪 年代 台 湾从统制

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变 以来
,

一直十分
重视科技资源配置

,

先后制订了 《长

期 发 展科学计划 纲领 》 年
、

《科学 发展计划 》 一 年
、

《科学技术发展方案 》 年制订
、

年修订
、

《科学发展十年长程

计划 》 一 年 以及《科技发

展十二年长程计划 》中 的 《六年 中程

计划 》 一 年 等
。

通过《纲

领 》一《方案 》一《长程计划 》一《中程

计划 》的制订和实施
,

台湾科技政策

经历了从无到有
、

从狭窄到 日 趋完善

的演变过程
,

从而在不同程度上促进
了 台湾省 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

以有效地引 进 国外先进技术 来

促进岛 内技术进步
,

一直是 台湾科技

政策 的 主要策略
。

台 湾省 根据其经

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

采取 了相应技术

引 进策略和措施
,

逐步提高 了 台 湾

技术创新 的起点
,

有 力 推动 了 台 湾

技术进步
,

使其成为促进 台 湾经 济

增 长 的 最 重 要 因 素
。

据 测 算
,

在
一 年的 个期 间 中

,

台 湾 的

技 术 进 步 率 一 直 保 持 在 较 高 的 水

平
,

分 别 达 到 一

年
、 一 年

、

一 年 和 一

年
。

台湾技术进步率 的逐期下

滑
,

表 明 台 湾技术水平 与 发达 国 家

技术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
、 。

同时
,

在 一 年 台 湾经济高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为 中
,

技

术进步对经济增长 的 贡献份额超过
。

不过技 术进 步率 的逐期下

滑
,

也暴露 出 台湾研发创新能 力 的

不 足
,

难 以 超 越 发 达 国 家 技 术 水

平
。

尤其是 一 年 的 年

间
,

台湾 的技术进步率下 滑至年平

均
,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也呈下 降趋势
,

台湾经济 由 此

进人 中速增长时期
。

面对这一局面
,

在积极 引 进先进技术 的 同 时
,

全面

提升 岛 内 的科技研发水平
,

遂成 为

台湾科技决策者关注 的焦点
。

早在 年
,

台 湾省就成立 了
“

行政 院应 用科 技 研 究 发 展小 组
” ,

标志着 台 湾科技政策 出 现 了 重 大转

折
,

即从依靠 引 进技术推动 岛 内 技

术进步
,

转 向 了 引 进与创新并重
,

以

整体规划
、

分工合作 的方式推动 岛

内科技发展
。

尤其是进入 年代 台

湾采取了 以 “

科技 为导 向 ”
的经济发

展战略以来
,

自 主研发在整个 台湾科

技政策 中 占 有 日 益突 出 的地位
,

并推
出 一 系列改善研发环境 的方针措施

,

以期提高 台 湾 整体技术 能力 和 产业

研发水平
。

经过 多年努 力
,

台 湾研究

发展工作取得 了 一定 的成效
,

主要表

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技术能力 明显增强
。 “

技术

能 力 ”

是用来反映一个 国 家或地 区产

业 总体科技 水平 的指标体 系
。

它 以
“

专利注册件数指数
” , “

技术贸易 额

指数
” , “

技术密集产品输出 额指数
”

和
“

制造业附加值额指数
” 的平均数

为指数
,

反映 了 一个国家或地区现阶

段 的科技实力和经济潜力
。

据测算
,

在 一 年 的短短 年 里
,

台

湾 的技术能力就增 长 了 倍
。

这

种增长势头在整个 年代基本保持

着
。

如在专利 申 请及核准件数方面
,

年 比 年分别增长 了

和 闷 在技术密集产 品 出 口 比

重方面
,

年 比 年增加将近

个百分点
,

增长五成多 在技术密

集产 品 产值 占 制造业总产值 比重方

面
,

年 比 性笋 年更大幅上升 了

侃
。

第二
,

研发水平显著提高
。

台湾

有关部 门 根据研 发 经 费 占 营业额 比

例
、

研发人员 占就业人数 比例
、

博硕

士程度人员 占 研发人力 的 比例
、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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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 厂
一

商 占 厂 商总数 比 例 及技 术 购

买金额 占 营业额 比 例 等 项换算成

研发综合升级指标
,

显示如 果该指标

年为 以
,

则在 年时 已 上 升

至 闷 相信近 年随着台 湾对研

发经费投人力 度 的 加 大 年 比

年增 长 了 以 及每万劳

力 中 研 究 人 员 数 的 大 幅 上 升 从

年 的 人 增 加 到 年 的

人
,

这一指标在 例 〕年 七中 后

期仍将保持 良好的增 长态势
、

第三
,

利
一

技资源配置 日 趋 合理
主要表现在 民 营企业研 发支 出 自

年来 已 超过政府支 出
,

成 为研

发投人的 主体 《〕年代研发经费
、

研

究人员 在企业
、

科研机构和大 专 览校

三大部 门 问 的 配置 比 例分别保持在

和
,

研发经费 和

研究人员 的配置均 以企业 为 主
,

顺应
了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研发

经费在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

展 中 的 比例从 年的约

调整到 年 白勺约
,

习「发

经费在三种类 型之 间 的 配置相对较

合理和协调
。

第 四
,

科技产业发展迅速
。

通过
“

策略性 工业
”
和

“

十大新兴土业
”

计
划

,

多年 来
,

以 资讯 电 子业 为代表
的 台 湾高科技 」 业 获得迅速发展

。

年 十 大 新 兴 工 业 产 值 增 长 达

亿美元
,

比 年增长
。

其
中 资讯 电 子业 产值 亿美元

,

有 种产 品 产量居 世界第一且 占 据
了 五 成 以 上 的 市 场 份 额

。

预 计 到

加 年
,

十大新兴工 ⋯业产值将增 加
到 亿美元

,

占 台湾制造业产值和
出 口 比 重 分 别 上 升 至 和

台湾科技政策取得上述绩效
,

主

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

、

抓住机遇
,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

战略

多年来
,

台 湾省根据 岛 内 外

形势变化
,

先后进行 了 三次大规模科

技战略调整
,

力 图把科技资源瞄准经

济发展的生长点
。

世纪 年代
,

台湾省抓住美
日 等 国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机遇

,

实行外 向 型经济发展战略
,

大力 发展

劳动 力 密集 型 出 口 加 二 工业
。

为 配

合经济发展需 要
,

台 湾将配 合经 济

建设的科技 发展纳 入科技政 策 的 实

施重点
,

对科技教 育
、

技术引 进 及科

技成果转化进行调整 和规划
。

年代 中 期 以 后
,

为抓住 世 界

经济结构调整带 来 的 机遇
,

加快 发

展资本密集型 的 重化工 业
,

台 湾 省

加 大 了 对 科 技 发 展 战 略 的 调 整 力

度
。

年 台 湾 省举行的第
一

次
“

科

学技术会议
” ,

正式确 立 应用科
一

技在

台 湾科技 发 展 中 的枢纽地位
、〕

会后

制 的 《科学技术 发 展 方案 》
,

标志

着 台 湾科技政策进 人 整 体规划 的 新

时期
。

年代 中 期 开始
,

台 湾 省 紧 随

策评估制度

从世界范 围看
,

科技政策 的效果

评估始于 世纪 年代末
,

年代

初 才 出 现一 系 列 引 人注 目 的研究成

果
。

台 湾 省借 鉴 国 际 上
一

些 成功经

验
,

于 年代末在 以 下 三方面着手

建立科技政策评估制 度
。

第一
,

科技方案评估制度
〔。

为使
《科学技术发展方案 》能适应岛 内外

科技和经济发展 的新趋势
,

检讨实施
中 的利弊

,

台 湾 省采取 了两项制度措

施 一是定期 召 开
“

科学技术会议
” ,

适时评估和增删力
一

案 内 容 二是各相

关重点部门侮半年检讨一次
,

重点评

估 科 技 方 案 与 重 要 计 划 的 执 行 情

况
。

世界经济结构调 整浪潮
,

提 出 了 “

科

技升级
”

发展战略
,

积极推动 岛 内 经

济结构 向 高科技 化转型
。

为在 国 际

竞争 日 趋激烈 的 高科技产业 占 有一

席之地
,

台湾省在科技政策制度化
、

科技 发展的整体推 动
、

科技 发展机

制 与 目 标 以 及重点科技诸方 面提 出

了新 的要求
。

、

借鉴经验
,

及时建立科技政

第二
,

科技顾问评估制度
。

年下半年
,

台湾省聘请海 内 外学者专

家及企业家成立 了“

科技顾问组
” 。

此

后
,

台 湾省教育部 门
、

经济部 门 等相

关部 门 也相继成立 了 各 自 的科技顾
问室

,

从而建立 了较为完整 的科技顾

问评估体系
。

第三
,

科技信息动态普查制度
。

年代 以 来
,

台 湾相继成立 了
“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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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资料中心
” 以 及各种专业科技资

料单位
。

在此基础上
,

台 湾省又着手

建立科技信息动态普查制度
,

以此作

为改进评审制度的措施之 一 。

、

创造环境
,

积极推行科技生根

策略

为提升岛 内科技实力
,

加强引 进

技术 的 消化吸收能力 和 自 主研发水

平
,

年代 以 来 台 湾省一直致 力 于

改善科技研究环境
,

出 台 了 一系 列政

策
,

主要包括

第一
,

在制度建设方面
,

放松经

济管制
,

建立有助于科技经济一体化

的市场机制 改革教育制度
,

建立配

合产业升级的人才培育体系 鼓励企

业研发投人的《奖励投资条例 》和《促

进产业升级条例 》 配合科技产业化
的创业投资制度的 引 人

,

等等
。

第二
,

在组织措施方 面
,

促进产
、

官
、

学
、

研资源整合
,

创建以新竹科学

工业 园 区 为标志 的高科技产业发展

基地 加快产业科技本土化的步伐
,

重组和加强 以 工业技术研究 院 为首
的应用型研究机构 大力推动与海外

企业结成
“

策略联盟
” ,

以 利资金和技

术的 引进
,

等等
。

第三
,

在资源配置方面
,

调整产

业政策
,

通过
“

策略性工业
”

和 “
十大

新兴 工业
”

计划 引 导 民 间科技资源投
向 实施人才培育及延揽高级科技人

才方案
,

倡导省 内外人才向 新兴产业

倾斜 借助科技专案
,

鼓励 民 间对有

潜力 的高科技产品开发
,

等等
。

多年来
,

以经济为导 向
,

服务于

产业升级 的 台 湾科技政策取得 了 明

显成效
,

但随着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

进程加快和竞争全球化格局 的形成
,

台湾省奉行的
“

与产业紧密结合
,

积

极发展应用科技
”
的科技发展战略面

临 困境
,

并对岛 内产业升级的深化造

成不利影响
。

总体而言
,

台湾科技政策面临 的

困境 主要来 自 以下三个方面
。

、

传统产业与科技产业难 以平

衡

传统制造业在 台 湾 曾 经有过 十

分辉煌的历史
。

但近年来
,

受生产要

素价格 的提高
、

环境保护压力 日 增
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 因 素影响

,

台

湾传统产业快速衰落
,

在 制 造业 比

重 中 已萎缩至
。

传统产业 的衰

退虽有其历史必然性
,

但像 台 湾省

这样
“

超常规
”
的衰落世上少有

。

个重要原因
,

应归咎于政策偏差
。

多

年 来 台 湾 产业政 策 独 厚科 技 产业
,

造成投资奖励
、

税赋优惠 以 及资金
、

人才等 出 现严重倾斜
,

过于集 中 于

电子资讯等新技术领域
,

以 致传统

产业在 吸收资金和 高科技人刁
‘

方 面

都受 到严重排挤
,

产业无法转 型或

升级
。

在农业 和服 务业 难在竞争 中 立

足 的情况下
,

传统工业 的 快速衰落

和科技 工业对外 部 的 严 重依 赖性
,

导致近年 台 湾参与市场竞争能 力 明

显下降
,

引起极大关注
。

出 路只有一

条
,

那就是明确产业政策
,

平衡产业

发展
,

既要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
,

又要推动科技产业研发创 新
。

但这

势必造成生产基地
、

资金
、

人才和技

术需求 的 巨 大缺 口
,

非 弹丸之地 的

台 湾所能及
。

最近
,

台 湾省 出 台 了 一

系列提振传统产业 的政策措施
,

虽

效果未彰
,

但却使科技产业 界倍受

冷落
,

纷纷出走 内地
。

传统产业 与科

技产业的政策两难
,

势必会对 台 湾

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

、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难 以兼

顾
。

基础研究 和 教育 历来是科技 资

源配置 的重点
,

但为追求 眼前经济

利益
,

台湾省长期背道而驰
,

采取重

应用科技研究
,

轻基础科学研究 重

工业企业
,

轻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

科技 强点偏 重 中 下 游 等倾斜 政策
,

结 果导致 目 前 台 湾诸 多科技 领域
,

尤其是高科技领域 的基础研究十分

薄弱
,

使 台湾在科技经济竟争全球

化 的 形 势 下
,

处 于 相 当 不 利 的 地

位
。

时至今 日
,

曾 被台 湾省寄予厚望

的 十大新兴工业
,

有近 半数仍处 于

起步阶段
,

就是明显的一例
。

为扭转研发 资源 配置错位 的局

面
,

近年来 台 湾省不断加大对基 础

研究经费的投人
,

使台湾研发经 费投

人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

试验发展
间 的 比例逐步调 整 到 的 合

理水平
,

并计划在 世纪初使基础

研究经 费 的 比重达到 巧肠
。

但考虑

到 台 湾科技资源总量偏小
,

基础研究

又有投入大
、

见效慢 的特点
,

台 湾 尚

难 以 在短时间 内 培养 出 能满足科技

和经济发展需求 的新 的基础科学
。

因

此
,

如何加快弥补基础研究的先天不

足
,

继续保持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

优先地位
,

成为决策者必须面对的重

大课题
。

、

人才培养 与 人才 引 进难 以 突

破

台 湾 省是个 自 然 资 源 贫乏 的 岛

屿
,

充沛的人才资源是其发展的关键

性优势
。

受 西方代 力
、

处 资本论 的影

响
,

早在 年代
,

台 湾省就进行 了教

育改革
,

教育重心 由 普通教育 向 职业

技术教育倾斜
,

为经济起飞培养 了 大

批初
、

中级科技人才
。

然而
,

随着经济

发展和产业结构改变
,

岛 内 对于人才

资源的需求亦产生结构性的转变
。

现

阶段台 湾省 明 显呈现高级专业人才
,

尤其是高科技人才供需失衡现象
。

据

统计
,

年 台 湾 企业有 近八成认

为岛 内 高科技人才不足
,

资讯
、

电机
、

电 子业 未来 年相 关高科技 人才缺
口 高达 多人

。

为解决人才危机
,

近年来大量扩充高等教育
,

但其发展

亦面临一些难题
,

如 高等教育无法配

合社会人力需求
、

高等教育经费与资

源不足
、

高等教育素质有待提高等
。

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及时解决
,

早期形

成的人才资源优势亦将逐步丧失
。

为解决经济和科技发 展 的燃眉

之急
,

近年来 台湾省积极 向 省外
,

尤

其是 内地延揽专业技术人才
,

不断放

宽 内 地人才到 台 工作 的 限制
。

但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
,

面对全球高级

专业人才短缺的局面
,

台 湾 明显缺乏

对海外人才的 吸引 力
。

更为严峻 的

是
,

由 于薪资劣势加上科研环境不理

想
,

台湾省在与东南亚 国 家和地区延

揽科技人才 的竞争 中 已 明 显处于劣

势
。

台湾科技政策面临 的种种 困境
,

直接影响 到产业升级 的深化和 自 主

创新能力 的提 高
。

从 年代 中后期

沫来与发展 飞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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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 台湾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

在

进 人 以 〕年 代 后 终 于 有 了 突 破 性进

展 三次产业结构水平 己接近发达 国

家或地区 的水平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

产业正在取代传统 的 劳力 密集 型 产

业 而 成 为 台 湾 制 造 业 新 的 主 导 产

业
。

然而
,

仔细分析可 以 发现
,

台湾

颇具竞争力 的制造业升级
,

选择的是

为 国 际大企业专业代工 主要是代工

制造 的发展科技产业模式
。

这种发

展模式
,

有利 于扬其制造技术较高
、

生产成本较低和 中 小企业众多 的 长

处
,

避其基础研究不足的弱点
,

从而

带动 台 湾科技产业迅速崛起 但 同时

也导致台 湾产业技术进步的局限性
,

即这种技术进步 只 能是从初级 的 加

工升到高级的加工
,

自 主研发和创新

能力 总体上仍很薄弱
,

难 以进人最尖

端的科技产业
,

更谈不上形成新 的科

技产业
。

此外
,

这种 为 国 际大企业
“

打工
”

的制造业升级模式其主导产

业整体收益水平十分有限
,

直接导致
以 〕年代 中 后期 台湾省经济增长率对

外贸 出 口 高速增长反应迟钝 现象 的

出 现
,

这对出 口 导 向 型经济的 台湾是

一个严重警讯

显然
,

要使 台湾省 的产业升级健

康顺利地进行并促进 台 湾经济水平
的提升

,

就必须在推进产业升级深化
的过程 中逐渐摆脱对外部 的过分依
赖

,

进行新一 轮进 口 替代
,

即在产业

升级过程 中
,

围绕着 主导产业的转

换
,

建立 自 己 的高科技产业的上游产

业
,

以 减少其发展过程 中对外部技

术
、

零配件及原辅材料的供给依赖
。

然而
,

就台湾省现有科技人才和基础

研究能力而言
,

以 电子资讯业为首的

技术密集 产 品 的技术进 口 替代将难
以进行 产业升级道路艰难

。

成
“

科技 岛
”

的构想
,

其 主要 目 标 与

方 向 如下 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

级
,

制定 了传统产业的转型 目 标 —走 向 精致化
、

高 品 质化和科技化

选定 项重点 发展的 高科技 产

业
,

它们均为 当 前世 界科技竞争 的

产业
,

也是有助 于 台 湾 突 破科技 发

展瓶颈的产业
。

选定信息技术
、

电子技术
、

生物技术 和航空技 术 为

面 向 世纪重点 发展的 四 大 高尖端

技 术
,

以 此 领 军 高 科 技 产 业 的 发

展
。

重新规划布局科学 园 区
,

除

扩建北 部地 区 的 新 竹科 学 园 区 外
,

将重点在 中南部地 区 兴建若 干科学

园 区或科技工业 区
。

台湾 省采取 了 一 系 列 推 动科技

发展的政策措施
,

主要包括 大幅增

加科技投人 以保证科技和科技 产业

发展 的经济基础 积极延揽科技人

才
,

形成高科技发展的智 力 群体 加

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
,

创造 良 好 的

研发环境 加强与 内地的科技合作
,

实现两岸科技优势互利互补
,

等等
。

可见
,

台 湾省加速发展科技的决

心十分坚定
,

政策措施也 可谓填密周

详
。

但缺乏纵深的海岛 型经济
、

意愿

低落的 民 间投资
、

政党轮替所产生的

政策风险
、

起伏跌宕的两岸关 系
,

以

及发达 国家 日 益强化的科技保护
,

预

示 着 台 湾在实现科技 赶超战略过程

中
,

要克服的 困 难和障碍是很多的
。

如果 台 湾省能将 内 地 的科技资源作

为其资源互补重构的
·

部分
,

则无疑

将会有助 于科技 发 展总 目 标 的早 日

实现
。

口

为弥补 以 往科技 发展决策 中 的

重大失误
,

迎接 世纪知识经济 的

挑战
,

自 侧 〕年代 中 期 以来
,

台湾省对

科技政 策作 了 重 大调整
。

年
月

,

台湾省通过首部
“

科技 白 皮书
” ,

进一步完善 了 在 世纪把 台湾省建

沫来与发展 洲 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