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经济·亚太纵横　1999年第 3期

论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
杨来科　●　361005　厦门,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这两大趋势互为因果,又互相促

进两者间有着很强的一致性、互促性和制衡性。

一、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一致性

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虽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不同趋势,但两大趋势有着很强

的一致性和同一性。

第一、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共同的动力源

科技革命是推动世界经济知识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主要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以及

人们的生活。这次科技革命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新的高科技产业群,正在不断地排挤传统的劳

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另一方面新科技也不断渗透到旧的工业体系中,并使之正在发生广泛而

深刻的变化。在科技革命的作用下, 经济过程和经济产出中知识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世界经

济的知识化倾向也日益加深。到90年代,知识经济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经济发展中知识与技

术的贡献度也越来越大。据经合组织的报告,近十年来, 该组织成员国的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

产值和出口的份额翻了一番多,达到 20～25%, 其中主要成员国的高技术产业产值已经超过

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0%。可见,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的知识化倾向日益明显。

与此同时,科技革命也使得信息技术得以在世界各国迅速普及。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新产

品使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 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全球经济正日益联结为一个

大的经济实体。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的流动日益

自由化。由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国际互联网的日益普及, 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也日益网络

化。很显然, 世界经济在日益知识化的同时,也日益全球化。知识化与全球化是由同一动力源

推动之下的两种不同的趋势,甚至可以说, 是同一趋势的不同形式的表现。

第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共同的载体

经济的全球化与知识化不仅具有同样的动力源,而且它们也是靠一个同样的载体来实现

的,这一载体就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跨国界的生产和营销使经济活动日益超越国界而变成为

一种国际化的过程。而高技术跨国公司的不断增多和迅速成长,以及跨国公司在高技术领域的

投资、生产与竞争的加强则是经济知识化趋势的表现。

目前,全世界约有 4万多家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雇员达 7000多万人。这些跨国公司控

制着世界生产的 40%, 国际贸易的 50～60%, 国际技术贸易的 60～70%以及国际投资的

90%。尽管如此, 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和成本的不断上升,近年来跨国公司间的兼并浪潮此起

彼伏,而且兼并不仅在同一国内进行,还在不同国家的企业间进行。从 1995年 5月至 1998年

4月,仅美国金融业的并购案就多达 20件, 其中有 4 家银行是被荷兰、瑞士等外国银行所收

购。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愈演愈烈的兼并浪潮一方面使它们的生产、投资、经营和管理日益

全球化、国际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经济的依赖性和合作性不断加强。如今,许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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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生产是多个国家的不同生产厂家共同完成的,如波音 747是全球十多个国家的 1500家公

司和 1. 5万家中小企业合作生产的。

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而且也是经济知识化的载体。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促

进了各国间的经济合作,而且,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知识的重视和投资,以及知识密集型和高

技术型跨国公司的不断增多,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这主要体现在: ( 1)高技术

跨国公司的数目不断增多、不断发展。1998年世界最大 500家公司名单中,传统的汽车业、金

属业、机械制造业的上榜公司数目均有所下降, 而新增加的 23家公司中大多是高技术产业和

服务行业;在各行业业绩排序表中制药、电讯、计算机等高技术行业的营业收益率在 30个行业

中分别排在第一、三、五位, 资产收益率则分别排在第一、六、七位, 这充分说明知识与技术在跨

国公司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明显。( 2)跨国公司对技术创新和科技开发

十分重视,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也不断增加。据美国《商业周刊》称:世界上真正称得上全球跨

国公司的1000家大企业, 95%以上是高科技开发与投入的大户。1995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福特汽车公司,日本日立公司的研究与发展( R&D)费用分别达到 83. 88亿美元、65. 09亿美元

和 64. 15亿美元。大量的科技投入使跨国公司日益成为科技进步的主要承担者。它们与大学

和科研机构密切配合, 形成产、学、研一脉 相承的良性循环。由于跨国公司注重科技投入,不仅

使跨国公司成为高新科技的主要开发者和拥有者,也大大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科技与

知识的产业化,加速了知识经济的到来。根据1995年 6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字, 1994

年全世界批准的 130万件专利中,大部分是跨国公司所申请的。

第三、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同步进行

每一项发明都为人类开辟新市场或新的活动领域提供更先进的手段和工具。科学的每一

次进步都将经济向前推动一大步,同时也使世界经济更进一步全球化。可以说,世界经济的知

识化趋势是与全球化趋势同步进行的,科技进步正在把人类带入知识经济时代。

由于科学技术是无国界的, 因而科技进步的影响也必然是全球性的。一次新的科技革命必

然导致全球范围内大量新兴市场的形成和许多新的合作机会的促成, 进而会带来经济全球化

的一次质的飞跃。指南针的发明虽然没有使中国的经济向世界扩展,但在它传入欧洲后却带来

了地理大发现和西欧国家的对外扩张; 以珍妮纺纱机和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为代表的第一次科

技革命导致了英国产业革命的爆发和“日不落帝国”的诞生,同时也促使世界贸易空前活跃;从

内燃机的发明开始、以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交通和通信更快速、

更便捷,也使得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更迅速,人类的活动范围更加广阔, 从而使国际间的经济合

作更加必要, 也更加频繁;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则把经济的全球化推上一个新

台阶,各国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不仅必要,而且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特征的经济实体之间的相

互依赖性的增强而使全球化成为一种必然。所以说,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

知识化,促进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也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同时

也就是经济知识化的历史。

第四、知识经济具有全球性

知识经济的实质是网络经济,而网络经济本身具有全球性。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性开放

式的信息互联网络一方面把成千上万的信息资源汇集到一起, 供人们随时调用; 另一方面, 它

也通过无数台电脑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连结进来,所有用户都可以在因特网上自由交流、共享资

源,他们既可以进行双向的交流,也可以进行开放式的讨论。在因特网上,没有国界、没有边境,

也不论国籍、民族和肤色,对任何用户来说,它都是完全开放、平等的;同时,在因特网上通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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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套全球通用的规则,所有入网的用户都要遵循它,这使得网络语言成为一种世界语,具有

一种共通性, 消除了人们之间的语言和规则的障碍。因此说,网络是全球性的、开放的、共通的,

网络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

知识经济又是信息经济,而信息经济本身也是一种全球经济。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 ( 1)信息资源是人类共享的, 是不分国别的。科技、知识、信息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运动

规律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 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应当为全人类所共享。( 2)信息经济是以信息技

术的迅速发展为核心的,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本身具有国际性。在信息时代,人们赖以获取、传递

和处理信息的工具是国际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而国际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本身就是全

球化的网络, 它们把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都连为一体, 使大家可以在这个没有国界的网络中

畅通无阻。同时, 信息革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间信息传递的方式大大改进,从而加快了

国际间信息的传递速度,缩短了国与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使地球日益变成一个“村

落”。

知识经济还是竞争经济,而这种竞争也是全球性的,而且竞争的关键是科技实力的竞争。

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世界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加深,竞争与合作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

任何国家都不得不面对全球竞争的压力,而当今国际经济的竞争, 无论是国家之间, 还是企业

之间,其实质都是科技实力的竞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4年首次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中

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实际上是“科技的差距”、“知识的差距”。

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联动与互动

(一)知识经济是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

第一、知识经济促进国际分工的立体化和国际间产业的梯度转移,进而使各国经济的依存

度和融合性不断加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日趋高精尖化,也使得国际分工发生了

新的变化。知识的迅速膨胀和科技成果的加速积累,促使新的产业不断涌现,也导致了国际分

工的立体化和分工结构的重新调整。

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是以垂直分工为主。第三次科技革命后,随着科技、知识的不断丰

富和日益商品化, 出现了许多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的出现使国际贸易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日益走向立体化。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的特点是:垂直分工与水平分

工的立体结合。新技术革命使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产业支柱,于是产生

了国际间产业的大迁移,发达国家便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发展

中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谓的“大脑——手脚”分工格局。在发达国家与一

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基础则由原来的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国际贸易也

由产业间贸易转化为产业内部贸易,进而演变成为跨国公司内部以及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之

间的贸易。发达国家之间以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彼此交换的商品是相同或类似的,而不

是像以前那样交换不同类的商品。比如,韩国对日本的出口中, 钢铁的比例占 10. 4%, 电子机

械的比例占 8. 8%, 而同年日本对韩国的出口中, 钢铁也占到 11. 5%,电子机械占到 21. 2%。

立体格局的国际分工一方面导致了国际间产业的梯度转移,形成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

化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传递链条: 发达国家发展高技术产业, 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而把

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则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给发展中

国家,而主要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立体

化也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经济的融合性越来越强。国与国之间不仅互相需要对方的市

场,而且也需要对方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使国际贸易逐步“内部化”,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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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济关系变成为企业内部的依赖与合作的关系。

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使全球生产日益网络化,从而使世界经

济的整体性不断增强。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和信息高速公路的构建,使人们不再有距离感。因特

网上信息的交流和快捷的传输使人类的眼界大大开阔,人们不再受自身生物条件的限制,而可

以轻而易举地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各种活动。到 1996年底,全世界已有 175个国家和地区加入

国际互联网络,上网用户约为 7000多万。全球性信息网络的形成使传统社会一个个分散的生

产和经营单位联为一体,使这些分散的细胞凝聚为更强大、更具生命力的组织。信息网络没有

国界、国籍的区分,各生产单位只是这一庞大的网络体系中的一个小细胞或小节点。整个世界

经济在信息网络的迅速延伸和不断渗透中正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整合。在这一巨变中,世界经济

的整体性、融合性不断增强。

第三、新的信息传输方式以及快速的传递速度促进了国际间经济交往方式的革命,出现了

许多新的投资、贸易和营销方式,使国际经济合作更加便捷快速,贸易与投资的效率更高。这主

要体现在: ( 1)金融业的电子化使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和运作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而

大大促进了资金的全球性流动,使投资活动日益国际化。到 1995年,发达国家私人对外直接投

资额已经达到 27350亿美元。目前, 全球每年的金融交易量高达 500万亿至 600万亿美元之

多。( 2)贸易方式的电子化使国际贸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的出

现以及电子数据交换系统( EDI)的广泛使用, 大大减少了时间、地域、国别等消费的限制,使生

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因特网直接接触,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极大地促进了贸易

全球化的发展。据统计, 新的贸易方式可以使贸易文件的传递速度提高 80%, 文件成本降低

45%,文件处理成本降低 40% ,错误造成的贸易损失减少 40% ,市场竞争力提高35%。它给国

际贸易所带来的间接效益可以达到全部贸易价值的 5%。目前,全世界每年的商品贸易总额超

过 7万亿美元,并且以 3倍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扩大。其中,通过全球信息网络完成的估计

约为 200多亿美元。

第四、新的信息技术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生产和经营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信息资

源的丰富以及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使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市场动态、捕捉市

场机会,从而制订更科学、更合理的发展和营销方案。高速度、大容量的国际信息通讯网络为跨

国公司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营销空间,使全球化的发动机——跨国公司能够不出国门就可以从

事国际贸易和全球性的营销活动。因特网上信息交流的直接性和快捷性,减少了交易的环节,

节约了交易费用,既省时,又高效。日本东芝公司通过国际互联网,使其文件处理费用减少了

3/ 4。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则通过使用国际信息系统而使自己的每辆汽车成本节省 250美元,如

果按年产 500万辆计算, 一年就可以为公司节约 12. 5亿美元的成本开支。此外,网络化的发展

为企业提供了各种大量、准确、及时的信息,有利于企业领导层作出正确的决策,减少了跨国公

司经营的盲目性和投资的风险性,也有利于企业优化内部结构,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经济效

益。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由于使用国际信息通信网络而使其零售额在近 5年来上升了

60%,而平均库存时间却由 30天降为 6天。

(二)经济的全球化是知识经济的外在加速器

首先, 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知识的积累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科学技术之间的交叉和融

合。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国都普遍重视科技投入,从而极大地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

科技投入看,目前,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已经占到其 GDP 的 2. 3%。大量的投入

使知识的增长和科技的创新以跳跃式的加速度推进,知识的陈旧率日益加快。联合国教科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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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官员指出: 从 60年代到 90年代的 30多年时间里,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的数量,比过去

两千多年的总和还多。目前,在各个领域使用的科学技术知识, 50%以上是近 10年内取得的,

9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30多年里获得的。据估计,到 21世纪,人类获得的知识还

将成倍增长, 学科总门类将由目前的 6千多门上升到 1万多门,而且各学科间的渗透和融合性

不断增强,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其次,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国家间经济、技术的合作,以及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联合。在当

今国际上,许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都是许多国家共同合作的结果。欧洲的“尤里卡”计划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跨国公司的技术联盟也日益增多。比如, IBM、东芝和西门子结成联盟,

共同开发 256兆位高级芯片;日本的富士通与高级微型设备公司合作,共同研制一种专门替代

个人计算机盘状驱动器的“闪光”记忆芯片。各国间的科技合作以及跨国公司间的技术联盟大

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高新科技成果层出不穷。

再次,全球化推动了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不

仅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而且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比率不断加快。目前,世界各

国都十分重视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投入。据估计, 1991年,美国约有 31%的资本投入到高新技

术产业化的创新活动, 1996年则更高达 41. 9%。从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看,出现了愈来

愈短的趋势。在 18世纪,科学转化为技术、再转化为商品的时间大约为 100年左右;到 19世

纪,大约为 50年左右; 到 1930年大约为 30年左右; 到 1995年大约为 7年左右;而到本世纪

末,则3～4年就可以商品化了。大量的高新科技不断产业化, 使经济中的技术和知识含量不断

上升,也促进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三)经济的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相互制约

一方面, 知识经济的演进制约着全球化的步伐、深度和进程。知识的积累和科技的进步是

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经济或产业革命的背后都有一次知识的飞跃作支撑,每

一次市场的大扩展和经济的大融合都是以一定的科技进步作前提。如果没有科技的进步和知

识的发展, 人类便只能囿于自己的庄园和庭院, 只能从事刀耕火种的自给自足式的封闭经济,

老死而不相往来。如果没有信息革命和信息技术的飞跃,世界经济就不能像今天这样联成一

片,人们也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足不出户便可以学习、交流、办公和经商,就不可能在自己小小

的电脑屏幕里阅览全世界的信息。科技的进步及其产业化的程度,决定着人们交往的方式,决

定着国际间经济合作的深度,因而也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和速度。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反过来也影响和制约着知识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随着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各国间在加强经济、科技合作的同时,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

迫使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重视发展本国的科技、教育, 强化科技实力,从

客观上也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知识化。据经合组织教育研究和革新中心发表的《教育状

况》报告显示, 1992年,经合组织 25个成员国的教育经费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6. 5% ,占政

府经费开支的 12%。对教育的重视使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从 1970年到 1991年,

美国、日本、德国劳动力人口中受到 4年以上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分别从 15. 7%、16. 8%和

9. 6%, 上升至 28. 2%、36%和 12. 8%。此外,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际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

共同遵守的规则、程序,使科技与知识的交往规则及衡量尺度一致化、标准化,也使得科技的发

展有了更有利的条件, 从而推动了经济的知识化。□ (责任编辑　翁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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