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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框架研究：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

张琴清  李志强  李常洪  阎  伟

摘  要：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中，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发展愈发明显。立足中国

情境，提出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理论框架，以进一步厘清融合

过程中所蕴含的机理。其中，外部环境主要分析制度供给、产业供给和要素供给对两者融合的外

生推力作用；内部核心以“5W1H”作为关键维度，使用战略路线图工具分析两者融合的内生拉

力作用。研究认为，要善于利用外部环境资源，并准确把握内部核心环节，才能推动产生“1+1
＞ 2”的融合效益，为高质量推动两者融合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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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技术创新和标准化是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两个方面。传统的观点认为标准化会

阻碍技术创新（如，Maxwell，1998［1］），但是，在激烈的全球一体化市场中，标

准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更趋向积极的一面（Blind，2009［2］；Choi 等，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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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为技术创新提供标准化平台，约束技术多样性以及形成网络效应等方式直接促

进技术创新，也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间接推动创新行为（舒辉和刘芸，

2015［4］；Zhou 等，2018［5］）。成功的创新往往与标准化紧密相关，在不阻碍创新

的情况下促进标准化，在引入和实施有效标准的同时进行创新（Viardot 等，

2016［6］），旨在通过时空资源的优化配置，促成技术创新和标准化之间的融合，进

而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已经成

为驱动企业健康成长、产业转型升级乃至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和重要

支撑。

与此同时，伴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融合趋势愈发明显，

技术、专利等资源正在参与标准的研制与应用，标准研制正在渗透到技术创新活动

的各个环节，且速度不断加快。德国发布的《新高科技战略——德国创新》（Viardot

等，2016［6］）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标准占

有重要地位，要大力实施标准战略，打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此外，习近平总书记

在致第 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的贺信中指出，“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

代进步”；相关部委还制定了《“十三五”技术标准科技创新规划》，等等。技术

创新和标准化融合出现在了更多的文件、报告和领导讲话中，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试图将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联系起来（Choi 等，2011［3］；

Jiang 等，2019［7］）。Den Uijl（2015）［8］从企业、技术、市场 / 行业三个层面，综

合考虑影响技术竞争的相关因素，阐述技术转化为事实标准的过程，以标准化占据

市场主导权。Featherston 等（2016）［9］利用关键的预期创新活动之间需要转换的知识，

来预测新兴技术的潜在标准化需求。在此基础上，Ho 和 O’Sullivan（2018）［10］通

过对各种标准化问题进行系统地分析，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标准化映射框架，进一步

支持复杂的技术创新。舒辉和卫春丽（2013）［11］以管理体制、监督体制和市场推

进体制三个子系统为对象，运用协同学理论，对自主创新与技术标准的融合机制进

行分析。吴菲菲等（2019）［12］认为，企业研发和标准化两者呈现融合发展的趋势，

并以两者融合为背景来研究基于技术标准的企业多主体竞合关系。可见，现有研究

充分肯定了技术创新和标准化两者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技术

创新和标准化之间的正向关系，但是它们主要解决的是融合过程的某个具体问题，

而缺乏对两者融合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性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这是学术界和政策研

究领域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科技界和标准化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技术创新和



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框架研究：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

2021.04　科学决策　97

标准化的融合不断加强。因此，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一种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框架，为决策者制定技术创新战略和标准化战略提供理论

性的指导和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

国内外学者关于技术创新和标准化两者融合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

方面。

从国家标准战略看，进入 21世纪，发达国家特别注重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发

挥标准化的引领和支撑作用，陈春晖等（2007）［13］、程如烟和罗晖（2007）［14］指出，

日本、德国制定出台了《标准化战略》，强调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并获得了

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潘柯良（2014）［15］在详细研究日本标准化战略的基础上，

从标准化促进技术研发以及成立技术标准联盟两个方面入手，同步推进技术创新和

标准化，提高经济效益。

从融合机理看，Kano（2000）［16］以移动通信为例，探讨了标准化中嵌入的技

术创新的演化过程。Featherston 等（2016）［9］、Ho 和 O’Sullivan（2018）［10］通

过绘制一种基于战略路线图的标准化映射框架，阐述了技术创新和技术标准之间积

极的相互作用。王黎萤等（2004）［17］、万钢（2013）［18］从战略视角提出技术标准

研制正在嵌入到技术创新活动的构思、设计、研发、应用、产业化的全链条中，逐

渐趋于同步。华鹰（2009）［19］、麦绿波（2019）［20］研究标准化与专利的融合。陶

忠元和夏婧（2015）［21］认为要加强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互动关联，必须促进技术

创新和标准化专业人才合作，借助知识共享和信息互通实现跨领域的融合。舒辉和

卫春丽（2013）［11］提出自主创新与技术标准融合协同的总体框架，从管理体制、

监督体制和市场推进体制三个层面出发，对两者融合协同机理和演化过程进行研究。

从融合模式看，程军等（2014）［22］提出了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标准同步联动

形成产业来申请专利的“技术创新 + 标准化→专利技术”模式。陶忠元等（2016a）［23］

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适合实施技术创新（模仿型）战略和标准化（追随型）战略

相融合的模式。

从融合测度看，张果和郭鹏（2015）［24］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标准化能

力两方面入手，构建了两者耦合测度模型；陶忠元和薛晨（2016b）［25］利用耦合度

公式计算我国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水平，得出 2004-2013年间两者融合趋势稳

步上升。

由此可见，已有文献多数侧重于点突破，较为零散。虽然学者们对技术标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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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框架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相比之下，国内相关研究还没有对技术创新和标准

化的融合体系进行全面系统整合和基本理论建构，更缺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如

何促进两者融合问题的研究，这将是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课题。

2.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自 2015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者们对此展

开大量研究。通过梳理已有重要文献，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常见的分析范式大致

有四种：一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分别进行分析（林

毅夫，2016［26］；洪银兴，2016［27］）；二是从供给端入手，探究制度供给、产业供

给和要素供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徐君等，2016［28］；徐成龙和庄贵阳，

2018［29］；盛朝迅和黄汉权，2017［30］；李志强和张琴清，2017［31］）；三是从经济

结构视角，研究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黄群慧，

2016［32］）；四是从动力结构调整的层面，具体划分为产业结构、产权结构、金融

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等主要方面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马大来和叶红，

2020［33］）。这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影响也可以选择

其中一种或多种范式来进行分析。

综上，针对技术创新和标准化两者融合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两个

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已有的国内研究还没有给出一个整体宏观架构，而国外学者

提出的技术标准创新框架又体现不出中国特色，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现象，框架

的准确性有待增强。其二，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盛朝迅和黄汉权，

2017［30］）、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标准化（李志强和张琴清，2017［31］）两个主题，

均有学者进行了尝试，但是将两者之间的融合置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来进行

研究的文献目前还没有。鉴于此，对 Featherston 等（2016）［9］、Ho 和 O’Sullivan

（2018）［10］、舒辉和卫春丽（2013）［11］提出的框架进行修改完善，利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理论，试图构建技术创新和标准化两者融合的基本框架。

3  融合框架

3.1 概念内涵

关于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表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

了不同的解释，采用傅家骥（1999）［34］给出的技术创新的定义，即将技术转变为

商品、商品进入市场后产生经济效益的行为。技术创新过程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试验发展、市场引入和市场扩散等阶段（Blind，2006［35］）。标准化指在

产品研制、改进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按照新《标准化法》规定的要求制修订、发布

和实施企业标准，也可以理解为技术标准化。标准化过程主要包括技术研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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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前）、标准创制、产业化推广（标准创制后）等阶段（赵朝义等，2011［36］）。

融合指不同要素在时空中向同一个方向演进产生新要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

将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定义为两者之间的结合，相关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

通过交流整合、相互渗透、优势互补等一系列阶段，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贯通创新链、融入标准链，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

融格局。

3.2 基本框架

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既是动态的循环反复过程，又是螺旋上升的共生演进

过程。它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核心两个构件，以提高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为目的，

经过输入元素→融合过程→输出成果的周而复始，最终实现融合效应的最大化。当

前，我国高质量发展势头逐步强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两者融合起到积极的推进

作用。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绘制两者融合的理论框架（见图 1），其中，

外部环境主要考虑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因此，使用上述研究提到的第二种范式，

分析制度供给、产业供给和要素供给对两者融合的外生推力作用，作为框架的输入

元素。内部核心是在融合过程和输出成果基本面上分析两者融合的内生拉力作用。

融合过程是不同的参与主体通过识别合适的时机对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过程中涉及到

的知识、技术、产业进行结合，是框架的核心内容。输出成果主要包括新技术、新

标准和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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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理论框架

3.2.1 外部环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技术创新和标准化两者融合的重要驱动力量。从制度、产业、要素

供给角度提升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动力，通过给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两者融合的外

部现实依据，用高质量的转型发展实践加快驱动两者融合，持续提升各类资源的整合力、竞

争力、辐射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加标准的高端有效供给，切实推动创新成果迅速转化和扩散，

加快市场化和产业化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外生框架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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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理论框架

3.2.1 外部环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技术创新和标准化两者融合的重要驱动力量。从制度、产

业、要素供给角度提升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动力，通过给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两者融合的外部现实依据，用高质量的转型发展实践加快驱动两者融合，持续

提升各类资源的整合力、竞争力、辐射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加标准的高端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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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推动创新成果迅速转化和扩散，加快市场化和产业化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驱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外生框架见图 2。

等要素通过交流整合、相互渗透、优势互补等一系列阶段，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贯通创新链、融入标准链，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融格局。

3.2 基本框架

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既是动态的循环反复过程，又是螺旋上升的共生演进过程。它

包括外部环境和内部核心两个构件，以提高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为目的，经过输入元素→融

合过程→输出成果的周而复始，最终实现融合效应的最大化。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势头逐

步强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两者融合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

绘制两者融合的理论框架（见图 1），其中，外部环境主要考虑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因

此，使用上述研究提到的第二种范式，分析制度供给、产业供给和要素供给对两者融合的外

生推力作用，作为框架的输入元素。内部核心是在融合过程和输出成果基本面上分析两者融

合的内生拉力作用。融合过程是不同的参与主体通过识别合适的时机对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过

程中涉及到的知识、技术、产业进行结合，是框架的核心内容。输出成果主要包括新技术、

新标准和新产品。

外部环境

制度供给

产业供给

要素供给

输入元素

参与主体 机会识别

融合过程

知识融合

技术融合

产业融合

新技术

新标准

新产品

输出成果

内部核心

图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理论框架

3.2.1 外部环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技术创新和标准化两者融合的重要驱动力量。从制度、产业、要素

供给角度提升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动力，通过给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两者融合的外

部现实依据，用高质量的转型发展实践加快驱动两者融合，持续提升各类资源的整合力、竞

争力、辐射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加标准的高端有效供给，切实推动创新成果迅速转化和扩散，

加快市场化和产业化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外生框架见图 2。

供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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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外生框架

① 制度供给：营造良好融合生态

制度供给是强化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根本保障。从制度层面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一方面，用制度供给可以巩固融合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强调制度供给的及时性，能够积极应对新时代下新问

题新需求的随时出现。制度供给主要包括管理制度供给、市场推进制度供给与监管

制度供给三方面（舒辉和卫春丽，2013［11］）。

管理制度供给主要研究顶层设计，涉及国家、区域、产业、企业四个层次，涵

盖人才扶持、财税支持等方面，为促进两者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例如，

科技部、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印发的《“十三五”技术标准科技创新规划》提出，

要全面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健全科技和标准化互动支撑机制，使科技和标准更加紧

密结合。国家标准委印发的《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总体规划（2017-2020年）》

指出，要加快推动科技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区域创新基地主要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创新基地主要服务重大产业发展。《国家标准涉及专利

的管理规定（暂行）》的发布，为加速标准与专利技术的深度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标准化法》第二十八条对技术创新的标准化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等等。这些

都为做好新时代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发展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市场推进制度供给主体有政府、中介组织和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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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推进过程中，由于网络外部性效应的存在，容易产生市场失灵现象（杨蕙馨等，

2015［37］）。政府参与的市场推进制度能够通过政策制定、政府采购和政府补贴等

手段，引导两者融合目标转为市场需求和战略发展方向。中介组织参与的市场推进

制度旨在依托高效完善的市场信息平台，为市场用户提供精准详实的信息服务，提

升两者融合的行业规范性。企业参与的市场推进制度是指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针

对创新成果和技术标准的扩散应用建立的一整套市场推广机制。

监管制度供给先行，以更严格的监管保证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发展工作的有

序开展。始终坚持“融”“管”并举，筑牢两者融合项目质量安全防线，现有的监

管制度更加强调全过程监管，包含法律监管机制、市场监管机制、创新 / 标准化奖

惩机制、知识产权制度、第三方（如，审计、媒体）监管机制等。

② 产业供给：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上（Zoo 等，2017［38］）。反

过来，实践也已经证明，产业供给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

融合质量。从产业层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产

业供给能力，对促进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起着明显的驱动效应。

从战略角度看，积极推进《中国制造 2025》，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机遇，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十大关键领域

开展工作，概括地讲，要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并在这些领域进

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提升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创新能力。《中国标准

2035》项目于 2018年 3月 1日启动，提出要结合 5G 关键元器件、智慧健康养老等

务实开展标准制定工作，并逐步扩展到物联网、信息设备、太阳能光伏领域或行业，

这些也都涉及高技术产业和制造业领域。据此，聚焦高技术产业和制造业领域的技

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从战术角度看，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升技术、产品、标准供给质量为核心，

激发新的消费和服务倾向，必将导致产业结构反转，即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及服务

业占 GDP 的比重上升，并在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数字化的时代潮流中发展。在

此背景下，科技研发和标准研制的融合需求更加强烈，如移动通信产业、新材料产

业正在加快实施科研与产业化布局，通过标准化创新能力提升来加速技术成果产

业化。

③ 要素供给：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企业的竞争首先是要素资源的竞争。从宏观要素层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积极优化技术、人才和资金等创新要素供给，并引导创新要素资源集聚，激发创新



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框架研究：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

102 科学决策  2021.04

要素活力，促进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高效融合，有利于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

承载力。

技术层面上，突出核心技术供给，释放基于加快创新驱动的“新技术红利”。

充分引进和利用高端创新资源，加强人工智能、物联网、新材料、区块链等前沿核

心技术研发，并及时将新技术纳入标准，提高关键核心技术标准创新能力，努力占

据创新制高点。数据显示，2020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中国

5G 标准必要专利领跑全球。技术供给为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技术红利日益凸显。

人才层面上，突出高端人才供给，释放基于高素质劳动者的“新人口红利”。

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和标准化工作，实现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发展，推进技术标

准产业化，人才是关键，青年是未来。据相关研究，1978-2012年间中国劳动投入年

均增长 3.3%，其中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贡献率为 45%，劳动力质量变化的贡献率为

55%；到 2020年，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为 13.5年，全部劳动力为 9.5年。从事技

术研发和标准化的一线劳动者将被大学生、专科生所替代，以信息化、数字化、智

能化为特征的人口质量红利正在形成。

资金层面上，突出金融资本供给，释放基于建设现代金融的“新资本红利”。

金融资本是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发展的主要支撑力。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为例，每年专列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专项（技术标准部分）支持资金给予经费保障，

且于 2019年 2月 27日开始实施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

试图建立与企业全生命周期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以普惠金融助推技术创新

和标准化的高质量融合。

3.2.2 内部核心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步实施技术创新战略和标准化战略，是一项政

府牵头、职能部门主抓、相关部门配合、企业参与的系统工程，而企业是紧紧扭住“技

术创新 + 标准化”战略基点的微观主体。技术“创新—扩散—再创新”过程正好对

应标准“制定—实施—修订”过程，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发展已成为抢占高新

技术前沿、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关键所在。参考 Ho 和 O’Sullivan（2018）［10］的

框架，将 5W1H 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两者融合的关键维度，运用战略路线图工具绘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内生框架，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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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内生框架

机会识别（What）：技术创新和标准化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融合，精准把握时机非常

重要。立足企业实际需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伴随着与发

展相关的标准化过程（EBN）（Blind，2006[35]）：一是在技术发展的正确时机进行标准化（涉

及与技术有关的活动），能够缩短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上市时间；二是实行标准监管和协调（涉

及与生产和市场有关的活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的产生和扩散。因此，将技术创

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活动以分层的形式划分为与技术有关的活动、与生产有关的活动和与市场

有关的活动。与技术有关的活动按照技术结构将其具体化为“基础技术—共性技术—专有技

术”的融合演进活动。标准承载先进技术，将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成果融入标准中，申请认定

标准必要专利，如华为已经认识到 3GPP 标准对于新兴的 M2M/IoT 技术的战略重要性，根

据已有的正式标准提升技术能力，进行再创新，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标准必要专利，实现了

高质量的崛起（Kim 等，2017[39]）。与生产有关的活动是生产流程中试验发展和标准实施同

时进行的活动，伴随形成新技术、新标准、新产品。与市场有关的活动是技术创新和标准化

的融合进入成熟期后，将其成果推向市场并发生扩散的活动，此时的融合成果为规模化产品。

融合目的（Why）：企业为什么要注重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背景下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从本质上讲是一

种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而言就是技术创新资源和标准化资源的配置效率。技术进步、效率改

善和规模效应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有效抓手。将企业高质量发展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复

杂性系统，技术创新和标准化就是其中的两个子系统，两者之间的融合表明两个子系统的资

源经过整合、再整合，促成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有效供给，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使创新

成果通过标准迅速扩散，给企业带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和更高质量的创新竞争优势和标准

竞争优势，进而占据市场竞争有利地位。

技术生命周期（When）：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这使得探

寻两者融合规律变得有迹可循。从前文界定的概念内涵着手，同时基于熊彼特的创新三段论，

尝试提炼两者之间的共同点，认为技术创新生命周期和标准化生命周期都经历“研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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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内生框架

机会识别（What）：技术创新和标准化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融合，精准把握

时机非常重要。立足企业实际需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

融合，伴随着与发展相关的标准化过程（EBN）（Blind，2006［35］）：一是在技术

发展的正确时机进行标准化（涉及与技术有关的活动），能够缩短新技术和新产品

的上市时间；二是实行标准监管和协调（涉及与生产和市场有关的活动），通过降

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的产生和扩散。因此，将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活动以分层

的形式划分为与技术有关的活动、与生产有关的活动和与市场有关的活动。与技术

有关的活动按照技术结构将其具体化为“基础技术—共性技术—专有技术”的融合

演进活动。标准承载先进技术，将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成果融入标准中，申请认定标

准必要专利，如华为已经认识到 3GPP 标准对于新兴的 M2M/IoT 技术的战略重要性，

根据已有的正式标准提升技术能力，进行再创新，逐步形成自己特有的标准必要专

利，实现了高质量的崛起（Kim 等，2017［39］）。与生产有关的活动是生产流程中

试验发展和标准实施同时进行的活动，伴随形成新技术、新标准、新产品。与市场

有关的活动是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进入成熟期后，将其成果推向市场并发生扩

散的活动，此时的融合成果为规模化产品。

融合目的（Why）：企业为什么要注重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呢？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背景下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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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而言就是技术创新资源和标准化资源的配

置效率。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和规模效应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有效抓手。将

企业高质量发展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复杂性系统，技术创新和标准化就是其中的两个

子系统，两者之间的融合表明两个子系统的资源经过整合、再整合，促成资源的高

效配置和有效供给，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使创新成果通过标准迅速扩散，给

企业带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和更高质量的创新竞争优势和标准竞争优势，进而占

据市场竞争有利地位。

技术生命周期（When）：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

这使得探寻两者融合规律变得有迹可循。从前文界定的概念内涵着手，同时基于熊

彼特的创新三段论，尝试提炼两者之间的共同点，认为技术创新生命周期和标准化

生命周期都经历“研发—产业化—市场化”三个阶段。因此，两者融合的技术生命

周期也包括这三个阶段，其中研发阶段是指企业在已有科学理论基础上，沿着既有

标准轨迹，进行的一系列与技术有关的活动，主要涉及技术专利化和专利标准化；

产业化阶段是指采用新技术和新标准，将研发知识转化为新产品的一系列与生产有

关的活动，同时吸引上下游企业参与进来，完善创新扩散和标准实施的产业链条；

市场化阶段是指通过规模化生产，使得技术创新产品市场份额和标准用户规模显著

提升，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融合路径（How）：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路径主要

有两大方向，一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以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战略推

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二是基于产业融合过程理论（Hacklin，

2010［40］），按照“知识融合—技术融合—产业融合”活动的依次开展，实现技术

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站在更高层级的战略角度思考，这两条路径之间不是独立并

行的，而是“三大变革”要贯穿融合过程始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标准决定质量，

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标准是质量的具体体

现，积极参与或主导制定标准，推动产品提质；合理分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严格

管控成本费用，突出效益效率优先，促进生产提效；技术创新为标准化注入动力，

把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产值优势、品牌优势，主动对接

不同的消费需求，抢占市场高地。“三大变革”下的融合路径具体而言，知识融合

指科学知识的融合，是技术创新领域 A 和标准化领域 B 的知识流经过融合交叉，形

成一个新的科学领域 C（简称 A+B=A+B+C）（Zhou 等，2019［41］）；技术融合指

对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环节中分别涉及到的技术演化轨迹进行整合，使不同的技术要

素得到高效利用的过程；产业融合指随着科学知识融合和技术融合的增加，产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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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界限逐渐变得模糊，最终使传统产业获得质的突破，成功实现转型升级。

融合情境（Where）：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加快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

的关键。从实施主体层级看，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情境包括政府主导、市场主导、

“政府—市场”二元主导三种类型。政府主导下的融合主要采取试点先行、以点带

面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渐由下向上推开，如规划建设区域型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试点、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试点和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标

准化试点等。市场主导下的融合指自发地在研发过程中同步制定团体标准、企业标

准，以标准化占据市场领先地位。二元主导下的融合是两者的结合，更加注重充分

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政府仅承担适度和精准干预的角色，支持企业战略性开展标

准化工作，如在上述基地（试点）中成立技术标准创新中心（联盟）、建设领域型

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等，现已取得显著成效，更符合中国企业的现实发展需求。因此，

聚焦“政府—市场”二元主导这一情境，对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机理进行研究。

融合主体（Who）：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推进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

旨在通过增加供给端输入，高质高效地开发潜在的满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

技术、新标准、新产品，并将成果进行推广应用，使其赢得市场主动权。融合主体

具备以下特点：第一，技术方面，具备创新和标准化研发实力；第二，市场方面，

能够应对研发成果何时以及怎样进入市场等不确定性问题。在融合过程中，借力政

策激励等手段，使企业成为核心主体。同时，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包括政府、

其他企业、研发机构、协会 / 联盟（中介）、消费者等，在政府推动和市场竞争中，

主动学习借鉴有参与标准市场设定经验的企业，打造一批技术先进、标准领先的行

业引领者。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产品供需结构失

衡问题。企业界常说：“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技术，三流企业做产品”，

辩证地看，标准、技术和产品不可分割。基于此，提出超一流企业，即，该类型企

业既做产品、又做技术、还做标准，并且会在企业发展战略中明确突出抓好技术创

新和标准化工作，从而指导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例如，华为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华

为手机是它的产品、手机芯片和 AI 芯片是它研发的技术体现、Polar Code（极化码）

是它提出的标准。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全力打造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而且

是越多越好。

4  结论与展望

立足中国情境，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切入，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

技术创新和标准化融合的基本理论框架，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核心两个角度详细阐述

技术创新与标准化的融合作用机理，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双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框架研究：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

106 科学决策  2021.04

进一步发挥“技术创新 + 标准化”的融合效应、乘数效应和示范效应，为其他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结合框架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内容：第一，

紧扣制度创新，围绕管理制度、市场推进制度与监管制度，做好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

营造良好的融合生态；抢抓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机遇，在扎实稳步推进《中国制造

2025》和《中国标准 2035》的进程中，同时注重提升新技术、新产品、新标准的供

给质量，不断提高产业供给体系的效率；突出要素供给，下大气力提高技术、人才、

资金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发挥要素资源的集聚辐射功能。第二，深入实施“技

术创新 + 标准化”，明晰并准确定位 5W1H，更加注重通过 EBN 来促进创新，加速

推进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增强核心竞争力。第三，新时代下，技术创新和标

准化的融合态势快速发展，各种资源有效供给不断增加，正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

成良性循环。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在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框架研究中还存

在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一是推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标准化战略，要求在技术创

新的过程中抓紧做实“+ 标准化”，促进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需要沿着两者

的融合框架方向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如深入剖析 5W1H 的一个维度或多个维度，

以挖掘我国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的融合潜力。二是用案例实践来不断丰富和完善融合

框架，为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标准化活动提供指导和服务，也为完善技术创新和标

准化的融合理论作出探索和补充。三是将标准“化”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产业发展是核心。已有文献中，关于技术创新、标准化如何助力产业发展，多数是

隐含的。因此，有必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作用机理。四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探

索使用定量研究方法，从实证角度阐述技术创新、标准化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关系，

这将构成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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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ramework for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ZHANG Qin-qing, LI Zhi-qiang, LI Chang-hong, YAN Wei

Abstract: In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Based o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proposed, to further 

clarify the mechanism involved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In this framework,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mainly analyzes the ex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industrial 

supply and factor supply on the integration of two subjects. The internal core takes “5W1H” as 

the key dimens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wo subjects, and uses the strategic roadmap tool to 

analyze the endogenous pulling for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wo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good us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internal core link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benefits of “1+1 > 2”,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wo subjects with high quality.

Keywor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andardization; integration framework;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