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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溢出、军民两用技术溢出与国民经济增长息息相关。技术溢出效应、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

及其溢出效应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技术溢出理论、技术溢出效应及其测度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分

析与述评 ;在此基础上 ,着重分析了军民两用技术溢出及其溢出效应的研究近况、进展以及未来的研究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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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尤其是冷战期间 ,以美

国和前苏联为首的两个超级大国集团 ,其国防技术

的发展快于民用技术 ,这就为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

转移和溢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此期间 ,有大量

为军事服务的技术 ,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发动

机技术、半导体技术和雷达技术等 ,成功运用于民

用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 20 世

纪 60 年代始 ,各国学者对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军民两

用技术转移及溢出的特点、趋势和相关的科技管理

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经

济的发展 ,国防技术开发投入呈现出新的特点 ,除美

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以外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军事

技术开发费用投入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在此形势下 ,

各国军民两用技术的溢出与转移出现了新的趋势和

特点 ,即军民两用技术的溢出主要是民用技术向国

防技术的溢出 ,军民联合开发军民两用技术 ,以发展

国民经济和提高国防能力。通过研究发现 ,制定激

励军民两用技术转移与溢出的相关科技管理政策是

军民两用技术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 ,西方军事强

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刺激和促进军民技术溢出与转移

的科技管理政策与措施。从结果来看 ,这些国家的

军民两用技术转移与溢出的科技管理政策基本达到

了其预期目的。

关于我国军民两用技术转移与双向溢出以及相

关的科技管理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引起我国学

者和政府决策层面的重视 ,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非

常鲜见。因此 ,有效利用我国有限的技术开发资金

投入 ,促进国防技术和民用技术共同高速发展 ,更好

地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服务 ,是我们面临的

重大课题。因此 ,我们应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促进和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溢出和转移的先进经验 ,研究我

国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的规律、影响因素和特点 ,

测度和评价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对国民经济发展

的影响 ,为我国加强和促进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

与军民 R &D 合作及相关科技管理政策制定提供理

论支持 ,以达到有效利用国防预算和发展国民经济

双赢的目标。本文分为 4 个部分 :首先 ,分析了国际

上关于技术溢出及效应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其次 ,分

析了现有研究中军民两用技术转移与双向溢出的主

要观点和理论 ;第三 ,对技术溢出的效应评价进行了

研究 ;最后 ,分析了我国目前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

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1 　关于技术溢出及效应的研究

国际上对溢出理论的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最

早提出溢出效应的概念 ; Arrow [ 1 ] 对技术溢出效应

进行了描述 ; Griliches[2 ] 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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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溢出的含义。国外学者对技术溢出的定义

是 :技术溢出是指从事类似的事情 (即模仿创新) ,

并从其他的研究 (被模仿的创新研究)中得到更多收

益的过程。国内学者对技术溢出的定义是 :技术溢

出是指知识或信息从组织内部的一个部门流动到另

一个部门 ,或是从组织内部流动到组织外部的状态

和过程。Griliches[2 ]将技术溢出分为租金溢出和纯

知识溢出。租金溢出 ( rent spillovers) 是指在具有

创新知识含量的新商品的商业化过程中 ,其价格未

能完全反映知识创新带来的质量提高。当此商品作

为其他企业生产过程的投入时 ,后者将从前者的产

品创新中获得一部分收益。纯知识溢出 (p ure spill2
overs)是指由客观原因而引发的自有知识被其他企

业模仿和挪用 ,如研发人员的流动、自我保密措施不

健全、交流活动中的不自觉外溢等。技术是通过大

量的非商业化途径得以传播和扩散的。纯技术溢出

是企业不愿看到的 ,但又是无法避免的。技术溢出

效应的研究源于 Macdougall ,他提出 ,跨国公司对

外贸易和投资导致了技术转移 ; Das[3 ] 研究了在竞

争市场中的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发现在当地企

业和跨国公司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溢出效应。溢出

效应的提出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在各层面的探索。

在宏观层面 ,Romer [4 ,5 ] 继承了 Arrow 的思想 ,提出

并发展了知识 (技术) 外溢模型 (又称 A K 模型) ,说

明溢出的外生性及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产业

层面 , J affe[629 ] 、Bernstein[10 ] 、Levin 和 Reiss[11 ] 、

Fogarty 和 Banks[8 ]等人不断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

明 ,某一产业的 R &D 不仅促进了本产业的技术进

步 ,而且有助于提高其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从而在

整体上提升了一个经济体的生产率水平 ;尹静、平新

乔[12 ]分析了中国 30 个省、直辖市的技术溢出特点 ,

发现地区间的技术溢出与该地区的发展阶段存在紧

密联系 ,并通过回归证实了地区间的技术溢出会使

该地区的研究开发投入和专利申请数量上升。在微

观层面 , Asp remont [13 ] 和 J acquemin[14 ] 提出 AJ 方

法 , Kamien[15 ] 、Muller 和 Zang[16 ] 提出 KMZ 方法 ,

这两种方法用来测度企业技术溢出效应。

图 1 　知识创造、传播和溢出示意图

　　溢出的动因和障碍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 ,研

究上多用博弈理论和方法。Aokii 和 Tauman[17 ] 构

造了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 ,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专利

技术创新是相对显著的 ,对技术所有者来说 ,不管创

新企业数目有多少 ,当存在溢出效应时 ,进行较多的

技术许可是有益的 ;艾凤义和侯光明[18 ] 研究了纵向

研发合作中的收益和成本分担机制 ;徐怀伏和顾焕

章[19 ]分析了技术创新产生的两种溢出 ,并认为对于

相对溢出要通过制度完善来保护技术创新。

2 　关于军民两用技术转移与双向溢出
的研究

　　军民结合问题是近年来国外经济学界讨论的热

点问题之一。在军民技术结合、发展两用技术问题

的必要性上 ,国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在

发展何种两用技术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上有分歧 ,原

因在于军民两用技术种类的复杂性。为此 ,Jo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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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as2Gallart [20 ]根据两用技术的特性和目的 ,界定

了二元技术溢出的 4 种方式 ; Robin Cowan 和 Do2
minique Foray[21 ]根据军民两用技术的不同类型和

生命周期阶段特性 ,从工艺导向和产品导向两个维

度出发 ,分析了潜在的军民二元关系。Kulve 和

Smit [ 22 ]则以荷兰电池技术为例 ,采用社会 —技术网

络演化模型 ,证实了合作技术开发的价值。

中国兵器工业规划设计院课题组[23 ] 负责的国

防科工委软科学研究课题“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相

互转移问题研究”,对我国目前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

相互转移存在的问题、相互转移的途径和方法进行

了较全面的总结和研究 ,提出了我国促进军民技术

相互转移的有关政策和建议。叶卫平[24 ] 通过研究

寓军于民的空间形式 ,论述了中央军工企业融入区

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对推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重

要作用。刘延年[25 ] 分析了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国防

科技工业领域的正负效应 ,提出了构建“大军工”的

战略思想。“我国军民两用高技术产业化发展战略

研究”课题组[26 ]对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军民两用

高技术产业的优势和潜力、发展军民两用高技术产

业遇到的问题及其对策与措施、发展军民两用高技

术产业的战略目标和重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全

面的研究。程鸣和齐中英[27 ] 提出了通过搭建军民

两用技术信息互动平台来解决我国军民两用技术双

向流动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牛惊雷[28 ] 认为军品

生产方和民品生产方应该进行军民两用技术合作开

发 ,以促进和发展我国军民两用技术。游光荣[29 ] 在

其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坚持军民一体化 ,建设

和完善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研究中 ,

提出了国家完善寓军于民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政策

与措施 ,其中强调了“积极推进军民两用科技相互转

移”和“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 ,建立军民共用信息平

台”。

Robin Cowan 和 Dominique Foray[21 ] 对军民两

用技术溢出的解释是 :“军民两用技术溢出是指技术

在研发之初的目的只是为一方服务 , 而后 , 该技术

在不改变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地运用于另外一方”;

“促进和激励军民两用技术溢出的政策只是对‘两用

技术 R &D 项目失败’的矫正”。德国学者 Michael

Brzo ska[30 ]论断 ,世界上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惟

一的军民技术相互溢出、转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

所以 ,有的模式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一个国家是好的

或者是坏的 ,但是对于另外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环境

下可能就没有关联性。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 ,可以看出 :关于军民两用技

术转移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由于各个国家军民两用

技术发展不平衡 ,大部分研究著述都是围绕个别国

家的军民技术转移状况进行的 ,而军民两用技术转

移的理论研究显得不足 ,研究国家之间军民技术转

移的著述鲜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国家之间

的国防军事合作也呈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因此 ,

国家之间的军民两用技术转移的研究应该引起学者

的足够重视。中国对于军民两用技术相互转移的研

究和运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且研究较零散。有关中

国军民两用技术转移的组织与政策、中国军民技术

转移的模式以及中国军民两用技术转移的发展等研

究都是政府和学者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3 　关于技术溢出效应测度的研究

Dietzenbacher [ 31 ] 则对溢出的测度做了科学的

定义。Bart Los[ 32 ]通过构建模型 ,运用美国近 7000

家制造业公司从 1974 年到 1993 年的权威数据 ,对

美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

结果表明 ,技术溢出对于公司和社会技术的发展的

作用是非常重要的。Daniel Kirchert [33 ] 通过建立模

型对中国各省间知识溢出和扩散进行评价 ,认为地

区 (或省)的技术和交流距离在知识溢出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该研究结论还显示 ,那些少有高技术并与沿

海区域交流有距离的省份有逐渐落后的趋势 ,而那

些拥有高技术并与沿海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近邻的

省份 (区域)则知识溢出效应明显 ,经济发展有趋向

一致的趋势。F1 Malerba [34 ] 以“每千人拥有的专利

数”为主要变量评价了欧洲国家间的知识溢出。中

国学者 L u Zhenyu、Cai Hong 和 Xu Xiaowen[35 ] 等

运用我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和有关抽样调查数

据 ,对我国医药、电子和机械设备、运输设备以及电

子通讯设备等 4 类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

应进行了评价 ,有证据显示 ,这 4 类高新技术产业之

间互有技术溢出 ,但是电子通讯设备产业受其他三

类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溢出的影响最大。Deng Yi [36 ]

通过建立模型 ,以“企业对专利的引用”为变量 ,对美

国半导体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的价值进行了测度 ;

结论是 ,对于一家中等的半导体公司 ,其在知识溢出

中获取技术的价值是其在技术研究与开发中总投资

额的一半。从 Deng Yi 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技术溢

出的重要性。

有些学者在军用 R &D 对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军

用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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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 R &D 投入对国民经济的挤出效应是负面。他

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 来自于军用

R &D 的专利有较小的经济价值 ,民用和军用的

R &D 的平均收益率分别是 3319 %和 017 %。美国

学者的研究表明 ,美国和加拿大的军用技术创新对

其航空航天和电子工业的增长率的影响是负值。王

海和刘茂长[37 ] 将军民两用技术的转换类型分为两

类 :一是直接转换 ,二是调整转换。美国兰德公司在

其 2005 年的关于中国国防工业报告中指出 ,中国进

行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最成功的、甚至在技术研

发阶段就考虑了军民两用的产业是信通产业

( ICT) 。

上述研究大多集中在民用技术溢出效应方面 ,

而涉及军民技术转移与溢出效应的评价与测度的研

究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很多有关国防、军事技术的

数据都是保密的 ,这给本文的研究带来了很多的不

便。军民两用技术溢出效应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如何 ? 如何通过提高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以

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 ? 世界军事强国军民两用技术

溢出效应如何 ? 中国目前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效

应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什么 ? 这些问题都是将

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

4 　我国关于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
若干问题研究的现状

　　从以上研究可知 ,国内外学者在技术溢出理论、

军民一体化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各

国学者对于世界军事强国的军民两用技术的转移、

双向溢出都有比较全面的研究 ,但是对于中国的军

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和转移的研究比较鲜见 ,只有

王海和刘茂长的“军民两用技术转换研究”等寥寥数

文 ,而且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可以这样说 ,在我国 ,

关于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的重要性以及双向溢出

效应的评价等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和决策层的足

够重视。根据分析 ,关于我国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

出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1)有必要对国际上军事发达国家与中国军民两

用技术双向溢出进行比较研究 ,以发现其共性和各

自的特点 ,为我国制定相关科技管理政策提供理论

支持。

2)国内技术溢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向溢出 ,

大多是基于空间、地域和产业技术差异来研究其溢

出效应和扩散机理、方式、渠道、厂商技术创新与扩

散等问题。这些研究难以解决新的世界经济和军事

形势下的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问题与评价问题。

3)我国军民两用技术合作开发研究机制与军民

两用技术双向溢出机理的研究不够系统。关于军民

一体化与军转民的研究较多 ,而关于民用技术向国

防技术溢出与转移的研究较少 ,在新的世界经济和

军事形势下 ,西方军事强国的军民两用技术的转移

与溢出已经呈现出新的趋势 ,即以民用技术向军事

技术转移与溢出为主导。此外 ,关于我国军民一体

化等问题的静态分析较多 ,而关于军民两用技术开

发的博弈合作过程的动态分析较少。

4)国内缺乏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效应评价的

实证研究 ,没有定量评价双向溢出效应的变化程度

以及没有提出提高溢出效应的有效途径 ,且缺乏权

威的研究数据。结果是 ,尽管我国在政策上非常重

视军民两用技术和军民一体化的问题 ,但由于缺乏

理论支撑和数据验证 ,从而使宏观决策部门和国防

工业公司仅把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作为一种指导思

想 ,而难于采取有效合理的措施。

根据以上的分析 ,未来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如

下方面 :国家层面的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的实证

研究 ;军民两用技术溢出与转移动态网络构建、模式

与管理研究 ;挖掘权威数据 ,从宏观层面评价与测度

我国军民两用技术双向溢出效应以及其对我国经济

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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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 w on Bilateral Spillover of Civil2military Dual2use

Technology and Its Spillover Effect Evaluation

Ge Yongzhi , Hou Guangming , Tang Zhichao
(School of Management &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and t he bilateral spillover of civil2military dual2use technology not only are related wit h national economic

growt h ,but also are t he research focus of scholars1 This paper reviews t he researches on technology spillover t heory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and it s evaluation ,and emphatically analyzes t he recent research ,t he development and t 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n t he bilateral spillover of

civil2military dual2use technology and it s spillover effect1

Key words : technology spillover ; civil2military dual technology ; bilateral spillover ; effec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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