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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贸易型技术转移的条件与动力

张玉杰

　　 贸易型技术转移是把技术作为商品, 通过货币交换关系

来实现技术的扩散和流动。那么, 为什么会发生技术商品的转

移? 是什么力量来驱动和调节技术转移的? 显然这是研究技术

转移的基本问题, 而这些问题都是由技术的商品性引起的。因

此, 考证技术转移机理就应当首先从分析技术商品的特殊性开

始。

一、技术商品的特殊性

技术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知识体

系, 具有信息性、实体性、专业性和时序性, 这些是技术商品的

一般属性, 技术作为商品还具有自己的特殊属性。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来看, 技术具有自然属性。技术成

为人与自然之间相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

自然的工具和武器。技术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才能保证生产

连续进行, 才能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产品来, 没有技术, 生产就

无法进行。可见技术是基本生产要素之一, 具有资源属性。对此

马克思早已有论述:“自然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机器、机车、铁路、

电报、自动棉纺机等等。它们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 自然的物质

转变为由人类意志驾驭自然或人类在自然界里活动的器官。它

们是由人类的手创造的人类头脑的器官, 都是物化的智力。固

定资本的发展表明: 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 已经在多大的程度

上被生产出来, 不但在知识形态上, 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

器官, 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

随着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 一方面, 科学发

现、技术发明越来越多, 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 越来越深入, 不断走向高级化; 另一方面, 科学技术的应

用反过来提高了人的素质和劳动技能, 改变了生产工具, 扩展

了人的行为能力和生活空间, 提高了作业效率。生产过程中技

术含量越高, 产出越大; 技术水平越先进, 生产效果越好。由此

可见, 技术不但具有一般资源属性, 成为基本生产要素, 而且具

有一般资源所不具备的特殊性——生产力属性, 本文将其定义

为“超资源属性”。技术资源的消费不仅可以给人们某种效用,

而且能够带来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 能够加速新技术或新产

品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技术资源在消费过程中不但自身没有

消亡, 反而创造出更多、更新、更好的技术或产品来。正如马克

思所精辟论述的那样:“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

另一种生产力。”②邓小平同志称之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③

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来看, 技术具有社会属性。技术是人

们认识某种事物规律的智慧结晶, 客观事物存在是普遍性的,

人们认识事物虽然有能力上的差异, 有先后、早晚之别, 但不存

在绝对的只有特殊人才能认识的事物。一方面, 绝对不可知的

技术不存在, 技术资源共属于人类; 另一方面, 技术只有服务于

人类, 贡献于社会才有生命力, 世界上不存在不能为人类服务

的技术。在现代社会, 技术的社会属性表现为商品性。这是因

为, 现代社会经济制度是商品经济, 社会资源配置要通过市场

机制的调节来实现。技术是社会资源, 也同样是通过市场机制

的调节来配置。所以, 技术也是商品, 具有商品属性。“商品是使

用价值 (或使用对象) 和价值”④, 商品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

要、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技术作为商品同样具有商品的一般

属性, 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技术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它能够

满足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发展的需求, 技术的应用能够

满足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降低物耗、节约社会资

源的需求, 能够满足由于地球环境条件的限制, 以及人类对较

少投入、更大产出的需求。技术商品的价值表现为花费或凝结

在技术商品之中、研究人员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及物化劳动

的集合。

技术商品的使用价值较之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特殊

性, 本文将其定义为“超商品属性”。

技术的“超商品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技术商品使用价值是隐含的、潜在的。技术商品是人们

智力劳动形成的一种信息产品, 以技术资料、设计方案、工艺配

方、诀窍、技巧等介质表现出来, 并不是具备某种物质形态的有

用物品, 技术使用价值隐含于技术信息之中, 因此, 其使用价值

是潜在的。技术商品在被使用过程中, 技术人员消费知识形态

的技术商品, 同时, 也创造出更大的、新的价值, 创造出技术含

量较高的产品。这些高技术含量产品的价值中所包含的高附加

值能为技术商品消费者带来巨额利润, 这也就是说, 技术商品

的消费过程能够带来超过自身价值以外的价值来。这一特点是

一般商品不具备的。而且, 技术商品使用价值的显现程度还与

技术交易买卖双方的知识水平、智力水平、应用能力、环境条件

都有直接关系。

2. 商品使用价值具有扩散功能。以知识形态和信息形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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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技术商品, 通过各种信息载体或媒介物表现出来。技术商

品在交易过程中发生技术使用权与技术所有权分离, 技术商品

所有者出卖的仅仅是商品的使用权, 而且可以有多次交易, 发

生扩散效应, 而且不会损害技术产品的质量。技术商品扩散效

应不仅仅表现在交易过程中, 而且也表现在技术应用领域。一

方面, 由于技术转移而引发技术创新, 导致一系列产品及相关

产品问世, 纵向多层次扩散, 经过系统性应用和创新, 达到更高

的使用价值水平。另一方面, 技术商品使用价值渗透于技术转

移过程之中, 向相关领域扩散, 不断地为其他领域新产品附加

价值的提高提供技术服务, 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整体效益。这

是一般商品无法具备的特性。

3. 技术商品使用价值具有时效性。技术商品是智力劳动成

果, 生产技术商品的劳动过程是人们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循环往复的创新过程, 新技术不断替代老技术。因

此, 一项技术产品生产出来以后, 若不能及时开发利用或转让,

选择合适的形式与经济相结合, 形成新生产力, 就会随着其他

新技术的产生而老化, 发生无形磨损, 最终丧失使用价值。这也

是技术商品所具有的特性。

技术商品具有“超资源属性”和“超商品属性”, 体现出技术

商品具有活力, 具有使人们加速创造新事物的活力, 这是技术

商品区别于一般商品的突出表现, 是技术商品的本质, 成为技

术商品化的源泉, 成为技术商品跨国运动、引发国际技术转移

的根本内因。

二、技术转移的条件

技术转移的存在同其他事物的存在一样, 都有其一定的客

观条件, 国际技术转移运动能否发生和发展, 要求具备两个前

提条件, 即: 必须存在技术进步和技术需求。

技术转移的基本要素是转移主体、转移客体和转移行为。

技术转移主体是人, 是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的人或法人实体。技

术转移客体是技术本身, 是由人创造的劳动成果。若没有人从

事技术发明或技术创造, 也就没有技术; 没有技术, 就没有技术

转移行为。所以, 只有存在技术生产和技术消费, 存在技术生产

者和技术消费者, 存在技术进步和技术需求, 才有可能发生技

术转移。

那么, 技术转移的两个条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其基本

机制表现为技术进步推动和技术需求拉动的交互作用 (见图

1)。

　　 (一)技术进步推动

人类生产方式的进化从开始就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

同步发展的, 新技术不断取代原技术; 原技术又不断衍化出新

技术, 循环往复, 永无止境。技术进步无国界之分, 在任何国家、

任何时期, 仅仅存在发展速率之差和发展方向之差, 而不会停

止不前。一方面, 科学技术遵循自身体系的特点, 按其发展惯

性, 沿一定方向走下去; 另一方面, 技术成果不断商品化、产业

化, 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有机结合,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反过来又有效地激励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创新引起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技术革命表现为: 技术在一系列渐进过程中, 技术原理被

物化, 新技术被发现, 从而形成技术体系的变革, 这一变革的本

质是旧技术体系的扬弃和新技术体系的确立。产业革命表现

为: 新技术的应用而导致生产体系发生变革, 由此而引发社会

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飞跃, 这一变革的实质在于生产体系中社会

协作方式的根本变革。技术进步作用链首先始于科学革命, 然

后是技术革命, 再导致产业革命。近代, 世界已发生三次科技革

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第一次技术革命开始于 18 世纪 30 年

代, 它是与英国产业革命同时发生的, 以纺织机械革命为起点,

以蒸汽机广泛应用为标志, 从而推动了第一次产业革命, 实现

了工业生产从手工工具到机械化。第二次技术革命是以电机的

发明和电力的应用为标志, 从而实现了工业生产由机械化到电

气化。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 以原子能, 空间

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 从而推动了一大批高新

技术产业群的发展, 生产方式步入自动化时代。

人类历史上的三次技术革命, 不仅技术体系本身得到发展

和丰富, 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成果, 加速了生产力发展, 促进

了经济增长, 推动了经济国际化。

1. 技术进步加速生产力发展

(1)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统计资料显示: 第一次产业革

命期间 (1770—1860 年) , 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 20 倍, 拥

有占世界 30% 的重要科学发现, 占世界 57% 的工程技术发明。

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 39% , 外贸总额占 32% , 一跃成

为当时的世界经济大国。1950 年, 美国一名工人一小时创造的

国内生产总值为 5. 91 美元, 到 1981 年已经增加到 11. 4 美元,

提高近一倍。同一时期, (联邦) 德国提高 4. 1 倍, 日本提高 6

倍。1981 年, 美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当于 1913 年的 4. 9 倍,

1870 年的 11. 9 倍。同期, (联邦)德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分别相当

于 1913 年的 7. 6 倍, 相当于 1870 年的 16. 8 倍。日本分别相当

于 11. 3 倍、24. 7 倍 (见表 1)。过去一个多世纪中, 发达国家劳

动生产率持续增长, 显示出技术进步加速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动

力。 1950—1973 年, 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2. 6% , 相当于

1913- 1950 年期间的增长速度, 高于 1870—1913 年 2. 0 % 的

水平。同一时期, (联邦) 德国为 6. 0%、1. 1%、1. 9% ; 日本为

8. 0%、1. 3%、1. 8% , 英国为 3. 1%、1. 6%、1. 2% ; 法国为

5. 1%、2. 0%、1. 8% (见表 2)。

(2)生产力发展速度加快。1870 年以来, 世界科学发现和技

术发明总量超过以往时代的总和, 科学技术物化为产品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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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 据 21 项重要科技成果物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情况统计,

1870 年以前平均为 78. 5 年, 1870- 1900 年, 平均为 31. 8 年,

20 世纪以来平均为 6. 7 年。⑤从而推动了现代生产力迅速发

展。1900- 1980 年期间, 由于科技发展的推动, 使世界石油产量

增长 148 倍, 汽车产量增长 4 240 倍, 合成橡胶 43 年增长 2 266

倍, 塑料 14 年增长 8 倍, 人造纤维 50 年增长 7 倍, 核发电 25 年

增长 13 446 倍。电子计算机和光纤通讯等一大群新兴科技产

业发展更快, 光纤生产每 5 年增长 20～ 25 倍, 磁盘材料的记录

速度 20 多年提高 60 多倍。

表 1 劳动生产率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美元ö人·小时)

年份 美国 日本 联邦德国 法国 英国
1870 0196 0. 27 0. 65 0. 62 1. 16
1913 2. 30 0. 59 1. 44 1. 32 1. 97
1950 5. 91 0. 95 2. 12 2. 71 3. 48
1981 11. 40 6. 67 10. 89 10. 89 8. 93

　　资料来源: 约翰·肯德里克编:《生产率的国际比较和减慢的原
因》, 英文版, 86 页, 美国麻省剑桥巴林格出版公司,
1985。

表 2　1870- 1988 年各阶段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美元ö人·小时)

年份 美国 日本 联邦德国 法国 英国 西方 16 国简
单平均合计

1870- 1913 2. 0 1. 8 1. 9 1. 8 1. 2 1. 6
1913- 1950 2. 6 1. 3 1. 1 2. 0 1. 6 1. 8
1950- 1973 2. 6 8. 0 6. 0 5. 1 3. 1 4. 5
1973- 1979 1. 4 3. 9 4. 2 3. 5 2. 1 2. 7
1970- 1979 2. 3 3. 0 2. 6 2. 6 1. 8 2. 4
1979- 1988 3. 3 5. 8 2. 6 3. 1 4. 7 3. 4

　　资料来源: 1. 安·马迪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英文版, 96 页, 纽
约牛津出版社, 1982。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科学政策》, 英文版, 185 页,

1989。

(3)生产力结构高级化。

首先, 表现为生产工具系统不断高级化, 由纺织机、蒸汽

机, 过渡到内燃机、电动机、发展到电子计算机、核技术。

第二, 表现为劳动对象系统不断高级化, 由对自然物的获

取, 过渡到半自然物加工, 发展到合成材料和人工新材料加工。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世界合成染料占全部染料的 99% , 合成药

品已占全部药品的 75% , 合成橡胶已占全部橡胶的 70% , 合成

油漆已占全部油漆的 50% 以上。

第三, 表现为劳动力素质不断高级化, 劳动力智力水平提

高, 非体力劳动比重增大。据统计, 1900- 1955 年, 世界固定资

产每增长 1% , 生产增长 0. 2% ; 劳动力每增长 1% , 生产增长

0. 76% , 而经过教育训练的人员每增加 1% , 生产增长 1. 8% ,

大大高于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生产增长的速率。体

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比, 机械化初期为 9∶1; 机械化中期为 6

∶4; 自动化时期为 1∶9, 脑力劳动已成为主流。

第四, 表现为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 由劳动密集型, 过渡到

资金密集型, 发展到技术密集型 (图 2 所示)。

(4) 生产力变革周期缩短。一方面表现为产品生产力周期

缩短。例如: 电子计算机从 1946 年问世以来, 已更新到第五代;

机床行业, 据英国机床合理化联合会分析, 20 世纪 40 年代机床

磨损平均期限为 10 年, 50 年代缩短为 8 年, 60 年代则缩短到 5

年; 科技成果物化为产品的速度, 18 世纪为 70 年以上, 19 世纪

为 14～ 70 年, 20 世纪上半叶为 20 年以下, 到了 50 年代则缩短

为 10 年以下。另一方面表现为行业生产力周期缩短。例如: 机

器工业至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为主导工业, 繁荣了 100 多年,

而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以机床为核心的机器工业生产力

周期长度只有 10 年左右; 电子行业的生产力周期更短, 几乎 5

- 6 年时间就走完一个周期。发达国家工业部门的技术手段在

70- 80 年代中几乎有 30% 被淘汰, 电子工业领域淘汰率高达

50% 以上。由此可见, 技术进步对生产方式变革的作用是巨大

的。

图 2　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示意图

2. 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所谓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 (地区) 或企业, 在一定时期内

内生产总量的增长。经济增长可以用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实现,

即: 依靠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扩大生产场所来增加生产。也

可以用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来实现, 即: 依靠科技进步、改善生产

资料和劳动力的质量,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生产资料利用率来

增加生产。

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

(1)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据世界有关组织

统计和测算,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就世界各国总体而

言,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为 5%～ 20% , 50 年代以后为 50～

80% , 有些部门 (如电子工业) 则高达 90% 以上。⑥其中美国,

1929- 1947 年为 31% , 1948- 1973 年为 33% , 在 80 年代中期

的 10 年中为 40%。日本, 1956- 1964 年为 48. 5% , 到 80 年代

已提高到约 60%。⑦

(2) 国内生产总值 (GD P) 增长幅度提高。美国, 1980 年比

1950 年增长 1. 7 倍, 比 1938 年增长 4 倍, 比 1913 年增长 6. 5

倍, 比 1870 年增长 42 倍, 同一时期, (联邦) 德国增长幅度分别

为 3. 5 倍、3. 3 倍、6. 2 倍、23 倍; 日本增长幅度分别为 9. 2 倍、

6. 4 倍、19 倍、55. 5 倍。⑧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GD P) 年

均增长率, 1950- 1973 年为 4. 9% , 1973- 1979 年为 2. 5% ,

1980- 1989 年为 3. 1%。⑨

(3)劳动力支配资本的能力增强。美国、日本、(联德)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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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西方七国, 简单平均单位劳动力所

负荷的资本总量, 1950- 1978 年, 每年平均增长 4. 8% , 在 28

年中增长约 5 倍, 1913- 1950 年, 每年平均增长 1. 8% , 在 37

年中增长约 1. 3 倍。βκ这就是说, 每个劳动力负荷的固定资本总

量, 在 1950 年以后, 28 年的增长数量远远超过过去 37 年的增

长数量, 显示出劳动力运用资本、支配资本的能力大大提高。

3. 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国际化

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国际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时

代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

命, 形成了新的技术产业群, 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如: 巨

型飞机、航天器、原子能电站、大规模集成电路、巨型计算机、新

型汽车等产业, 从原材料供应、产品设计、研制、生产到产品销

售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 都需要若干国家的资源和技术, 需要

相互配合与合作。任何一个国家, 不论其资源如何丰富, 资金如

何雄厚, 技术如何先进, 国内市场多么大, 都很难在一国独立进

行现代化生产和产品销售, 这就使得世界各国及其企业之间,

以其占优势的要素 (资金、土地、技术、劳动力、设备、管理等

等) , 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国际合作已由技术发展带来的现代

通讯系统和现代交通系统等条件的改善而得到保障, 科学技术

促进了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 成为经济国际化的强大动力。

由于技术进步不断创造出新的技术产品, 丰富和发展了技

术体系, 对生产力、经济增长、经济国际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显然, 技术进步具有推动性。没有技术进步, 就没有一系列的新

技术产品; 没有新技术产品, 就没有技术体系自身的发展; 没

有技术的发展, 也就没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没有生产力水平

的提高, 也就没有经济的增长, 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国际化, 也就

不会发生技术转移。因此, 技术进步是技术转移不可缺少的重

要条件。

(二)技术需求拉动

技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技术在被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有用性或效用, 成为技术使用价值的直接体现。现代社会人

们的消费需求日益增加, 不仅需求数量增加, 而且需求结构也

日趋升级。社会需求规模的扩张与社会可供利用资源的有限并

存, 这就只能依靠以技术进步为支持的新的生产方法、生产手

段、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 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需求结

构的衍变和升级, 与传统产品的品种少、质量差、功能低相并

存, 这只能依靠以技术进步为支持的新产品问世来加速换代,

为社会提供多品种、高质量、多功能、低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因

此, 社会需求的任何变化, 都会对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在

某种程度上甚至限制或规定技术的发展方向、层次、水平和规

模。需求影响是通过供求关系和市场机制而发生作用的, 社会

需求规模增长, 会通过市场媒介来影响并规定技术创新的层

次、速度和规模; 社会需求结构变化, 会通过市场媒介来影响并

规定技术创新的方向、内容和结构, 从而影响技术转移的发生

和发展。

技术需求影响技术转移, 主要表现为需求的导向功能和限

定功能, 即对技术发展方向给予导向和限定, 这种功能以市场

为媒介, 通过信息传递发挥作用。

首先, 技术需求表现出继起性、周期性、时效性。技术需求

者 (国家、企业、个人) 的需求欲望是无止境的, 而且是后续继起

的。当某种欲望得到满足后, 随着情况变化, 会产生新需求, 需

求多重继起,“前仆后继”, 永不休止, 从而不断地发出新的需求

信息 (见图 3)。例如: 人们对通讯的需求, 先后引发了电话技术、

电报技术、卫星通讯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并引发了全球通讯技

术的广泛应用和传播扩散。

图 3　技术需求强度示意图

虽然, 需求者的需求欲望是无限的, 但是, 满足需求的条件

是有限的, 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就证明了这一点。既然经济发展

过程客观上存在波动性, 那么, 社会需求也会出现波动性, 呈周

期状发展, 必然影响技术转移, 波及到技术创新, 这种波动相对

于经济波动存在时间差和强度差 (见图 4)。

图 4　周期性波动示意图

某种市场需求一旦形成, 就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影响技术

转移和相应的技术创新。一般情况下, 产品 (P)、技术 (T )、需求

(D )的寿命周期关系可由图 5 表示出来 (见图 5)。

图 5　技术需求时效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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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和技术需求共同决定产品的时效, 随着需求D 1

与技术 T 1 决定的新产品 P1 进入引入期, P1 逐渐成长起来, 同

时, 渐渐被进一步改良的产品 P2 所取代, 从而 P1 衰落而退出

市场。P2 亦是同样, 随着新技术 T 2 的出现, T 2 和市场需求D 1

所决定的产品 P3 进入市场, 取代 P2; 技术 T 1 同时由成熟期进

入衰退期, 而被 T 2 所取代, 然后再有新的需求D 2。P、T、D 如

此更替下去, 从而影响技术发展和技术转移。

第二, 技术需求以信息传递为链条, 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

来影响技术转移 (见图 6)。这条作用链是从技术需求者所萌生

的需求欲望开始, 经过市场变换, 最后达到技术创新者, 引发创

新者的创新行为, 其逻辑关系表现如下: 技术需求者 (国家、企

业、个人) →需求欲望→需求行为→技术产品→需求信息→市

场→感应信息→技术产品→创新行为→创新欲望→技术创新

者 (国家、企业、个人)。

这是一条信息传递链, 首先, 由需求者产生需求欲望, 表现

出需求行为, 并物化为“虚幻的技术产品”, 形成需求信息, 发射

到市场中去。这个信息在市场中变换成为“需求号召”, 形成对

创新者的“感应信息”, 并物化为“虚幻的技术产品”, 感召创新

行为和创新欲望, 激励创新者。然后, 创新者形成“满足响应”,

实施创新行为, 创造出技术产品。再通过市场变换成为技术商

品, 发生技术转移行为, 使技术商品到达需求者手中, 需求者的

欲望得到满足。从而完成了一次技术转移行动, 然后再产生新

的需求, 再进行新的技术创新, 再完成新的技术转移行动, 循环

往复, 以至无穷。

技术需求者是这条信息链的始端, 显然, 需求者的需求意

识形成了需求欲望和需求行为, 并感召技术生产者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行为。在技术生产者与技术消费者 (技术需求者)相分离

的情况下, 技术需求者的需求必然对技术转移产生牵动性, 对

技术转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若没有需求, 就没有消费; 没有

消费, 就没有生产, 没有生产, 就没有创新, 也就不会发生技术

转移。因此, 技术需求是技术转移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三、技术转移的动力

技术商品具有“超资源属性”和“超商品属性”, 技术商品的

消费可以带来超过技术自身价值以外的价值, 这是发生技术转

移的内因。由于技术具有这种潜在能量, 技术生产者和技术消

费者才具有追求技术的欲望, 才会下大力气研究技术、创造技

术、生产技术、使用技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商

品或普通资源, 并不能在消费过程中产生增值, 那么就不会形

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巨大冲动和欲望。由此可见, 产生技术流

动或技术转移的直接动力是对技术消费过程中的利益追求, 是

利益机制的作用。

技术生产者和技术消费者对技术利益的追求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

11 对技术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追求。技术的使用能够

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 增加产品品

种, 改善工艺过程, 调整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 提高作业效率,

增加财富收入, 提高经济效益。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 使用先进

技术作为生产手段, 要比未使用先进技术创造更多的经济回

报。例如, 日本松下公司国内一条录像机生产线仅有 30 人, 年

产录像机 30 万台, 人均年产量 1 万台, 这样高的劳动生产率,

若不采用先进的自动化生产技术, 是无法达到的。

21 对技术所能带来的社会利益的追求。由于使用技术, 改

变了生产方式,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从而使一部分劳动力从一

些产业中分离出来, 进入新的生产领域, 改变了就业结构。如果

社会中的产业都使用现代化生产手段和先进技术, 就改变了产

业结构, 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 提高整个社会

的就业结构水平,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提高全体社会

公民的生活水平, 从而为社会带来巨大福利。

31 对技术所能带来的政治利益的追求。拥有先进技术, 就

可以生产出先进武器和军事装备, 就可以提高军队的装备水平

和作战能力, 增强国防实力, 就可以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从而

增强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

通过上述对贸易型技术转移机理的分析和论述, 我们可以

看出: 技术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 它具有一般商品所无法具备

的特殊性, 即:“超资源属性”和“超商品属性”, 这是技术转移发

生的内在原因; 技术进步和技术需求是技术转移存在的客观条

件; 对技术消费过程中的利益追求是技术转移的驱动动力, 从

而揭示出技术转移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特点。这将有助于我们进

一步认识技术转移的特点, 把握技术转移的规律, 参与国际经

济技术分工, 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发展战略, 有效引进技术, 适

时输出技术, 全面提高我国科技水平和研发实力, 努力把我国

建设成为世界技术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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