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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奥巴马政府最新推出的美国创新战略 , 适度更新了国家

创新战略框架, 进一步提出了五大创新行动计划, 继续强调了政府在国家

创新中的作用 "同时, 该战略更加关注公共空间领域的创新 !提高创新体

系的效率和发挥私营企业的作用 "但是 , 该战略也面临三大挑战 , 包括创

新本身的不确定性 !创新体系从国防为主向非国防研究和基础研究延伸的

有效性以及两党相互牵制和财政赤字高企带来的可持续性 "中美创新战略

间的竞争不是全方位的竞争, 而是有限范围的免争 , 美国创新战略的推出

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两国的竞争态势, 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争端将加剧,

但在基础教育 !全球公共空间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创新方面既有竞争 , 也

可能有合作, 两国创新的主体一一企业之间也必将是即竟争又合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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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创新战略从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公室联合推出了 5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繁荣 6 ¹(以下

简称 5美国创新战略))) , 这是奥巴马政府 2009年 9月推出 5美国创新战

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 6 º基础上的新版创新战略 "奥巴马执

政短短两年时间里 , 连续两次发布国家创新战略报告 , 这在美国历史上还

是第一次, 显示出本届政府对创新战略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报

告指出, 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取决于美国的创新能力 "要想

赢得未来 , 美国必须在创新 !教育以及基础设施方面超越其他国家;必须

为美国的财政赤字买单 , 发展促使美国更加强大的产业 , 减少那些无法使

美国强大的产业;改革政府运作方式 , 以使美国可以集中精力推动经济增

长 , 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在具体举措上 , 新版创新战略推出了多项全新计

划 , 并把这些计划视为未来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新版创新

战略将对美国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 并且这种影响将超越国门 , 波及

其他国家或地区 , 包括中美关系 "

一 ! 5美国创新战略 6 的主要内容

(一)宣布五大创新行动计划 "新版 5美国创新战略 6开篇即宣布了

奥巴马政府推进创新的五大创新行动计划 , 是国家创新战略的具体安排 "

一是发展无线网络 , 在未来 5年内使美国高速无线网络接入率达到 98%,

作为推动无线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的必要手段 , 将在未来 10年内大大拓展

商业频谱的范围 , 并加速无线网络在医疗保健 ! 教育 ! 运输和其他领域的

应用;二是提高专利审批效率 , 将美国商标专利局对专利的平均审批时间

戈, WhiteHouse, AStrat只g2fo,,An, erieanInnovation:Securz眼   Ou rEconomieGrowthand

尸八2SPeri粉, February2011.

º whiteHouse, 月stratcg6为rA脚  erieanInnovarion Drivi叮 Towards S/ Stainable Gr

  owth andQuali扭 SePtember2009, httP://wWW , hitehouse名oV/administratio可 eoP/nee/St
rat egy forAlllerieanlnnovatio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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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5个月缩短到20个月 ,减少专利申请大量积压现象,并提高专利质量 ,

使最有价值的专利技术能在 12 个月内进入市场 , 从而使创新成果转化为

市场竞争优势的时间周期进一步缩短;三是改善基础教育 , 使每一个高中

毕业生都能为未来上大学和参加工作做好准备 (K一12教育计划), 支持教

育技术研究 , 支持提升学习能力的计划   (Race totheTOP) , 鼓励更多学

生在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等科目 (STEM)上取得好成绩 , 并计划在

未来 10年内再培训 10 万名 STEM教师 , 以提高师资水平;四是加速发

展清洁能源 , 并为此提出了三个具体目标 , 即增设3个创新研究中心 , 到

2015年使美国道路上行驶的先进技术汽车数达到百万 , 以及到 2035年

使美国清洁能源发电占全国发电总量的比例达到80%;五是启动美国创业

计划 , 努力促使科研成果尽快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 , 努力促进和发展创业

生态系统, 帮助初创企业改善创业和发展环境 , 增加新公司成功的机会 "

(二)更新创新战略框架 "新版 5美国创新战略6保持了原有创新战

略总体框架的稳定 , 但更新了相关内容或优先次序 "该总体框架呈金字塔

形 , 由三个层面组成 , 三个层面逐层递进 "第一层以 /投资美国创新的基

本要素 0为基础 , 在包括培养符合 21世纪知识和技能需要的下一代人才

和世界一流的劳动力队伍 ! 加强和扩大美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

建设 21世纪先进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先进的信息技术生态系统等四大领

域进行重点投资 "与旧版相比 , 新战略总体框架的这一层面调整了前两个

领域的次序 , 更强调了培养创新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 同时对四大领域投资

的内容作了适度更新;第二层以 /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创新 0为中坚 , 具

体提出了通过减免研发税收加速企业创新 ! 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政策提升

创新能力 ! 扶持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以及培育创新 ! 开放和充满竞争的市

场等四项措施 "与旧版相比 , 保留和小幅更新了扶持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

这一措施 , 大幅调整了其他三项措施的重点及其内容;第三层把 /促进国

家优先领域的创新取得突破 0 作为关键 , 设定了清洁能源 ! 生物 ! 纳米和



美国创斯战略双其对中或关系的影响

先进制造技术 ! 太空技术及其应用 !医疗保健技术以及教育技术等五大领

域为创新战略力求取得突破的优先领域 "与旧版相比 , 除继续把清洁能源

和医疗保健技术作为优先领域并小幅更新内容外, 把生物 !纳米和先进制

造技术 !太空技术及其应用以及教育技术也遴选为创新战略的优先领域 "

(三)继续强调政府是创新的推动者 "2009版 5美国创新战略 6讨

论了创新政策的选择 , 具体涉及是坚持自由放任主义还是坚持政府干预主

义 !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合适角色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政府介入创新的框架

等间题 "与之不同的是 , 新版 5美国创新战略 6旗帜鲜明地指出:政府是

创新的推动者!并且指出 , 创新政策最正确的选择不在于是要政府管理还

是完全不要政府干预 , 而在于使政府在支持私营部门创新中发挥适当的作

用 "因为经济学的历史告诉我们 , 一个创新友好型的环境需要特别宽容的

公众支持 " ¹虽然市场有很多优势, 但是当市场无法自己创造强有力的创

新流时, 政府就应该发挥适当的作用 "一个最重要的 /市场失灵 0领域出

现在基础科研领域 "因为基础科研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商业回报 , 它的成

本也无法轻易为私营投资者所接受 "但是 , 基础科研的突破可以带来巨大

的经济效益 "为此 , 基础科研需要依靠政府资助作为主要来源 "民用技术

领域也充满着 /市场失灵 0, 因为企业一般只能获得其创新成果的一小部分

好处 , 部分是因为消费者享有了创新成果的大部分好处 , 部分是因为后续

的创新可能由其他公司完成 , 所以市场仍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创新激励 "º为

此 , 需要政府出台提高私营企业创新积极性的政策 , 如简化研发税收抵免

机制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 , 创新示范基金和政府采购 , 既可以鼓励创建和

发展新一代技术 , 又可以激励私营企业创新更贴近社会利益 "

-.少    DouglasNorthandRobertThomas,  TheRiseofthe /全浮tern 肠  rld AnEconomie关石sto柳,

    Cam bridge:Camb ridgeUniversity Press(1973);andCharlesJones, /W白  5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evitab le? Eeonomic Growt h over the Ve ry Long Run, 0 A哎为户 ances in

五轰王eroecono附ies, Vo ll, IssueZ, 2001.

º W illiam 0.Nordhaus, /     schlllllpeterian profitsin theAmeriean Eeono卿 :Theow and

Measurement,,, NBERV叭2 rkingPaPer, Ya leUniversit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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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5美国创新战略 6 的主要特点

(一)更加关注全球公共空间领域的创新 "美国视网络空间 !太空和

海洋为全球公地,¹5美国创新战略6首次对网络空间和太空技术的创新作

出了规划 "首先, 因为谁掌握公共网络服务与经济规律, 谁就将控制未来

经济的主脉,º所以 5美国创新战略6将发展无线网络技术放在创新战略五

项新计划的首位 "与此同时 , 作为对2009年版 5国家网络政策 6的更新 ,

2011年 5月 16日美国政府又发布了 5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网络化世界的

繁荣 !安全与开放 6 ,»显示出美国以推进互联网技术革命为抓手 , 对内引

领医疗保健 !教育 !交通及其他各领域创新 , 创造全新的网上经济形态 "

对外一方面建立符合美国利益与价值观的国际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和标准 ,

另一方面实现美国与世界供给与需求的高效对接 , 引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

新的形态 "其次 , 新增 /太空技术及其应用0作为创新战略突破的优先领

域 "奥巴马在2010年6月28日公布了 5美国国家太空政策 6 ¼报告 , 为

美国太空行动确定了原则 ! 目标和实施措施 , 为把推动太空技术及其应用

取得突破作为创新战略优先目标打下了基础 "奥巴马决心加强太空科技研

发 , 加强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 , 改善国家航天基地建设 , 建设有活力 ! 有

创新精神和有竞争力的商业太空产业 , 以巩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 "

(二)注重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效率 "一直以来 , 美国政府和产业界都

把创新视为立国之本,视为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建立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

/ 5网络空间 国际战略 6 要 害 0 , 5计算机 世界 6 , 2011年 第 19 期 "
httP://www .dooland.eom/magazine/artiele--133412.html"
以胡树华 ! 管顺丰 ! 汪秀婷编著:5国家创新战略 6, 经济管理出版社 , 2003年 "
乍 WhiteHouse, InternationalStrale幻沪 forCybersrace, May2011-http://~ whitehous

 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international_strateg又 for--eybersPaee卫df

生WI飞, toHouse, Na tional助 aeePoli卿   of theUnitedSta tes oj!Ameriea, June2010
http://w\!:v洲 hrtello一lse.gov/sites/defaul叮files/national一Paee少 olicy_6一28一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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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及冷战时期 , 美国通过对基础研

究的投入 !对大学教学和研究的投入 ! 国防科技研发 !建立反垄断法和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等, 形成了政府 !企业 !大学各司其职, 产品市场 !资本

市场和企业家市场良性互动的国家创新体系 , 保证了国防及其他相关技术

的领先 "但是 , 当时的美国创新体系存在方向性问题 ) 主要集中在国防 !

医药和农业领域, 尤其是国防科技投入占联邦政府总投入的60%, 最高时

甚至达到80% ,导致其他部门资源配置不足和竞争力下降 "冷战结束以后 ,

为了应对日本 !西欧的崛起对其全球经济领先地位的挑战 , 美国政府改变

了不干预市场的立场 , 于 1990年出台了第一个国家民用技术政策 "克林

顿上台后, 更是高举振兴美国经济的旗帜, 放弃 /星球大战0 计划 , 协助

军事工业转向为民用服务, 大力发展诸如 /信息高速公路 0等科技与经济

相结合的项目, ¹鼓励政府研究商业化 , 鼓励政府与民间合作研究 , 鼓励

民用技术的开发和扩散 , 实现了产业升级 , 增强了经济竞争力 , 国家创新

体系开始从国防领域向民用领域延伸 "新世纪以来 , 美国社会对创新的关

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 政府部门 ! 政府资助的机构或委员会 ! 企业联

合会和专业性教育组织等发布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报告 , 政府则先后出台了

5美国竞争力计划  ))(AmerieanCompetitivenessInitiative, 2006)! º

5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 6 (2009) 两项战略以及

52007美国竞争授权法从 »52010美国竞争再授权法 6 ¼两部法律 , 国

家创新体系进一步将科技和教育的问题 /整合 0 在一起 " ½5美国创新战

1#胡树华 ! 管顺丰 ! 汪秀婷编著:5国家创新战略 6, 经济管理出版社 , 2003年 "
考赵建中著:5创新引领世界) 美国创新和竞争力战略 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7
年 "
岛 Ameriea ereat谊       9 opportu nitiesto Meaningfully Promote Exeellenee in Te chn olo戮

Edueation, andScienee(COMPETES)Aet,Augustg, 2007.
吩        Allleriea Creating Opportu nitiesto Meaningfully promote Exeellenee in Te ehn olo戮

Edueation,   andSeienee(COMPETES)ReauthorizationAetof2010,January4, 2011.

¾王程祥 !曾国屏:/ 政策范式的社会形塑) 以 5美国竞争法 6为例 0, 5科学学研究 6,

2008年第 l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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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6则进一步聚焦如何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 , 并为此提出了两大措施:

一是作为五大创新行动计划之一的提高专利审批效率;二是建设 /创新中

心0, 以其为平台, 集国家创新体系的四大系统 (联邦政府 !企业!高等院

校和其他非营利系统¹)为一体, 把最有才华的科学家和创业者结合在一

起, 共同研究国家优先突破领域的创新, 加快实验室研究到产品制造的飞

跃, 进一步提高国家创新体系集成度和效率 , 美国能源部的能源创新中心

计划就是这一措施的产物"创新中心的数量按计划将翻一番, 并向其他领

域推广 "º

(三)进一步突出私营企业在创新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5美国创新战

略6特别指出, 私营部门是美国创新的引擎 "私营企业以其雄厚的资金和

人才实力不断推陈出新 , 而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中小企业则更勇于投资

于突破性创新 "剧烈的市场竞争使技术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 产品的生命

周期不断缩短 , 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 美国70%的创新发明是

由小企业实现的 "»因此 , 5美国创新战略 6把扶持私营企业发展作为国家

创新战略的重要环节, 并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 , 通过研发税收减免促进

企业创新 "简化研发税收减免政策 , 并使之永久化 , 从而为私营企业创新

提供持续的动力 "奥巴马政府 ZOn 财年预算承诺未来 10年为此投入

 1000亿美元 , 以撬动更多的研发投资;其次, 支持创新与创业 "致力于

为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 对创业者进行培训和指导 , 促进区域创新集群的

发展 , 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扩大对小企业贷款的支持和税收减免 , 并支持

面向不同规模企业的完善的资本市场 "通过专利商标局的专利议程改革和

¹刘云中:/ 对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演进的几点认识 ) 突出特征 ! 决策过程和创新战略

动态 0, httP刃~ 8wlibi011岁 11tml/jin幻ilunwe川qitaxiang即a川2009/1029/366科.htrnl"
º20fl年6月24 日, 奥巴马在匹兹堡宣布了一项由政府投资5亿美元 ! 政府 !企业和

高校联手的 /高级技术合作 0 伙伴计划 , httP州/www.nyt imes.con亡  2011/06/25/us/Polities/

25obama.hlml?r= l&re乒us"

»姜桂兴 !武夷山:/发达国家的国家创新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0, 5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6,
2005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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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美国0计划以及 /负担得起的医疗法案0 等, 消除创新与创业的障

碍;其三 , 推动建立创新 !开放 ! 竞争的市场 , 促进出口"通过改进管理

和加强国内外市场准入来鼓励创新 "2010年 8月, 美国政府发布了新版

5横向合并指南 6, 将创新问题有力地纳入反垄断评估 "实际上 , 突出私营

企业在创新战略中的地位 , 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与共和党在国家创新

战略方面的共识 ,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政府债务高企! 研发投入不可能大

幅增长的背景下 , 鼓励私营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更多 "

三 ! 5美国创新战略 6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创新本身存在内在的不确定性 "新世纪特别是 -,9 #110 事件

后, 美国政府 !企业界和大学对新时期如何通过促进科技发展保持国际竞

争力和保障国家安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对话 , 并逐渐形成了关于科学 !

技术和创新与国家竞争力关系的一些共识 "反映这种共识的第一个战略文

件 , 就是布什于 2006年初提出的 5美国竞争力计划 6, 该计划提出了两大

目标:在基础研究方面领先世界 ! 在人才和创造力方面领先世界 , 同时提

出了四条主要措施:对基础研究的投资翻番;使研发税收减免永久化;加

强数学与科学等基础教育;加强对工人的培训 "对照新旧两版 5美国创新

战略 6, 两党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 主要措施几乎也没有变化 , 但在创新的

技术路径选择上既有重合 , 也有分歧 "5美国竟争力计划 6的创新重点是氢

燃料技术 ! 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和宽带技术 , 旧版美国创新战略则强调了清

洁能源 ! 先进汽车和医疗保健信息技术 , 新版美国创新战略把国家优先突

破方向扩大至清洁能源 ! 生物 !纳米和先进制造技术 !太空技术及其应用 !

医疗保健技术以及教育技术等五个领域 "这至少说明一是迄今为止上述所

有领域没有一个取得突破 , 二是创新本身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 , 人们通常

无法预测重大的创新突破来自何方 "新版美国创新战略扩大创新重点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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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这种不确定性, 基于分散的市场有助于帮助扩大孕育可能突破的范

围, 并且推出了五项新计划, 后者取得成功的概率较高, 因其中有些计划

仅涉及应用技术问题 , 难度要小许多"尽管如此, 不确定性依然是新版创

新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创新战略调整的有效性"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一个重要特征是:

军工产业在其中具有独特地位"美国在二战后建立了任务导向的军事和国

防技术研究开发体系, 通过大量的政府采购, 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环节支持

了一批重大技术的开发, 持续为美国产业提供全新知识和原创性技术"在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 联邦研发支出中与国防相关的研发支出所占比例一直

很高 , 上世纪60年代冷战高峰期曾达到80%,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 !

冷战结束后也占50%左右 "¹但是 , 上世纪 80年代后, 为了应对日本 !

西欧的崛起 , 非国防研究和基础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 , 国家创新战略逐渐

向既促进国家安全!又利于国际竞争的双重目标转移"与此同时, 政府与

企业的互动也逐渐从间接转向直接 , 即从原先通过国防科技的溢出效应来

推动企业发展这种间接合作关系, 变成政府推出创新计划, 如先进技术计

划 (AdvaneedTechnolo盯 Prograln, AT P)! º合作研究和开发计划

   (CooperativeResearehandDevelopmentA9 eem ent)!制造业发展

伙伴关系计划 (ManufaeturingExtensionP良rtnership, MEP)!技术

再投资计划  (Teehnology Reinvestmentproject, TRP )以及网络与信

息技术研发计划    (TheNetworki ngandInform ationTechnolo留

  Researc handnevelopment竹 "盯am ,NITRD)等 , 使政府与企业在创

新活动中直接合作 "但事实上 , 自上世纪 80年代至今 , 尽管美国创新战

¹刘云中:/对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演进的几点认识) 突出特征 !决策过程和创新战略
动态0, httP://www. lwl和#c耐 加巧in自ilunwe响i-axianggua川2009/,029/366科#htrnl"
目2007 年 /美国竟争揩案 0授权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院伽IsT)启动新的 /技术创新计
划 0(TIP)取代 /先进技术计划 0(产JP), 专门资助高风险 !高回报和超前竞争的中小型
高科技企业 , 以便拉近研究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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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及其体系从军用为主转向军民两用 , 从面向国防为主转向既面向国防又

面向经济发展 , 政府与企业的互动也从间接转向直接 , 但催生美国新的产

业发展的重大技术突破 , 仍主要源于国防科技研发成果 , 从飞机制造 ! 航

天技术 !核能到计算机 !半导体 !互联网 , 无一不是如此 "而政府研发投

入的大部分仍在国防科技领域 , 如2008财年政府研发预算的59%进入国

防项目, 41%进入非国防项目"¹奥巴马的 5美国创新战略 6 由美国国家

经济委员会 !经济顾问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联合发布 , 推动非军事科

技创新和发展经济是其主要内容 , 然而能否真正取得成功还有待时间和实

践的检验 "

(三)创新战略的可持续性 "尽管 5美国创新战略 6枚关美国未来的

经济增长与国家竞争力 , 但该战略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首先 , 美国创新

决策机制具有高度分散性 , 除了联邦政府 , 还有国会 , 国会与科技创新有

关的拨款委员会有 25个之多;其次 , 新旧两版 5美国创新战略 6的最大

区别在于法律依据不同 , 2009版创新战略的法律支柱是 52007美国竞争

授权法 6和 52009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 6, º后者为创新战略提供了额外

的预算 , 例如预计 2009年联邦政府就据此增加了 183亿美元的R&D预

算 , »而新版 5美国创新战略 6法律依据仅限于 52010美国竞争再授权法))o

52007美国竞争授权法 6和 52010美国竞争再授权法 6都是授权法案 ,

意味着它们只是提出指导性拨款意见 , 实际拨款权掌握在国会各拨款委员

会手中;第三 , 尽管新世纪以来美国两党在必须通过创新战略提升国家竞

争力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 但除了在创新重点上有分歧外 , 两党的政策原

则也不同 "在共和党看来 , 新版美国创新战略不过是奥巴马为民主党一贯

奉行的 /大政府 0 政策披上更为华丽的外衣 , 与之相反 , 共和党认为提升

0 Sc ieneeand E叮 ineeri松 Indiealors ZOjo, httP://www卫sfgov/statistics/seindlo/Pdf/sei

 nd10-Pdf
子 AmerieanReeove尽 andRei,, vestmentAe! 可 2009, February 17, 2009.

. S. .ieneeandE月名 ineering Indiealo,二20j0, httP://ww w.nsi gov/statisties/seindlo/Pdf/sei

 nd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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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关键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缩减政府支出 !充分发挥市场的

资源调配作用;第四, 国家创新战略解决的问题的挑战性和深层次的创新

J性, 决定了战略本身及其具体安排往往要跨越五至十年, 本战略也不例外 "

但事实上 , 只要政党轮替 , 创新战略及其具体安排 !突破重点等肯定会被

再次修改;最后, 至少未来十年 , 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如何应对不

断膨胀的国家债务, 财政预算紧缩的趋势已经确立 , 与医改 ! 国防等现实

或 /硬性 0预算要求相比, 创新的未来或 /软性 0特征易使其难以得到强

有力的预算支持 "例如 , 2006年的 5美国竞争力计划 6提议在 10年之内

将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能源部科学办公室 (DOESC)和商务部国家

标准和技术研究所 (NIST) 的预算翻一番 , 但表 1数据显示 , 上述目标难

以实现 "又如 , 52007美国竞争授权法 6提出对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拨款到ZOn 财年实现翻番 , 从表 1可见也没有实现 "因此 , 5美国创新战

略 6面临的挑战是:短期内 , 在共和党要求削减财政赤字并且掌控众议院

的情况下 , 新版创新战略涉及的大规模政府预算可能难以获得足额拨款;

长期内, 政党轮替将影响该战略具体安排 !突破重点等计划或目标的落实 "

四 ! 美国创新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中美两国的竞争态势有所加强但范围有限 "2010年 12月 6

日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州一所社区大学发表演讲时 10次提到中国 , 列举

中国在基础设施 !科研 !教育等领域取得的成就 , 并以 1957年苏联发射

人类首枚人造卫星作比 , 称美国人正迎来新的 /人造卫星时刻 0"在 ZOn

年的国情咨文 ¹中奥巴马又强调 , 创新对美国赢得未来十分必要 "然而 ,

美国已在不少方面被其他国家超过 , 如韩国家庭互联网接入比例已超过美

恤     TheState of theUn ion2011, January 25, 2011, httP ://www .whitehouse召ov/state一of-t
he一union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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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太阳能研究设施 !运行速度最快的计算机

等 "

表 1 美国三大基础研究机构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统计表 单位:百万美元

                        2222200666 200777 200888 200999 201000 201111 201222 平均年年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增长率率

国国家科学基金金             559000 592333 609222 649000 687333 742444 776888 5.64%%%

会会                                                   (NSF)))))))))))))))))))

能能源部科学办办            363333 383777 403666 477333 496444 512111 541666 6,88%%%

公公 室                                                  (DOEEEEEEEEEEEEEEEEEEE

                                                       SSSC)))))))))))))))))))

商商务部国家标标                    57222 49888 60333 65000 66888 71222 76666 4.99%%%

准准和技术研究究    究      究      究      究      究      究      究      究

所所                                                  (NIST)))))))))))))))))))

总总 计        计       979555 1025888 1073111 1191333 1250555 1325777 1395000 6.07%%%

注:l)2005年的数据来源于    OffieeofSeieneeandTeehnolo盯 poli叮 ,

 www .whitehouse.gov八iles/doeuments/ostp/budget/doubling.pdf

2)其余数据均来源于     BudgetoftheUnitedStatesGovernment,

httP://www .gPoaeeess.gov/usbudget/fy12八ndex.html

httP://www .即oaeeess.gov/usbudget/fyll八ndex.html

httP://www .gPoaeeess.gov/usbudget/fy09/index.html

http://www .gPoaeeess.gov/usbudget/fyOS八ndex.html

 3) 2011! 2012年数据为估计值 , 其余均为实际执行值

 4) NIST的数据仅包括科学技术研究与服务 ! 研究设施建设两个方面的预算执行

美国并不甘心在这些方面处于第二的位置 , 必将千方百计增强核心竞

, 提升在创新 ! 教育和基建方面的能力 , 重新夺回在国际上的领先地

况力情争

位 "5美国创新战略 6作为落实奥巴马上述讲话的一个战略文件 , 不仅强化

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态势 , 而且把竞争战线从市场竞争前移至研究与

开发竞争 , 在选择研发主攻方向是否正确 ! 研发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力强不

强等方面考验各国的核心竞争力 , 同时也强化了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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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以国家创新能力和相对竞争力作为战略要素来观察 , 美国创新战略是

全方位保持全球领先的战略, 聚焦的是建设创新友好型社会 "而中国创新

战略¹是紧跟战略 , 是在某些重点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战略 , 关注的是依

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 "因此 ,

双方的创新战略不在一个层次上 , 这就决定了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全方位

的竞争 , 而是两个创新战略少量重叠部分的竞争 , 是有限范围的竞争 "对

照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6提

出的八大科技发展目标以及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纲要 6提出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 中美竞争可

能主要发生在清洁能源和信息产业两大领域 "实际上 , 作为全方位保持国

际领先的创新战略 , 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欧盟和 日本 "2010年欧盟通

过了 /欧洲2020战略 0, 日本公布了着眼于今后 10年发展的第四期科学

技术基本计划纲要 (草案), º对美国创新战略形成了范围更广 !层次更高

的挑战 "

(二)围绕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将加剧 "首先 , 5美国创新战略 6把提

高专利审批效率位列五大创新计划的第二位 , 可见知识产权对于美国创新

战略的重要意义 , 不仅意味着美国创新成果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的时间周

期将进一步缩短 , 而且另外两大创新计划发展无线网络和清洁能源等也都

与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战略考虑相关;其次 , 希拉里在 5网络

空间国际战略 6发布会上称 , 该战略的七大政策重点构成了美国 /网络外

交 0的主要内容, 今后美国将全力推进这些政策 , 并会在这些政策领域继

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一2020)6!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
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 6,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6, 人民出版社 , 2011年 "
º赵刚:/美国创新战略及对我国的启示 0, 半月谈网, httP://~ banyuetan.org爪qk出g

 JzJ/110411/35967_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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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 "¹七大政策重点的第一大点就包括加强保护知识

产权;第三 , 由奥巴马任命的美国首任知识产权执法协调专员维多利亚 #埃

斯比诺尔 , 于2010年 6月22日发布了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个打击侵犯知

识产权行为的联合战略规划 (JSP) , 该规划由农业部 !商务部 !卫生和人

力资源部 ! 国土安全部 ! 司法部 ! 国务院以及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联合制定 , 表明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将采取更加强

硬的立场和行动;第四, 5美国创新战略 6在专栏一 (Boxl) 中突出强调

了创新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大超过创新者获得的利益 "此举是否意味着美国

将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 , 笔者尚不能确定 , 但可以确定的是 , 上述种

种计划 !政策 !措施和描述均表明 , 为了保护美国创新者产品出口, 也为

了实现国家出口倍增计划 , 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日趋保守 , 有可能

走向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的贸易保护主义 "因此 , 可以预计 , 未来中美在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争端将加剧 "另外 , 5美国创新战略 6坚持出口倍增计

划 , 但只字未提改革高科技出口控制体系, 也预示着中美围绕贸易和市场

份额的摩擦将难以缓解 "

(三)可能的合作领域 "首先是基础教育 "虽然美国教育总体上具有

优势 , 长期以来一直成功地支撑着全球最发达的高等教育和最强大的科技

实力 , 但美国基础教育存在薄弱环节 , 表现在学生对STEM课程兴趣明显

减弱 "为此 , 奥巴马在 5美国创新战略 6 中承诺通过公立与私营部门的合

作改进STEM教育 !在 2020年前再培养 10万名STEM教师以及改革中小

学教育等 "中国也已清醒地认识到 , 建设创新型国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

人的创新素质才是根本 , 而基础教育正是培养创新素质的源头 "º两国在

基础教育方面的长处正好互补:中国长于 /知识教育 0, 数理成绩好;美国

, /     WhiteHouseunveilsglobaleybersPaeestrategy, 0 A岁 neeFI曰anee一ress e, Mays, 2011,

 httP://news.xin.msni ofnj e川sei一teeh/artiele滋sPx?eP一documentid科 847376.

2杨桦 ! 付朝霞:/ 中美创新人才培养战略和目标体系比较 0, 5商业时代 6, 2007 年第

1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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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是个性化 !独立性 !想象力 !创造力等非知识素质 "因此, 两国有可

能开展双向合作 , 取长补短"事实上, 中国正越来越强调素质教育 , 注意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 自信心 !社会责任感;美国正越来越注重州级 ! 国家

级的统一考试 , 以及改进STEM教育 !延长教学时间等 , 两国合作具有内

在的驱动力 "双方还可以在师资方面开展合作 , 美方可委托中方培养或引

进STEM教师 , 而中方可委托美方培养或引进高素质的创新型教师;其次 ,

网络 !太空等全球公地的公共属性 ! ¹气候变化的全球属性等 , 也可能促

使两国在网络 !太空和清洁能源的研发方面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三 ,

私营企业尤其是私营中小企业之间在创新活动中, 按照市场规则 , 在竞争

的同时开展各种形式合作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最后 , 美国创新体系从军

用为主转向军民两用兼顾的趋势有利于两国在非军用领域逐步提高技术或

研发合作的水平 "

比/ 5网络空间国际战略 6 要害 0, 5计算机世界 6, 2011年第 19期 , http洲~ .dooland

eonl八nagazine/artiele_133412.html"



Abstracts

/   SymbiosisofInternationalSoeiety,,     andIRTheoryofPeaeeand

DeveloPment

LllNKn岁hong (l)
砂   mbiosis of internarionalsocie粉 15 aP八沪   ositionuniversally validand

           imp eeeable.Boththetwoworldwarsandthegeneralerisisoccurredinthe刀rst

ha犷  ofthelasteentu尽     indieatedthattheehangeofIR theo理   was attheturning

  Pointofhisto尽  andthattheP八琴,  ositionofsymbiosisof inrernationalsocie粉

   wouldinevitablyrer laeethe尸   ror ositionofinternationalanarchism, tho别g儿jt

      has norbeenrealizedto date onfo rtunate扭  ThePost-wardeveloP mentof

 internarionalsoeie妙        has allthemoreOffe redamp leres ourcesforestablishing

     theleadingPositionofthesymbiosisofinrernationalsocie粉inIR res earch.脚

   virtueofthemomentum,         1115thetimetoboosttheChinesetraditionaleulture

   andChinesewisdomofharmoniousPhilosop脚 intheseient沪c己x尹Ianationof

   thesymbiosisof internatio刀 alsoeie小   whieh15Parlieularly necessa尽 for

   ereating theIR theo尽  ofPeaceanddeveloP oent,     stieking totheroadofPeaee

   anddeveloP mentandeontributi塔     to theeonstructionof alasti馆 尸eace,

eo一rosPeri妙  andharmoniousworld.

        Strategy forAmericanInnovationandItsImPactsonSino一U#S#

Relations

环月刃GGuoxing (18)

      Obama adnZinistration reeentl-v has released thestrat砚g尹 forAmeriean

innovation,      uPdatingthenew srrategieframework of nazionalinnovation,

  furtherPuttingforward 卢  veinnovationaetionP矛.    ogramsandkeePing on

e0少has松         ing lheroleofgovernmentinnationalinnovation.Atlhesametime,

 thestra t自刃夕        15 more eoneerned with theinnovation inPubliesPaee, withthe

麟  eienCy of innovation况0       tem andwith lherole of PrivateenterPrises.

NOt-Withstanding,  thestrat1彼  Ffaeesthreeehallenges,  ineluding theuneertain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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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innovation, the乓所于Ctiveness矛.     egarding theinnovationsys tem that

stretch es e众fe月se一   orientedres earches to non一或户尚 eresearches, and the

sustainabili妙 Problembro/ gjZtabout妙Par粉   Politiesandhighbudget-lej之eir.
     TheeomP etitioninthestrategiesforl.   nnovationbetweenChinaandU及 ls

  withinlimiredareas,       rarherrhanafullsealeone.Thereleaseofstrareg厂for
   Americaninnovationdoesinrens毋      theeompeririontosomeexrentbetweenrhe

 twoPowers, 己斗,eeial妙   intheareaofintellectualP沪.o夕er今   Butinareasofbasie

edu earion,     globalPublic sPace and clean ene邝刃  ;rhe eooperarion and

          eomP etitionwillcoexistandthesame15truebetweentheenterPrises一subjeetsof

   innovationofthetwoeountries.

      FinaneialCrisisand ReadjustmentofAmeriean Hegemonie
Strategy

 Pang Aiehe塔 浅Hu a塔 Fe n邵hi (33)

  Economy 15 lhefoundationof 夕 olilics while加   anee15 lhefoundalionof

     hegemony Financialcrisis has weakened the U及 eomp rehensivenational

strength, whichforced U及  to have ma-人了/   series of adj uslments in its

 hegemoniestrat只g犷Eeonomieally, U及 hasimPlemented /economy 卢rst0

stra t哪刃- /internallZed0  its hegemonic straieg只 and eonsoli由 red the

        foundation of Ameriean hegemony in theworld Politiealeeonomy ln

 internationalPolitics, US,       hassPeduP theProeessoftransitionaldiP fomacy,

initiating 脚    ultilateralismandinternationaleoordi nation.In milita尽 a理a, US.

    hasmovedrowards arelari!,  elyeontraetedmilira理srrate幻心  andrimelyadjusted

  itsoverseasmilita今御 , IOy mentin户eJ卿  onsetointernational刀 naneialerisis.

        The Nuelear Power Debates and the Nuclear Power Poliey

  DeveloPmentinUS

 CUI Lei (44)

          NuelearPowerhas beencontroversialinthoUniredStates sineethe卢rsr

  nuelearPowerPlant!,        as onrhebluePrinl.Thedebaresfoeusedonrhecost,

safe 妙 ofnuclear尸    owerandwhethernuelearene子却,   15elean.In thewake of
关沪  anesenoclearcrls is tb括 las t九关Zrch, lbeanti一  nuclearPowermove脚enlin

theU八             itedSlates15ontheriseandthedebates havebeenreorienled10nue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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