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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钉

新经济的本质是科技创新
“开着飞机撒钱”的货币刺激竞

赛，并没有让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

发生根本性的好转，恰恰相反，全球

各主要经济体都陷入到经济下滑的

恐慌中。

科技才是改变世界的支点，货

币不过是杠杆。缺少了支点，再长

的杠杆也没有用，并且杠杆越长，控

制的难度越大，越有折断的风险。

虽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但正好能够

说明货币加杠杆失灵的原因。

从马车、汽车到飞机、飞船，从

电报、电话到移动互联，科技在让

世界变得更精彩的同时，也不断创

造出新的经济生长极，每一个划时

代的科技发明，都会让全球经济实

现几何基数的增长，同时也会影响

到人类文明的进化。哪一个企业

或者是国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科技，

哪个企业或国家就会在竞争中占据

主动。

既然科技才是改变世界的真正力

量，那么，为什么各国政府都喜欢通过

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呢？

科学发明的规律和特点决定了其

具有缓慢性和偶然性，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政府很难通过操控改变科学

发明的进程。货币政策则不同，政府

可以说了算，可以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并且速度快，今天决定了实行量化宽

松，明天就可以开动印钞机，印出大把

的钞票。

中国人对于资金作用的迷信，还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由于资金

短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中国

经济中的瓶颈性因素，资金投放往往

可以产生出高于一般水平的超额效

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更容易对

资本的力量产生错觉，过度相信货币

刺激所能带来的效果。而货币的大

量投放，相应抑制了科技力量的发

挥。数据表明，在货币供应更宽松的

2008年到2013年间，科技进步对于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8年到1992

年间的41.7%，大幅下降到26.9%，成

为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进步贡献率最

低的时期。

“市场换技术”的做法造成了中国

科技史上的悲剧。由于中国在科技领

域和发达国家巨大的落差，“造不如

买、买不如租”的观点在上世纪80年

代盛行一时，独立自主的技术路线被

放弃，许多领域都采取“抄近路”的方

法，直接进口国外的技术和设备；很多

非常有前途的科研项目被否决；不少

科研项目更是在“外国专家”的“悉心

指导”下，被引上了歧路。

核心技术的缺失至今依然是中国

企业的痛。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机

器人产业是目前最火热的产业之一。

技术差距所产生的代价，在机器人产

业中也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跨国公

司抓住中国企业不能制造关键零部件

的弱点，在卖出相关产品时，对中国公

司漫天要价。据《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

白皮书（2016版）》显示，比之于外企，国

内企业要以高出近4倍的价格购买减速

器，以近2倍的价格购买伺服驱动器。

一台精密减速器四大国际巨头采购价

为3万元—5万元，卖给中国关系好的

客户约7万元，关系一般的普通客户约

12万元。

而有些发达国家，还试图利用中国

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的薄弱环节，卡住

中国企业的脖子，以达到让中国企业对

其言听计从的目的。比如，美国连续发

动了对中国中兴、华为等公司的制裁，

就是因为一些关键的硬件和软件还分

别掌握在微软和甲骨文等跨国巨头手

中，中国企业对其还有着高度的依赖

性。

（下转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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