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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远

中国高科技产业整体“肌无力”

不久前，中科院院士、材料学家邹世昌一句：

“中国集成电路芯片进口超过石油”，引起人们对

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乃至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

的极大关注。邹世昌在海峡两岸集成电路产业

合作发展论坛上指出，中国集成电路芯片 80％依

靠进口，在这方面消耗的外汇超过石油，已成为

第一外汇消耗大户。

而事实上，不仅仅是在集成电路产业，中国

的其他高科技产业也显现出了发展“肌无力”的

症状。新加坡国立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教

授葛树志指出，目前，中国仍鲜有类似谷歌、苹果

这样的国际创新型大企业，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

明专利绝大多数来源于外资企业。意大利国家

研究委员会材料物理研究院终身研究员王宣也

表示，中国科研成果虽然丰硕，但高科技产业还

只处于起步阶段。莫非，真如郎咸平所言，中国

的高科技只是一场幻象？

中国高科技产业只是幻象？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子

制造产业基地。到 2014 年，中国手机产量将达到

11.15 亿部，占全球总产量的 50％。中国笔记本电

脑产量将达到 3.28 亿台，占到世界总产量的 80％。

然而，电子制造的上游产业——中国集成电

路产业在全球的份额却仍然远远落后于终端产

品。来自全球领先的电子制造领域市场研究公

司 iSuppli 的统计数据显示，到 2015 年，中国集成

电路产业规模将占到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 35％

左右，这一数字比 2010 年只增长了 3％。

一方面，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的制造环节

不断向中国转移，另一方面，科技含量最高的中

国集成电路产业占全球的份额增长却非常缓慢，

这显示出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尴尬现状。

郎咸平曾在一本洋洋 26 万字、名为《科幻——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的书中断言：

“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此，中

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

的高科技思维是中餐馆似的思维，也就是不讲工

序、不讲纪律的思维”、“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是

根本无法成长为微软的”。

在郎咸平眼中，国内数得上号的高科技企业

如清华紫光、方正、中关村（实际上是一间地产公

司）以及大唐集团都是反面案例，唯一值得称道

的仅中兴通讯一家。 而联想更是成为其重点的

批判对象。联想“国际化＋多元化”的恢宏愿景，

在郎咸平眼中不过是一连串的战略失误。

当然，批评总是容易的。郎咸平在该书中并

没有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指出解决方案。

青黄不接的市场：

一流企业做山寨，三流企业定标准

半导体应用联盟副秘书长潘九堂分析认为，

造 成 中 国 高 科 技 产 业 不 给 力 的 首 要 原 因 是 市

场。潜规则和血腥竞争使得优秀公司很难利用

中国本地市场完成原始积累。而在美国和日韩

高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庞大的本地市场作为自

留地和试验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潘九堂观察，中国市场也可以分为全球

化市场、山寨/草根市场和国家/本地垄断市场。

进军全球化市场，一定是每个中国企业的梦想，

但由于欧美厂商间存在利益的关系和高门槛的

限制，这只能够成为一个长期努力的方向。毫无

疑问，无论是对于中国电子制造商，还是中国 IC

设计企业，山寨/草根市场都提供了非常好的机

会。但对于高科技公司来说，客户可以山寨，自

己却不能够山寨。打个简单的比方，“傻瓜相机”

让 用 户 很 容 易 上 手，却 要 求 产 品 设 计 者“ 更 聪

明”。市场山寨化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同时也

意味着竞争更惨烈，山寨市场成长出高科技公司

同样艰难。

而介于全球化市场和山寨/草根市场之间的

国家/本地垄断市场，常常为本地企业提供中期

成长的机会——例如，在中国软件产业中，比较

成功的用友和金蝶就得益于中国财会制度的特

殊性和政府的倾斜。

“但本应作为“中国芯”根据地的国家标准市

场，并未对其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应该是‘一流

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做产品’，

我们却常常是‘一流二流企业做产品（给山寨/草

根市场）；三流企业定标准’，少数几家参与国家标

准的优秀企业也是备受伤害。究其原因，不外是

产业进程不明朗、标准制定不公开透明、利益分配

部门化和关系化、潜规则盛行等等。”潘九堂说，

“结果是，因为疲于应对这些潜规则，最优秀的本

地企业不愿大力投入到本地标准。到目前为止，

比较成功的‘中国芯’公司，几乎都是在 MP3、MP4

和手机等山寨/草根市场。而‘中国标准’的队伍

里，除了少数优秀企业外，也充斥着不少‘能力一

般但背景很强’的南郭先生，随着国家的资金、信

心和时间被耗尽，本地标准也最终无疾而终，如

此恶性循环，最终损害的是整个产业。”

高科技人才：乖张的孤独高手

其实，即使市场没有问题，在中国 IC 设计企

业，迅速推出相应的产品也并非易事。因为芯片

和系统都越来越复杂，需要一大群高手齐心协力

地长期工作，来不得半点差错，否则产品的研发

时间和成本都可能大大增加。这对企业的管理

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相关企业也是不小的

挑战，因为高手往往极富个性，很难把他们的力

量聚集在一起。

国内第一家收购台湾半导体公司的正威半

导体公司董事长王斌告诉记者，在海外，顶尖高

科技人才通常都戴着一副“金手铐”，即被公司用

股票期权、奖金红利等手段苦心留在高层管理岗

位上。一般来说，半导体界的尖端人才需要和公

司绑定 5 年至 7 年，在此期间辞职红利则无法兑

现，足见人才对这类企业的重要性。而中国到现

在都没有制造出高端芯片，和这类人才极其匮乏

密切相关。

如今，芯片和系统的升级研发通常需要一大

群高手齐心协作，些许差错，都可能大大增加产

品的研发时间和成本。用王斌的话来说，绝对是

“刺刀见血”的事。而且高手总是极其“个啬”的，

如何让他们聚集起来，长期协同作战并不容易。

“和这帮高手过招，一点也不好玩！”王斌苦

笑着对记者说。王斌带领的是一支名副其实的

国际部队。他的技术、管理团队里有美国人、德

国人、新加坡人……虽然这些人很多都是外籍华

人，但长期的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浸润，让他

们的习惯和做派“千奇百怪”、众口难调。比如他

的台湾高工，由于受日本等级森严的企业文化影

响，一定要大陆的下属在他抵达办公室前 20 分钟

打开空调，奉上热茶，备好毛巾，这一要求让他的

下属愤愤不平。

此外，比生活习惯更难关照到的，是“高手”

们的精神世界。这些旅居海外多年的华人和纯

粹的西方人一样，看重信仰，看重价值认同。如

果没法让他们对共同的事业充分认同，看到这个

产业在中国的希望，并唤起他们创造历史的热情

和使命感，同样无法留住他们的心。

在正威半导体公司里，记者发现，几乎每一

位团队高管都被冠以总裁的称谓，他们的办公室

和董事长办公室完全“平起平坐”。

知识产权保护缺位：创新者的噩梦？

潘九堂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缺位也是导致

中 国 高 科 技 公 司 发 展 不 畅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知 识 产 权，可 以 说 是 高 科 技 产 业 最 核 心、最重

要的财产。

“知识产权问题也是中国 IC 设计产业的痛。

没有底线的模仿和抄袭，导致的结果常常是乱挖

墙角、同类公司大量涌现和竞争惨烈，让创新者

无利可图。一位 IC 设计公司的 CEO 告诉我，其

团队辛辛苦苦花了 3 年，但一个民营老板在最后

关头私下花钱收买了他的半个团队，3 个月后就

推出了产品，让他傻了眼。”潘九堂说。而更早前

则是臭名昭著的“汉芯事件”，拿了国家的巨额资

助却涂改国外厂商的芯片来交差——这件事最

终不了了之，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

不过，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之于高科技公司的

价值，王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很多西方人对中

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一直深怀恐惧，通过制造技术

和知识壁垒阻碍中国高科技发展，是他们常用的

伎俩。这也使得原本不少应该让人类共享的科

技、文化成果，被他们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锁

进了自家的保险箱。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永远

将我们置于高科技产业链的最下游，而自己则可

以每天一边打着高尔夫、喝着咖啡，一边赚取产

业链上游的巨额利润。”

“其实，技术只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方

面，基于市场的核心技术很难被带走，轻易就能

被偷走的技术，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可

言。而真正有商业头脑的企业家，完全可以控制

其技术的安全性，就好像商人都有保护私有财产

的本能一样。”王斌对记者说。

在王斌看来，比保护知识产权更重要的，是

创新一种别人无法“抄袭”的商业模式。已经逝

去的“苹果教父”乔布斯，便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典

范，也是王斌最为认同的高科技企业家。“‘苹果’

绝对不是一件单纯的产品，而是高科技产品与无

处不在的服务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便诞生一个

全新的商业模式。”王斌说。

Facebook 创始人、CEO 马克·扎克伯格曾指

出，Facebook 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敢于承

担风险。扎克伯格在他发表的公开信中说，“开

发优秀产品意味着承担风险。这让人恐惧，迫使

大多数公司对于冒险望而却步。但是，在瞬息万

变的世界中，不愿冒险就注定失败。即使有时这

意味着犯错。”

可见，在高科技领域，勇气和冒险精神是优

秀人才的必备素质，没有只身闯进无人丛林的胆

量，哪来一番别样的景致。

编后语：不难看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困境，

源于我们没有解决好市场公平竞争、管理规范化

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高科技产业的根基问题。因

此，未来，想要走出中国高科技公司“肌无力”的

困境，关键还要靠政府、产业界和企业共同努力，

营造一个健康的产业环境。

潘 九 堂 认 为 ，当 下 流 行 的 以“ 给 钱 、给 政

策”为核心的所谓产业扶持政策并不能够解决

根本问题。民用高科技产业是高风险、高回报

的 产 业，民 间 资 本 和 市 场 会 做 出 自 己 的 选 择，

政 府 提 供 太 多 物 质 ，尤 其 是 资 金 支 持 并 不 合

适 。 如 果 高 科 技 企 业 还 需 要 政 府 的 补 贴 才 能

生存，如果高科技人才的住房和个人所得税还

需要用普通老百姓的钱来补贴，这样的高科技

企业，不要也罢。

@苗鸿冰V：早市儿杂谈：企业经营中有时候为了降低成

本，会雇用比较廉价的劳动者，貌似成本降低了，但服务品质

的下降，带给企业和品牌的是致命的伤害。特别在服务是绝

对价值的第三产业，请不要让廉价毁了品牌。服务不等于伺

候人，服务不等于谁都能做。只有享受过服务的人才有资格

服务于他人，这绝不是玩笑！对不？

@查立V：【Instagram 的启示】1）创业 551 天，13 人的团队

以 10 亿美元被收购，这叫创业奇迹；2）创始人当年拒绝被邀加

入 Facebook，现在还是被 Facebook 收于囊中，这叫命中注定；

3）创新一定发生在小公司里；4）一个小应用照样可做成大事

业，用户体验和用户规模是关键；5）Facebook 成年了，要靠拼

钱收购稳固地盘。

@当代章鱼哥：不折腾不重组：国资委对运营商公益型

国 企 改 革 悄 然 启 动 。 正 当 四 大 运 营 商 为 完 成 KpI 指 标 互

相残杀时、国资委对其所制订的新的游戏规则在不经意间

启程——四大运营商（包括广电网络公司）同岗同级别员工的

基本工资实行统一标准，各地区运营商同岗位员工的绩效考

核工资浮动范围不得超过 30%，绩效占年收入不超过 30%！

@冯仑and风马牛V：冯仑：钱是有腿、有性格的，也是有

气味的。全球资金的 80％是在美国和欧洲之间跑，20％往新

兴市场跑，这 20％里的 50％在中国。想要运作资金，想要懂得

如何让别人支持你，让钱到你的公司创造效益，就得懂人心。

钱心跟着人心走。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最终都是先研究人心和

制度，反过来才能驾驭金钱。

@caoz：为什么类似 instagram 这样的轻公司在中国无法

复制？（youtube,dropbox 都是这个类型）第一，他们不需要做

内容审核，在中国，他们的规模至少需要几百人审核内容；

第 二，云 服 务 便 捷，dropbox 和 instagram 都 是 搭 建 在 amazon

基础上。第三，竞争环境好，在美国会被巨头收购，在中国

会被巨头山寨。 微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