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您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发

展中国家在研发方面投资不足，错失

了一个巨大的机遇。您认为这是为什

么？怎样才能改变？

答：一种普遍的误解是，创新是

源源不断的卓越想法，但实际上，创

新是知识的积累。还必须指出的是，

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受益的最

新技术，而且还是现有的成熟技术，

例如某些核技术，它们可以从这些技

术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并需要进行试

验。

但许多因素可能会阻碍各国和企

业获得我们认为它们在技术投资时可

获得的回报。在创新悖论研究中，我

们对为什么没有更多地采用技术提出

了两种解释。

第一是缺乏创新所需的补充性生

产要素。这些要素可能包括无法获得

合格的人员、必要的机器、资金或我

们特别强调的管理能力。这一点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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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创新悖论与原子能机构
如何提供帮助
与世界银行负责公平增长
首席经济师的问答
文/Aleksandra Peeva

新技术具有促进国家发展的潜力，但世界银行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许多发

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一技术潜力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少。

这是为什么?

为了找出答案，我们采访了世界银行集团负责公平增长、财政和制度的首席经

济师William F. Maloney，他也是《创新悖论：发展中国家能力与技术追赶未兑现的

承诺》的合著者。Maloney向我们介绍了他对这一创新悖论以及原子能机构如何帮

助各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技术潜力的看法。

“它不仅仅是提供一台机器而已，而

是确保存在互补因素，如训练有素的人力

资本。”

̶世界银行集团负责公平增长、财政和制

度的首席经济师William F. Mal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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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为没有现场组织能力或制订

长期增长计划的管理人员往往也没有

能力发现和实施新技术或进行研发。

其次是信息。人们、政府和企业

不了解他们所不知道的信息。企业通

常不寻求的主要资源之一是管理升级

计划，即当外部专家分析一家公司的

业绩并提出相应改进计划时的管理升

级计划。事实证明，这些计划对生产

力和创新有很大影响。其中一个原因

是，与最优秀的企业相比，企业往往

高估了自己在管理质量和技术能力方

面的表现，因此，没有意识到它们可

以有多大的改进。

问：您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

的政府和私营企业需要通力合作，使

以研发为重点的举措取得成功。世界

银行和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可以发

挥什么作用？

答：离技术前沿越远，问题就越

复杂；发展中国家往往同时受到薄弱

的教育体制和运作不良的金融市场和

商业环境的影响，同时政府所发挥的

职能往往也不是很好。这意味着许多

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

个陷阱，在这个陷阱中，它们没有能

力解决它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便采

用技术并利用这些技术来实现增长。

我们经常看到人们把先进国家的

商业模式带到发展中国家。然而，这

些商业模式往往行不通，因为发展中

国家的制约因素不同，而且这些模式

的激励措施是为不同情况而设计的。

例如，由于标准问题，一个先进国家

的创新率可能很低，如企业不能充分

获取其创新努力的成果。因此，它

们把重点放在专利制度、公共研究机

构、抵税或对研发的补贴上。然而，

发展中国家可能没有能够开展研发项

目的公司或人力资本，这意味着政策

必须首先集中在这些领域。

世界银行和原子能机构等国际

组织可以帮助加强各国政府，找出阻

碍创新和采用这些技术的主要障碍，

并协助制定适当的政策来减少此类问

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导致发展

中国家的创新结构更加复杂。

问：原子能机构不是一个捐助组

织；我们的专长在于向成员国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转让知识和技术，这对长

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

原子能机构如何才能最好地帮助各国

摆脱创新悖论？

答 ：技术转让是增长的关键要

素，促进技术转让需要解决我所谈到

的各种问题：信息提供和能力建设。

它不仅仅是提供一台机器而已，而是

确保存在互补因素，如训练有素的人

力资本。原子能机构拥有专门的技术

知识和具有适当科学背景的专家，以

帮助培训人们认识到转让技术的机

会，并发展转让这些技术的能力。对

于许多人力资本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

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

有能力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确定在哪

些地方以及如何应用一项技术，就不

会有观念转变，即便是商业环境处于

合理的状态。

与各国以外的机构建立联系可以

促进信息流动，提高各国对现有技术

的认识。这是原子能机构可以协助各

国政府的另一个关键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