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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 ,新古典增长学派 、新增长学派 、美国制度学

派等认为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而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马克思主义以及

发展了的新制度学派则倾向于认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一种协调的关系 。我国中小企业的

技术创新有助于保持制度创新的活力 ,同时 ,我国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又是技术创新动力的保

障。而且 ,政府 、中小企业都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和谐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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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

要素的重新组合” 。就其提出的具体内容 ,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的创新:一是技术创新(新产品制造 、新

生产方法的采用以及新材料的利用);二是市场创新;三是组织创新 ,主要表现为组织形式的变化[ 1](第
12-13 页)。自熊彼特之后 ,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又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 ,提

出了一系列的理论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并颇有建树。

一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一般关系分析

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不同的学派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但大致可以分为技

术创新决定论和制度创新决定论以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论。

(一)技术创新决定论

索洛(R.Solow)等新古典增长理论家坚持外生技术决定论观点 ,认为:“如果外生的技术按固定比

率增长 ,经济将循着均衡增长的途径前进;如果外生的技术水平保持不变 ,投资只可能补偿固定资产的

折旧并且只可能使新增的工人得到装备 ,整个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
[ 2]
(第 434 页)正从此出发 ,索洛认为

外生的技术创新决定了经济的增长 。

由于不满意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看成外生变量 ,新增长理论学派提出了自己的内生技术理论。

阿罗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 ,即投资产生溢出效应 ,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

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其生产率 ,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边干边学”而提高生产率 。据此 ,阿罗将技术

进步看成由经济系统决定的内生变量。此外 ,保罗·罗默(Paul Romer)、R.卢卡斯 、E.赫尔普曼 、P.克鲁



格曼等人也分别论证了内生的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以凡勃伦(T .Velen)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老制度学派)认为 ,技术是自主的 ,有其内在的发展规

律和“轨迹” 。技术变迁是技术内在逻辑的产物 ,它的发展决定制度变迁和社会进步 。“技术通过改变物

质条件 ,通过改变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方法 、模式和习惯而产生制度后果 。”
[ 3]
(第 47 页)因而 ,技术创新是

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 ,不适应技术的制度必遭淘汰 ,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核心力量。

(二)制度创新决定论

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 ,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一回事 ,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创新 ,

虽然技术自身的演进(科学理论的突破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是不可选择

的 ,但技术演进的进程(速度)却是可以选择的 ,即相应的制度安排可以延缓或加速这一进程。高效率的

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技术存量规定了人类活动的上限 ,但其本身决定不了人类何以成功 ,而正

是制度安排决定了知识和技术的增长速度
[ 4]
(第 147-148 页)。诺思甚至认为 ,单是制度创新也能实现经

济增长 ,如英国产业革命的发生就是由产权变革造成的 。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以往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 ,如技术进步 、投资增加 、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 ,

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是经济增长本身 ,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

找。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相互关系中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 ,而不是技术创

新决定制度创新 ,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 ,不好的制度选择会将技术创新引离经济发展的轨道 ,

或扼制技术创新 。

新制度经济学家充分论证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在解释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

长首先发生在荷兰和英国时 ,诺思认为:“在这两个国家 ,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

的环境 ,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 、自由劳动力 、保护私有财产 、专利法和其他对

知识财产所有制的激励措施 ,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产权不是万能的 ,但

是任何国家的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 。正如诺思所指出的 ,

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持续激励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以提高私人收益时才会出

现[ 4](第 148  149 页)。同样的 ,林毅夫在破解中国为什么没有成功的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

科学这一“李约瑟之迷”时认为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科举制度的激励结构将人们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

技术的发明创造 ,抑制了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活力 ,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

(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互动论

(1)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没有明确使用技术创新和制

度创新的概念 ,但是其中包含的思想也阐明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辩证关系 。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

一的 ,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 、最革命的因素 。同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比较起来 ,生产关系

一经建立 ,则是相对稳定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上 ,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有什么样的

生产力 ,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 ,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和消费形式 。”[ 5](第 320-321 页)。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和人类历

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力发展了 ,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 。

但是 ,生产关系决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它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 ,成为生产力发展

的桎梏。由此可见 ,生产关系的形成 、发展和变革 ,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

产力的性质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 ,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变革作用 ,因而技术创新较

之制度创新对现代经济增长具有第一位的推动作用 ,有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同时 ,制度和制度创新又

具有相对独立性 ,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一种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

辩证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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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了的新制度学派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观点 。虽然诺思坚持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 ,但

实证研究表明 ,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也有能动的作用 ,所以后来的一些新制度学家修正了诺思的观点 ,

在肯定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 ,并不否定技术创新对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的

普遍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对改变制度安排的利益有普遍的影响。技术创新使产出在相当范

围内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 ,从而使建立更为复杂的经济组织形式如股份公司变得有利可图。作为规模

经济的一个副产品 ,技术创新产生了工厂制度 ,也产生了使当今城市工业社会得以形成的经济活动之聚

集。技术创新不仅增加了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 ,而且降低了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例如 ,电

报 、电话 、计算机和卫星通信工具等技术创新的发展 ,使搜寻 、传递信息的成本大为降低 ,这正是一二个

证券交易所得以支持一个全国性证券市场的重要物质条件。同样 ,通信技术的改进大大降低了建立在

所需空间上相互移动的个人参与基础上的制度安排的组织成本[ 6](第 298 页)。由制度创新所释放的新

的收入流是对制度变迁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交易费用过高必然导致组织的出现 ,

正如拉坦(V.W.Rattan)认为:“无疑 ,由技术变迁所释放的新的收入流确实是对制度变迁需求的一个

重要原因……现代法人组织的发展代表了对 19世纪的运输 、交通和制造技术的进步所创造的经济机会

的制度回应……技术的进步可能会调动个人对其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积极性 ,以及为了再确定产权以

实现新收入流的分割而组织和引进集体行动的积极性 。”[ 7](第 335页)。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系 ,

很多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是 ,实证研究表明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

系 ,技术创新一般会带来制度的创新 ,而制度的创新也会促进技术的创新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辩正观 ,

技术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动力量 ,技术创新可以引起社会制度的剧烈或者渐进的变化 ,也就是引起

了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形成的很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这些对技术创新的进一步进行提

供了很好的保护和激励作用 ,所以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而不是单向决

定的关系 。

二 、我国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虽然熊彼特认为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发动机 ,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小企业

占有了技术创新的领先地位 ,如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 ,20世纪对美国和世界有重大影响

的65项发明和创新 ,大部分是由小企业或个人发明的 ,其中就包括直升飞机 、个人计算机 、复印机等。

其实 ,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次根源就在于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是由市场的直接需求拉动的。

世界许多重大的技术创新 ,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工作方式 ,而这一切为中小企业的制度

创新 、技术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 ,也对一些依赖传统生产方式的中小企业提出了挑战 ,如

果这些企业不积极应对新技术出现而带来的挑战 ,就会被淘汰出局。在我国这个发展中大国 ,大量的中

小企业仍在采用传统的生产方式 、采用传统的组织形式 ,这就急需对其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一)我国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后 ,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给予了肯定。受当时国家人口猛增以及回城知识青年就业的

压力等实际情况的影响 ,国家对一些由私人或者合伙创办的小企业给予了默许或者认可。1982年宪法

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 1984年 10月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 、方便人民生活 、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

可代替的作用” , 1997年党的十五大文件规定可以“采取改组 、联合 、兼并 、租赁 、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

制 、出售等方式 ,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这些政策的出台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而且 ,我国对中小企业

的发展方向由原来的所有制成分“越纯越好” ,转到了许可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 。

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使其成了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推进器 。同时 ,其在就业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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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巨大 ,也为我国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提供了减震的功能。中小企业本身是改革的产物 ,也是深化改革

的重要推动力量 。目前 ,我国的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 。相对于大企业

而言 ,中小企业贴近市场 ,活跃在市场竞争最激烈的领域 ,是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市场机制的

微观基础 。中小企业的改革成本较低 ,新体制引入比较容易 ,体制改革的社会震荡较小 ,因此 ,中小企业

往往是体制改革的试验区 、突破口[ 8](第 30-31 页)。

(二)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与制度创新对应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呈现类似的波动。在改革开放前 ,中小企业同样也存在经

营体制僵化 、创新动力不强的问题 ,技术创新止步不前 。中小企业的生产按国家统一计划进行 ,中小企

业没有经营自主权 ,企业的生产技术的更新也受到国家的控制 ,所以中小企业根本没有任何自主进行技

术创新的动力。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几乎到了停滞不前的状况 。

改革开放后 ,在国家肯定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过程中 ,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科技政策 ,扶持 、鼓励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这些都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更重要的是 ,我国中小企业此时的

技术创新主要受到市场需求的调节 ,所以技术创新的需求特别旺盛 ,而且 ,技术创新的回报使科技人才

乐于参与技术创新。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来源以及技术创新大多来自于创业者的个人或者几个人技术

研究和开发 ,他们将个人的技术成果和自己创办的企业结合起来 ,在经受了市场“惊险的一跳”后 ,又以

获得的利润追加技术创新的投资 ,如此循环反复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例如 ,我国著名的希望集团的饲料加工业 ,经过多年的努力 ,在保持市场份额领先的情况下 ,加大了对技

术创新的投入 ,保持了很好的技术创新势头。同时 ,它通过在其它各地建立的分公司 ,将自己的技术成

功地扩散到了全国各地。正是由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 ,使得希望集团进行了制度上的创新。

三 、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助于保持制度创新的活力

技术决定论者认为 ,技术创新具有重大的能动作用 ,技术创新导致了经济增长和发展 ,技术创新的

周期决定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周期循环 。同样的 ,我国中小企业的的技术创新也决定了我国中小企业

的发展以及它的生命周期 。如果中小企业能保持持续的技术创新活力 ,从而使自己的产品能占有一定

的份额 ,那么中小企业就会不断发展 、壮大 ,乃至成长为一个大型企业。美国的微软公司就是这样的一

个典型事例。相反 ,一个中小企业如果不能做到技术创新 ,那么它就必然会很快地退出市场竞争。

(一)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技术决定论者将技术创新看做是使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推动力量 ,进而可以推动中小企业的制

度创新 。技术创新可以使中小企业在同类企业中占有生产和市场的优势 ,进而可以增加利润。也正是

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 ,使得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

中小企业引进新技术对其生产的扩张的作用已经被许多企业的成功例子所证明 。布雷顿 1975年

根据美国商业部的报告指出 ,在美国 20世纪所有具有开拓性的创新中 , 2/3是由小公司和独立的发明

家推出的 。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创新效率高 ,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调查显示 ,在职工从事开发的效率

方面 ,中小企业比大企业高 2.5倍 。总之 ,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 ,有着大企业无与伦比的优势 ,灵活

的柔性组织 ,企业家的强烈创新倾向等 ,这一切都表明中小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源泉 ,具有其

它创新源不可替代的优势 。

根据对浙江 、北京 、上海 、重庆 、天津 、陕西 、湖北 、四川等省市的调研 ,1997年以来 ,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数量 、质量 、规模 、科技贡献率等都有长足的发展 ,技工贸总收入 5年来增长了数十倍 ,在这些省市的

经济总量中已占有一定的分量[ 9](第 16页)。目前 ,我国许多创新能力比较强的企业大多是规模不大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 ,由于技术创新的速度快 ,带动了这些企业的飞速发展以及企业制度的快速变化 ,而现

代企业制度的确立无疑是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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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不仅增加了制度安排改变(制度创新)的潜在利润 ,而且降低了某些安排的操作成本 ,更重

要的是技术创新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出现 ,必然要求中小企

业的管理 、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例如 ,由于电报 、电话 、广播 、计算机和卫星通信工具等一系列技术创新

的发展 ,使搜寻 、传递信息的成本迅速降低 ,因此使一系列旨在改进市场和促进货物在市场间流通的制

度安排的变革能够得以实现。同样 ,由于计算机设计的应用 ,中小企业可以大大缩短产品的设计周期 ,

从而为中小企业的产品的生产 、营销提供了便利 ,同时也要求中小企业为这种变化进行相应的内部组织

变革和人员的配置 ,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四 、我国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动力的保障

制度决定论者认为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甚至某些新制度学派的学者认为 ,制度经济

学可以统领一切经济学科 。尽管人们对制度作用的大小存在一些疑问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人们都承认

制度可以增加交易的理性预期 、降低交易成本 。正如诺思说的:“对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就是对制度创

新的研究。这种制度创新能减少交易活动的交易(及生产)成本 ,从而实现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 。”[ 10]

(第 22页)。

我国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对于技术创新也是具有保证作用的 ,它是对技术创新成果的维护和确认 ,

同时为更新的技术创新预留了空间。我国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既包括中小企业外部的经济体制的创

新 ,也包括中小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制度的创新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新的 、变化了的内部和外部 、主观和

客观条件下 ,捕捉新的获利机会。

(一)中小企业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 ,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这里的“有效率的

组织”的产生 ,就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定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企业是社

会的基本主体 ,企业是否有效率 ,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企业的发展停滞 ,那

就说明这个企业没有一套合适的足以保证企业的劳动者 、管理者得到最低限度的报酬或好处的制度。

我国中小企业的经营绩效在改革后大幅度提高 ,而当时的企业技术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这就说明制度

创新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相反 ,如果存在落后的制度就会严重阻碍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例如 ,我国

的中小企业在改革前 ,由于受“国有国营”模式的干扰 ,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果和生产责任没有对应 ,权责

不清的现象十分严重 ,结果使得很多中小企业的经营出现困境。

现在我国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对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 ,最有指标意义的是国家已经确定了“抓大放

小”的政策 ,许可对中小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制度创新 ,这就摆脱了以前的不敢“卖”国有资产的顾虑 ,在合

理 、合法 、公开 、透明的情况下 ,采用各种可行的方法来搞好中小企业的发展 。

(二)经济的发展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

很难想象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或停滞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很有活力。中小企业

的技术创新一方面是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 ,来自主地进行开发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产业化 ,另一方面就

是通过买进社会上的科研机构 、大学等部门的技术来进行产品的生产。而这些科技成果的取得都需要

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扶持 ,有的甚至还要耗费很多时间 。这些都是需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来保证的。

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之间的近似线形关系已经得到了验证。根据 1998年瑞士管理开发学院(它是最

早或较早进行国际竞争力研究的机构 ,目前在全球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国家常将它的排名作为评

估本国科研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的世界竞争力报告 ,我国 1997年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

值(GDP)比重为 0.6 ,仅相当于美国 1995年该指标的 20.7%。

由瑞士管理开发学院的报告可以看到 ,科研支出的经费比重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几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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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如美国(2.9%,1995年)、日本(3%, 1991年)、德国(2.4%,1993年)的科研支出占

该国的 GDP 的比重都远远高于中国的该指标 ,而这些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也同样超过了我们。这就是

因为它们的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也正是这些财富支撑了国家的技术创新活动。

五 、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调进行

实际经济的发展使不少学者认识到 ,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相互联系 、相互推动的有机整体。处理

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并在中小企业中形成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的良性

互动的平台;否则就会导致彼此的妨碍 ,最终会拖垮企业。

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和谐发展 ,应该做好以下的具体工作:

(一)政府在制定了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后 ,应大力加强其可操作性

虽然我国 2002年 6月颁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但是 ,由于它是调整中小企

业发展的基本法律 ,所以不能规定得太细 ,这种笼统的规定就显得“可望而不可及” ,另一方面 ,该法律又

不可能规定具体的细节 ,因为我国各地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相差很大 ,而具体到每个企业其差别就更

大了 。这样 ,其可操作性就十分有限。

为了切实有效地贯彻实施该法 ,真正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就必须成立类似于美国的中小企业管理

局 ,并赋予其相当的权威 ,由它来解释该法律 ,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来制定一些实施细则 ,统一协调有

关中小企业的发展。

另外 ,由于技术创新的高投入性 、高风险性以及技术创新成功后的高回报性 ,所以国家应该为技术

创新提供严格的技术专利保护 ,这是关系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的关键 。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

就是加强执法的力度 ,这也是执行制度的创新过程 ,但它意义重大。

(二)中小企业应该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并利用这种技术创新成果巩固制度创新的成果

中小企业除了积极自己开发核心技术 ,还应该积极利用外来的先进技术(含管理)。国外的经验证

明 ,任何技术创新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所以企业应该在外部环境优化的条件下 ,加大对技术的投入 ,

其主要表现方式有:或者自己聘用技术人才 ,组建自己的技术团队 ,或者将技术需求外包给国内外的有

关科研机构 ,或者直接购买外国的专业技术。就我国中小企业的现状来看 ,由于其规模相对较小 ,自己

投入资金开发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 ,不具有可行性;而购买国外的技术 ,虽然比较先进 ,但一是技术转

让费很贵 ,二是有些技术不一定适合我国中小企业的实际需要 ,所以从外国购买也不可行;最适合的就

是和国内的有关科研机构合作 ,开发出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 ,而且合作开发的价格也是相对合理的 。

(三)大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 ,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机的结合起来

现代企业制度已经被西方 100多年来的实践证实 ,这是目前最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管理

形式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突出显示 ,委托方和代理方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 ,能有效解决代理方违背委托

方利益的问题 ,并能很好的利用代理方的专长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

我国现在的中小企业仍在实行家族制等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 ,面临着管理能力 、资金筹措 、责任界

定等许多问题 ,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我国的中小企业无

疑应该向现代企业制度转轨。但是 ,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时 ,应选择符合自己实际的管理模式 ,可以

而且应该可以实行不同具体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 ,切忌不能搞“一刀切” 。

制度创新的最终落脚点在推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上 。在

世界经济一体化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 ,中小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 ,就必须有企

业的核心技术。特别是对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 ,用高新技术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是企业能够发展 、有竞

争力的关键。通过制度创新 ,使中小企业能够解决创新资源不足问题 ,能够合理配置创新资源 ,进而提

高技术创新能力 ,这才是真正做到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结合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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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fo r the relation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 neoclassic g row th

school , new grow th school , and America inst itution school consider the former determine the latter;new

institution school consider the latter determine the former;Marxism and the developed new insti tut ion

school consider it are harmonious.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SME in China helps to maintaining the energy

of institution innovation , simultaneously , institution innovation of SME in China can assure technology

innovation.And that , the government and SME should take act ive suggestion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of SM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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