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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关键使能技术发展战略及其启示

孙彦红

摘　　要：近年来欧盟率先提出“关键使能技术”的概念，并制定出一套较为

系统的发展战略，而后者也成为“欧洲２０２０战略”与欧盟推进“再

工业化”战略的重要内容。除顺应世界技术与产业发展潮流之

外，欧盟重视关键使能技术还有其特殊而又深刻的经济、社会、环

境等方面的考虑。整体上看，欧盟发展关键使能技术面临的最大

障碍是技术研发与市场化应用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为跨越这一
“死亡之谷”，欧盟制定了包括技术研究、产品示范和制造活动三

根支柱的战略框架，强调各项使能技术的联合应用，尤其注重采

用新的政策手段大力支持技术成果的市场化。鉴于各成员国的

国情不同，上述战略的具体落实也会呈现出路径上的国别差异，

整体效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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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对于何为“使能技术”（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并无普遍共识。“使
能”，顾名思义，为“使之能够”之意。目前对于使能技术的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是：一
系列的、应用面广、具有多学科特性、对于完成既定任务与实现既定目标起到关键推

动或／和催化作用的技术。从技术与产品创新链的角度看，使能技术处于基础研究与

产品开发之间，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其任务是通过使能技术的创新，来推动创新链

下游的产品开发、产业化等环节的实现。① 总体上看，使能技术有两个重要特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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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端阳、徐峰：《典型国际（地区）使能技术发展战略的共性特征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科技管理研

究》，２０１１年第１４期，第１９－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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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它是一系列技术的集合，各项技术的应用层次不同，应用领域往往交叉重叠；其
二，应用行业众多，几乎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近年来，随着

微电子、纳米、光电等技术的创新与推广，“使能技术”这一技术集合越来越受到世界

各国的重视。在相关政策方面，欧盟是最为积极的推动者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近几年，欧盟率先提出了“关键使能技术”（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简称ＫＥＴｓ）的
概念，并将其确定为未来若干年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一、欧盟对关键使能技术的界定

２００９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以使能技术为主题的政策通报“为我们的未

来做准备：制定欧洲关键使能技术发展的共同战略”。① 该通报首次提出“关键使能

技术”，并将其特点总结为“知识密集化、研发强度高、创新周期短、资本投入大、技能

要求高；使得经济活动中的工艺、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够实现，对于经济活动具有系统

相关性；是跨学科、跨部门的技术，且日益呈现出联合应用趋势；能够协助技术领先

者利用既有研究成果向其他领域拓展”。② 基于这一总结，同时依据技术应用的市场

潜力、知识密集度、初期投资的资本密集度、对于解决欧盟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等标

准，欧盟认定了六大类关键使能技术，即纳米技术、微（纳米）电子技术与半导体技

术、光电技术、先进材料、工业生物技术与融合上述技术的先进制造系统。

欧盟提出“关键使能技术”主要有三个用意。第一，将一些具有突出重要性、相
互间交叉联合应用趋势不断增强的使能技术划归至一大类，通过一个特定名称来

提高企业与公众的关注度，提升社会的重视程度。第二，不仅突出了其中每类技术

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还强调了各类技术协同发展与应用的重要性，便于厘清政策

支持范围，为欧盟层面与成员国出台更趋综合性的政策指明方向。第三，旨在有针

对性地制定出一个发展使能技术的“欧洲框架”，通过欧盟层面的引导与支持，更好

地协调成员国的相关政策，促进欧洲整体科技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③

从应用的角度看，“关键使能技术”与其他使能技术的区别主要在于两点。首先，

它们相互交叉融合，内嵌于大多数高端创新型产品的核心部件中。例如，在一辆电动

汽车中，电池的生产需要用到先进材料，电力控制系统需要用到微电子组件，低能耗

７２

①

②

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ｕｒ　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ＣＯＭ（２００９）５１２ｆｉｎａｌ，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０ｔｈ，２００９．

亦可 参 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ＳＥＣ（２００９）１２５７，ｐ．１０．
２００９年之前，虽然欧盟不少成员国都针对一些重要的使能技术制定了支持政策，但是鉴于技术优劣

势与应用情况的差异，各国在何为“关键使能技术”存在明显分歧，而对于是否需要协同促进多项技术发展在

认识上也参差不齐。参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ｕｒ　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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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需要用到光电技术，低摩擦轮胎需要用到工业生物技术，等等；又如，一部智能手

机的生产包括用于通信的微电子芯片，基于光电技术的相机与光学部件，使用纳米技

术的存储器，使用先进材料的触摸屏，等等；再如，近几年问世的禽流感实时测试仪的

核心部件融合了生物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技术和纳米技术等，这些技术的综合运

用是该测试仪实现功能的关键所在。① 可见，是否掌握关键使能技术，决定着欧洲是

否有能力生产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产品，保证其产业竞争力，同时对于欧洲应对诸如

“低碳运输”和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社会挑战也有重大意义。其次，它们对于巩固欧洲

的产业链（价值链）优势具有战略关键性。关键使能技术都是具有系统相关性（ｓｙｓ－
ｔｅｍｉｃ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的技术，在诸多产业的价值链中发挥着不同的关键作用。

图１给出了关键使能技术在汽车、照明、电子三个行业价值链上的应用情况。

不难发现，在诸多高端创新产品的整条价值链上，关键使能技术的联合应用都不可

或缺。应用关键使能技术制造的产品具有极高的附加值，往往又作为中间品用于

生产更复杂的终端产品，或构成更复杂的生产系统，而这些都被欧洲视为经济增长

与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图１　关键使能技术在三个行业价值链上的应用

　　资料来 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ｐ．１１．

７３

① 参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ｐｐ．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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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盟重视发展关键使能技术的特殊背景

欧盟近几年特别重视关键使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除顺应世界技术与产业发

展潮流的大趋势之外，还有其特殊而又深刻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考虑。
（一）经济方面

第一，关键使能技术是知识密集型的前沿技术，且市场应用潜力巨大。根据欧

盟委员会的测算，２００８年前后，基于关键使能技术生产的产品的全球 市 场 规 模 约

为６４６０亿欧元，至２０１５年将达到１万亿欧元，其中纳米技术全球市场规模的年均

增长率将达到１６％，微电子与纳米电子技术将达到１３％，其他各项技术的年均增

长率都在５％以上。① 近年来，虽然欧盟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包括美国、日本、中

国、韩国等）未专门提出类似于“关键使能技术”的概念，但是都纷纷出台了发展其

中多项技术的政策。鉴于此，通过把握关键使能技术的发展机遇，保持全球技术领

先地位，拉动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受到欧盟的高度重视。

第二，关键使能技术具有广泛适用性和系统相关性，对于保持和提高欧盟的产

业竞争力具有特殊意义。大量数据与研究显示，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相比，近年来

欧洲经济竞争力问题日益突出的要害在于技术创新与应用不足：一方面欧洲高新

技术部门所占比重偏低；另一方面，包括高新技术行业在内的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

技术创新与应用水平都明显落后。② 关键使能 技 术 大 都 具 有 跨 部 门 应 用 的 特 点，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之其他技术更为明显，因而受到欧盟的格外重视，且
先于其他国家与地区提出“关键使能技术”及相应的发展战略。另外，当前关键使

能技术在欧洲的主要应用部门包括汽车、食品、化学、电子、能源、环保、制药、建筑、

航空、纺织、通讯，等等，这些部门大多是欧盟的优势产业，关键使能技术的发展与

应用对其能否继续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

（二）社会方面

关键使能技术对于缓解欧盟面临的社会问题亦有不容忽视的贡献：

首先，通过就业渠道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近几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

务危机的连续冲击下，欧洲国家的失业率 一 路 走 高。根 据 欧 洲 统 计 局（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的数据，欧盟２７国的失业率由２００８年的７％攀升至２０１３年的１０．８％，同期欧元

７４

①

②

如果考虑到关键使能技术的应用领域之广，其间接的市场创造能力更加庞大。参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ｂｓ”，ＣＯＭ
（２０１２）３４１ｆｉｎａｌ，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ｐ．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１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ｒｉｖｅｎ
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ＳＷＤ（２０１３）３４７ｆｉｎａｌ，ｐｐ．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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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失业率由７．６％攀升至１２％，青年失业率更是达到２０％以上，对社会稳定的潜在

威胁不容忽视。除出台一些临时性的社会救助举措之外，借助产业结构升级引导

新的就业被欧盟视为解决失业问题的长远之计。具体到关键使能技术，其发展不

仅有助于挖掘新的市场潜力从而创造与稳定就业，还能通过促进生产率来提高收

入水平，通过与地区发展相结合来减少贫困，而后者也符合“欧洲２０２０战略”提出

的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其次，通过提供产品与解决方案，缓解欧盟面临的社会难题。例如，随着人口

老龄化的加剧，①如何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控制 成 本 是 欧 盟 面 临 的 一 大 挑

战。据估算，光电技术与微电子技术在医疗领域的联合应用可将潜在的医护成本

降低２０％。纳米技术与生物技术的结合可大大优化药物的配方与生产过程，而多

项关键使能技术联合应用于检测、诊断、治疗与跟踪监护，则能明显降低公共医疗

系统的成本。②

（三）环境与能源方面

欧洲自然资源与能源短缺，其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注重环境与能源的可持续性。

总体上看，欧洲解决资源与能源瓶颈的方案分为并行的三个方面：１）短期任务是开

发与应用循环技术；２）中期任务是将“可循环”标准纳入产品设计；３）长期任务是开

发可替代材料，减少自然资源与能源耗费。③ 目前，欧洲在循环技术开发与应用方

面已取得显著成绩，上述中期和长期任务将在未来若干年获得更多推动。在此过

程中，关键使能技术将大有用武之地，例如，大量人工合成的先进材料将替代自然

资源，利用光电技术发展的太阳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微电子技术的智能仪

表技术将有 助 于 节 能，而 利 用 生 物 技 术 制 造 的 产 品 可 明 显 减 少 对 环 境 的 污 染，

等等。

综上所述，对于欧盟而言，关键使能技术对于拉动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保持技

术领先地位与产业竞争力、维护其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都具有独特的

重要意义。

三、欧盟发展与应用关键使能技术的优劣势

总体上看，欧盟在发展关键使能技术及其相关产业上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基础

与优势：

７５

①

②

③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计，到２０５０年时，欧盟范围内６５岁以上（包括６５岁）的人数将增加７０％，８０岁

以上的老年人数将增加１７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ｐ．１２－１３．
同上，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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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得益于良好的研究与工业基础，欧盟国 家 在 关 键 使 能 技 术 的 研 发 与 知

识生产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专利数据上看，欧洲具有明 显 优 势：１）六 项 关 键

使能技术的专利拥有均位于世界前列；２）自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８年，欧盟在 关 键 使 能

技术的专利申请上始终处于 世 界 领 先 地 位，期 间 在 全 球 专 利 申 请 中 所 占 的 份 额

几乎无变化，至２００８年仍为３２％，同期美国的份额持续降低 至２７％。在 欧 盟 内

部，德国的技术研发能力最为突出，所有六项关键使能技 术 的 专 利 申 请 都 遥 遥 领

先，占欧盟 的 份 额 都 在３０％以 上，其 次 是 法 国、英 国、荷 兰、意 大 利、奥 地 利 等

国。① 图２给出了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光电技术领域拥有的国际专利 份 额，时

间跨度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其 他 几 项 技 术 的 专 利 情 况 虽 不 尽 相 同，但 是 大 致

呈现出类似的趋势。

图２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光电技术领域的国际专利份额比较（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数 据 来 源：参 照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ＳＷＤ（２０１３）３４７ｆｉｎａｌ，ｐ．１６１，Ｆｉｇｕｒｅ　５．２，作者做了部分修改。

第二，内部大市场是欧洲发展关键使能技 术 的 另 一 优 势。首 先，规 模 达５亿

人、且集中了全世界约一半“高 端”需 求 的 欧 洲 内 部 大 市 场 为 关 键 使 能 技 术 的 发

展与应用提供 了 广 阔 的 潜 在 空 间。欧 盟 国 家 在 汽 车、航 空 航 天、医 疗、能 源、食

品、化学等关键使能技术的主要应用部门都有较强的竞 争 力，对 相 关 的 技 术 研 发

有着源源不断的 高 质 量 的 需 求，反 过 来，技 术 创 新 又 有 助 于 强 化 相 关 行 业 的 优

势。先进材料在汽 车 业 和 航 空 航 天 业 的 应 用，光 电 技 术 在 光 伏 产 业 的 应 用，等

等，都已在相当程度上形成 了 良 性 循 环。其 次，经 过 几 十 年 的 发 展，欧 洲 内 部 市

场已经形成了由各类规模企业通过横、纵向联系而形成 的 产 业 集 群 与 生 产 网 络，

７６

① 《欧洲竞争力报告２０１３》将世界划分为欧盟、美国、亚 洲 和 其 他 地 区，将 关 键 使 能 技 术 的 发 展 与 应

用在四个地区间进行比较，其中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专利申请份额始 终 处 于 上 升 态 势。

参 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ｒｉｖｅｎ　Ｒｅｉｎｄｕｓｔ－
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ｐｐ．１５７－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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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集群和网络越来越成为企业间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同 时 也 成 为 企 业、科 研 机

构与政府部门之间互动的重 要 渠 道，这 也 是 关 键 使 能 技 术 发 展 与 联 合 应 用 的 有

利条件。

然而，如何将上述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 业 竞 争 力，却 是 欧 盟 发 展 关 键 使

能技术遇到的最大障碍。诸 多 研 究 表 明，欧 盟 国 家 在 关 键 使 能 技 术 的 知 识 生 产

与市场应用之间衔接得并不 好，未 能 很 好 地 将 知 识 与 技 术 优 势 转 化 为 可 为 市 场

接受的产品与 服 务，也 未 打 造 出 与 之 相 称 的 企 业 竞 争 力。例 如，在 纳 米 技 术 领

域，在专利申请上位居世界 前１０位 的 欧 洲 企 业 多 达３家，然 而 在 市 场 份 额 上 位

居世界前１０位的却无一家欧洲企业；在光 电 技 术 领 域，在 专 利 申 请 上 位 列 前１０
的欧洲企业也有３家，市场 份 额 上 位 列 前１０的 仅１家。再 如，在 生 物 乙 醇 技 术

（属于工业生物技术）领 域，欧 盟 与 美 国 的 全 球 专 利 份 额 分 别 为３６％和３４％，但

是两者生物乙醇产量的全 球 市 场 份 额 却 分 别 为５％和５４％，对 比 之 悬 殊 也 说 明

欧盟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不足。① 欧盟所做的一系列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

论，认为欧洲与关键使能技术相关的制造业正在萎缩，同时欧洲专利的市场化过程

越来越多地在其他地区得以完成。② 欧盟委员会将上述 障 碍 形 象 地 称 为“死 亡 之

谷”（Ｖａｌｌｅｙ　ｏｆ　Ｄｅａｔｈ），且 一 再 强 调 这 是 欧 盟 发 展 关 键 使 能 技 术 须 克 服 的 最 突 出

困难。③

存在“死亡之谷”的原因，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１）欧盟之前对于协同发展各

类关键使能技术的认识不足；２）公共资源过于偏重技术研发，对接近市场化阶段的

支持不足；３）公众对于关键使能技术的认知和理解不够，存在伦理、环境、健康与安

全等方面的担忧；４）可用的风险资本与私人投资相对不足；④５）缺乏适应关键使能

技术发展的具备跨学科技能的劳动力；６）成员国市场分割，针对关键使能技术的政

策各自为政，难以发挥协同效应。⑤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ｐ．
２２．

２００９年欧盟委员会针对关键使能技术的通报、２０１０年关键使能技术高层小组的报告、以及２０１１年

欧盟委员会的创新计分板（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都 对 关 键 使 能 技 术 的 发 展 与 应 用 情 况 做 了 较 为 详 尽 的 研

究。参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ｕｒ　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Ｋｅｙ　Ｅｎａｂ－
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　２０１１，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２０１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ｂｓ”，ｐ．４．

例如，在纳 米 技 术 领 域，全 球 超 过８０％的 风 险 投 资 发 生 在 美 国。参 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ｕｒ　Ｆ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同注③，ｐ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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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盟发展关键使能技术的战略框架

在２００９年正式提出“关键使能技术”之后，欧盟委员会开展了紧锣密鼓的政策

筹备工作。在２０１０年３月发布的“欧洲２０２０战略”中，欧盟在“创新联盟”和“全球

化时代的产 业 政 策”两 大 旗 舰 计 划 之 下 都 强 调 了 发 展 关 键 使 能 技 术 的 重 要 性。

２０１０年７月，关键使能技术高层小组成立，该高层小组的评估报告于２０１１年完成

并发布。另外，《欧洲竞争力报告２０１０》专辟一章分析欧盟关键使能技术的发展与

竞争力状况。２０１１年，受欧盟委员会委托，多家独立研究机构 联 合 完 成 并 发 布 研

究报告“各国关键使能技术产业政策影响的跨部门分析”，对欧盟成员国与美国、日

本、韩国、中国等主要竞争对手的相关政策做了较为详尽的对比。① 基于上述一系

列动议与研究，欧盟于２０１２年６月发布了题为“欧盟关键使能技术战略———通往

增长与就业的桥梁”的通报，制定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发展战略。②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在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中，又将关键使能技术列入优先发展的六大

领域之一。③ 而最近 两 年 的 相 关 政 策 举 措，大 体 上 是 在２０１２年 战 略 的 框 架 下 开

展的。

在关键使能技术发展战略中，欧盟确定的首要任务是跨越“死亡之谷”，也即技

术研发与市场化应用之间的鸿沟，并强调如无法跨越这一鸿沟，其他的政策都势必

继续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事倍功半。鉴于此，欧盟明确强调不会增加公共投资，

而是重在改善公共资金的分配结构，引导与大力支持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应用。为

此，欧盟专门设计了一个包含三根支柱的战略框架：１）技术研究；２）产品示范；３）有

竞争力的制造活动。三根支柱并重，明确体现了欧盟将在技术成果的市场化试验

乃至最终生产上加大支持力度的决心。

为推进上述战略，欧盟确定了一个以支持技术研发与应用为主、并辅以必要的

配套措施的实施框架。支持研发与应用主要通过以下渠道：１）在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财

政框架的“地平线计划”（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之下，欧盟专门指定６６．６３亿欧元用于关

７８

①

②

③

Ｄａｎｉｓ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ｉｔｈ　ＩＤＥＡ　Ｃｏｎｓｕｌ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ＮＴＲ／０６／０５４ ｗｉ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ｂｓ”．
除了关键使能技术之外，欧盟“再工业化”战略确定的其他优先发展领域还包括：旨在清洁生产的先

进制造技术、生态型产品、可持 续 的 建 筑 材 料、清 洁 运 输 工 具 和 智 能 电 网。参 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ＣＯＭ（２０１２）５８２ｆｉｎａｌ，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Ｏｃｔ．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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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使能技术的开发与工业应用，尤其注重支持试制生产线（ｐｉｌｏｔ　ｌｉｎｅｓ）和示范项目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支持六项关键使能 技 术 的 联 合 应 用；２）利 用 凝 聚 基 金，

借助“灵巧（智慧）专业化”对地区发展的支持，促进关键使能技术的应用；３）通过欧

洲投资银行（ＥＩＢ）的贷款，带动其他公共与私人投资（尤其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加

大对关键使能 技 术 研 发 与 应 用（主 要 通 过 示 范 项 目）的 投 入。① 配 套 措 施 主 要 包

括：１）改善相关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双边与多边环境，尤其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减

少欧洲专利在其他地区被盗用；２）通过“地平线计划”等吸引年轻人选择相关领域

作为专业或职业，支持已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３）建立跟踪观察机制，定期评估与

调整相关政策。就成员国层面而言，一方面可以在欧盟竞争政策允许的前提下，通

过国家援助支持关键使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另一方面可通过政府采购从需求上

鼓励企业的研发与生产。

总体上看，上述战略为欧盟发展关键使能技术确定了大方向，使得欧盟层面的

支持更加系统，尤其是明确了联合发展六项关键使能技术和向支持市场化应用倾

斜的新思路。至于战略落实的前景，由于各成员国的国情不同，也会呈现出路径上

的国别差异，整体效果尚待观察。在几个最重要的成员国中，目前德国在关键使能

技术的绝大多数领域都具有技术优势，其相关政策与欧盟的战略框架也最为契合，

预期能较好地利用欧盟政策促进自身技术发展与应用。法国与英国在关键使能技

术的不同领域各有优势，近两年也在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效果需进一步观察。意大

利的技术优势相对较 弱，同 时 又 缺 乏 长 期 的 战 略 规 划，落 实 欧 盟 战 略 的 前 景 不 容

乐观。②

五、总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欧盟近年来率先提出“关键使能技术”的概念，且发展出了一套较为

系统的发展战略，除顺应世界技术与产业发展潮流之外，还有其特殊而又深刻的经

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考虑。从经济角度看，欧盟发展关键使能技术的重要性似

乎更为紧迫。经历过去几年的危机“洗礼”之后，当前欧盟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着

两个关键任务：一是如何拉动中短期的复苏，二是如何开启中长期的可持续增长通

道。在政府财政纪律不断加强，可用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捉襟见肘的大背景下，调

７９

①

②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１年，欧洲投资 银 行 为 关 键 使 能 技 术 领 域 提 供 的 贷 款 大 约 为

每年１０亿 欧 元。参 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Ｋｅ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Ｊｏｂｓ”，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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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与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公共部门效率、改革劳动力市场等结构性手段对于完成上

述两个任务的意义日趋突出。作为“欧洲２０２０战略”和欧盟“再工业化”战略确定

的未来若干年欧盟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发展领域，关键使能技术无疑是我们观察

欧盟经济的结构 性 变 化 和 把 握 欧 盟 经 济 前 景 的 重 要 视 角，需 进 一 步 跟 踪 研 究 其

进展。

在欧盟划定的“关键使能技术”领域，近年来中国也给予了较高重视。国务院

２０１０年提出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关键使能技术的重要应用领域。总体

上看，目前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技术水平和研发投入与欧美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虽

然发展阶段不同，但是从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看，中国在关键使能技术

领域的发展特征与欧盟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可以从欧盟的发展战略中获得有益

的启示。其中尤以以下两个方面最为关键：

首先，欧盟特别重视各项使能技术的联合应用前景，不仅用一个整体概念将六

项使能技术“捆绑”起来，还专门提出了融合各项技术的“先进制造系统”。这体现

了欧盟对未来技术发展与应用趋势的敏锐性，以及借此尽快提高多数工业部门的

技术创新与应 用 能 力 的 愿 望。欧 盟 在 这 方 面 的 认 识 与 具 体 做 法，可 为 我 们 提 供

借鉴。

其次，跨越“死亡之谷”，加快实现技术成果的市场化，将技术研发优势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被欧盟视为发展关键使能技术的首要任务。不论是将技

术研发、产品示范、制造活动这三根支柱并重，还是包括一系列财政支持在内的实

施框架，都对更加接近市场的技术成果转化阶段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中尤以

支持试制生产线和大规模示范项目等措施最为典型。对于中国而言，如何提高科

技成果转化率，使科技创新更好地服务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也是非常紧迫的现

实问题。在这方面，欧盟的政策思路和具体做法也值得重视。

责任编辑：郑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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