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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

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合作
*

黄 磊

摘 要: 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的科技交流历史悠久。信息通信技术作为现代高新技

术风险投资的重要领域以及构建知识密集型社会的重要衡量指标，将会成为未来中国

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技术转移的主题。本文通过研究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之间信息通

信技术转移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预期，探讨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如何在技术转移过程

中寻求更有价值的合作，以增强各自自主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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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产业内部技术转移与国际技术转移的联系愈发紧

密。技术转移是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技术获取手段之一，包括购买许可权、国外直

接投资，甚至是非法的模仿及交易等方式。① 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实现相关知

识的转移是实施国际技术转移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国际并购实现引进及吸

收先进技术已成为目前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途径之一。持续的技术转移有利于技

术先发国家与技术后发国家之间技术知识与其他技术资源的互补，产生有利于双方

技术创新的大规模知识溢出效应。只有实现积极的“知识溢出效应”，才有可能进一

步实现知识的再创新。知识溢出效应实现的过程，也是技术转移过程中对技术引进

障碍的跨越、真正实现技术应用本土化和创新价值认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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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技术转移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维度

目前，学界对技术转移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博泽曼 ( Barry Bozeman) 认为，

“技术转移”的定义可以从研究原则和研究目的来进行分类。① 以阿罗( Kenneth J．

Arrow ) 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倾向于从一般知识的特性探讨技术的定义，对于技术转移

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相关生产与设计的变量的研究。② 管理学的研究更关注商业化模

式中产业内部的技术转移，③有的学者将技术转移与企业技术发展战略紧密相联

系，④其中也包括企业通过结成技术联盟实现技术的发展与转移，形成竞争合力。⑤

社会学家倾向于将技术转移与创新联系起来，将技术( 包括社会技术) 视为“在包含

不确定性的因果关系中，为获得预期结果而对机械行动进行的设计”⑥。人类学家则

倾向于在更广泛意义上将技术转移置于社会文化改变及技术影响转变的范畴内进

行讨论。⑦ 但在当前技术转移研究领域内，技术转移的概念和定义更多地受到了管

理学理论的影响。

当前，国际技术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发达国家( 地区) 之间。由于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法律以及

政治体制上差异较小，且具备一定的技术比较优势，这些国家之间技术转移的渠道

和形式相对其他国家更加多元，技术转移的效率也更高。一般而言，发达国家间的

技术转移旨在通过合作维持其技术先发优势。技术转移的规模和数量是发达国家

技术转移过程中最重要因素之一。这是由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市场机制所决定的，

具体体现为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完备，本国内部技术转移市场成熟等。大规模的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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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风险投资对发达国家间的技术转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美国和德国之

间的技术转移为例，从研发基金来源和研发表现这两组指标来看，双方在产业、政府

投入、高等教育机构和私人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虽然两国

之间仍存在着不少结构性差异，但在技术转移系统的功能定位上具有相似性，即通

过技术转移迎接相似的技术挑战和机遇。①

第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技术发展程度在

总体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往往希望通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获取

亟需的技术资源，并借助这些资源激发自身的技术创新优势，实现技术追赶。发达

国家则通过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将处于产品生命周期后期的技术产品转

移到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挖掘该技术产品的价值。这构成了发达国家实行技术垄

断，限制技术扩散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部分发展中国家虽逐步具备特定领域

的技术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向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但整体上发展中国家

在短期内仍难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第三，发展中国家( 地区) 之间。虽然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

的技术差距，但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也具备各自的技术优势。发展中国

家之间往往更容易通过技术转移实现其本身优势技术及已吸收技术的再转移，并藉

此实现优势互补，获得进一步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资金和技术资源。以中国与东盟

各国为例，随着双方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技术资源、产品和市场等

方面均通过技术转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互补。对中国而言，东盟各国是技术产品重

要的原材料供给市场，同时也是各类技术产品的消费市场。对于东盟成员国而言，

更是可以通过与中国之间的技术转移实现其自身技术水平的提升。② 对于技术后发

国家而言，这种形式的技术转移可以作为其技术发展战略的重要补充。

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技术先发国家所具备的技术优越感往往会引发技术后发

国家社会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冲突。技术后发国家之间由于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发

生此类冲突的可能性较低。根据埃里森( Graham T． Allison) 的理性决策模型，冲突

的解决基于政府作为理性决策者对于冲突解决目的的评估，理性决策的基础在于政

策解决机制能否获得相应的回报。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都从信息通信技术转移中

获取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双方会进一步

扩大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转移。对于双方而言，以知识与创新为导向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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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将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选择。

二、海合会国家技术转移的历史经验及信息技术发展现状

对于现代信息通信技术而言，理性思维、数学及工程学知识不可或缺。虽然现

代信息通信技术离不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数学及科

学技术知识对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古代阿拉伯世界

通过技术知识转移，助推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繁荣与发展。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

的黄金时期，智慧宫( Dar al-Hikmah) 通过大量译介古希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著作，

为东西方科学与技术知识提供了交流平台，中世纪阿拉伯科学家与工匠借助这些科

技译著，在技术转移的同时对技术进行了创造性的改进。与此同时，丝绸之路为中

国与阿拉伯世界实现技术转移提供了可能。在传播《古兰经》的强烈需求下，穆斯林

基于中国古代的造纸术，改进了《古兰经》的印刷技术，①这不仅提高了《古兰经》的

传播效率，也对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影响。②

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科学技术创新离不开东西方的科技交流，技术转移是交流

的主要形式之一，并带来了技术创新。科学史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中世纪阿拉伯

帝国在科学技术的转移、吸收及创新方面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第一，通过翻译经典著作的方式保存古希腊的科学与技术知识。西方科学和技

术的重生离不开古希腊和中世纪阿拉伯世界之间的知识转移。阿拉伯帝国通过“百

年翻译运动”，使科学知识在公元 8 世纪至 10 世纪之间实现了持续转移。许多对现

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古希腊经典著作是经由阿拉伯语译本重新译成拉丁语才得

以流传下来的。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阿拉伯世界在对知识进行吸收的基础上，实

现知识的再创新。阿拉伯新柏拉图主义作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关键组成部分实

现了新的发展。③

第二，阿拉伯数学对于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阿巴斯王朝著名数学

家花剌子密( Al-Khwarizmi) 将印度十进制数字引入伊斯兰世界，并传播至欧洲，这便

是著名的阿拉伯数字。公元 10 世纪至 12 世纪，阿拉伯世界的数学成就对于数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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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花剌子密在《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一书中致

力于一元及二元多项式方程的正根求解工作，在代数学方面的成就与古希腊数学家

丢番图( Diophantus) 难分伯仲。① 从科学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世

界在求根上具有相似的数学书写和表达方式，而这种相似性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仍有

待探究。②

第三，中世纪发明家巴努·穆萨兄弟( Banu Musa) ③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可编

程的机器。阿拔斯王朝时期，穆萨兄弟写就了著名的《机械之书》( Kitab al-Hiyal) ，

详细描述了许多精巧设备尤其是自动化机械设备的设计及使用方法，除穆萨兄弟原

创发明的机械装置外，该书还介绍了大量受到古希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工程技术

启发制造出来的机械装置。④

始于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达到顶峰。“阿拉

伯学者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将古希腊几百年发展起来的知识消化了。”⑤知识转移

效率之高古今少有，类似的现象正在当前的中国发生。技术知识的转移是中世纪阿

拉伯世界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考察发现，在欧亚大陆长时间大规模的知

识转移过程中，伊斯兰文明对发展自身科学技术有着强烈的需求。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体制以及宗教文化的差异，导致一种技术在转移过程中往往受到来自社会各方

面的抵制，即所谓的“技术抵抗”( technology resistance) 现象。与中华文明兼收并蓄

的特质相似的是，对技术的接受、吸收和创新根植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之中，并成为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内生需求。

在 21 世纪，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以及创造更多高技术水平的工作机会已经成

为各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都致力于提升高技术劳动资源水

平，转向知识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并已制定相关的政策加快实现这一转变。信息

通信技术在此过程中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技术后发国家对现代化信息

通信技术转移的需求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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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相对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海合会成员国在探索知识密集型经济模

式和建设信息化社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自然资源

禀赋差异巨大的中东地区，海合会成员国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海合会成员国依靠石油资源积累获取的巨额财富，奠定了

向知识密集型社会发展坚实的经济基础。石油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也是海合会成员

国无法置身全球信息变革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同时，海合会各成员国正在通过

信息化建设迅速提升其在全球商业环境中的地位，这对该地区信息通信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2014 年阿

联酋的全球营商环境指数排名第七，海合会其他五个成员国均位于全球前 100 位。②

虽然近年来海合会各成员国研发基金支出占 GDP 比重持续上升，但仍然处于全球

较低水平。2013 年，中东与北非地区研发基金支出占 GDP 比重的平均值仅为 2%。

其中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三国的研发基金支出占各自 GDP 的比重分别为 3．4%、

3．2%和 1．4%。③

当前，技术转移仍是保持海合会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

一。在过去十年间，海合会成员国在信息通信技术转移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主要

体现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三大领域的投入上。

第一，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成效方面，海合会成员国均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截至 2014 年，海合会成员国互联网普及率均值超过 80% ( 卡塔尔、巴林和阿

联酋均超过 90%) ，互联网用户数量在过去十年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第二，海合会

成员国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教育资源的国际化整合，正在打造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

高等教育力量。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海合会成员国提供了大量高技术人才，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KAUST )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NYUAD ) 等一批信息通

信技术教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学先后成立。第三，海合会成员国在把信息通信

技术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方面已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电子政务方面，巴林

的智能卡技术与阿联酋的认证授权技术已在海湾地区得到认可。正是由于政府在

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持续大规模的投入，采取注重应用导向举措积极将资源投入转化

为实际应用，海合会成员国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已处于中东地区绝对领先的地位。

上述三个领域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明显提升了海合会各成员国的信息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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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oumitra Dutta and Mazen E． Coury，“ICT Challenges for the Arab World，”in Soumitra Dutta et al． eds．，
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Ｒeport ( 2002 － 2003) : Ｒeadiness for the Networked World，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 116－131; Margareta Drzeniek Hanouz，ed．，Arab World Competitive-
ness Ｒeport 2007，World Economic Forum，2007，pp． 1－16．

World Bank Group，Doing Business 2015: Going Beyond Efficiency，Doing Business，2014．
World Bank Group，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5，The World Bank，December 2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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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更大规模的高新技术合作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通过信息通信技术转移得到放

大。由此可见，信息通信技术已成为海合会成员国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的重要保障

之一。

对于技术知识转移的接收国而言，应用环境的差异导致技术知识转移的成果往

往很难直接转变为自主创新。一种技术知识的转移往往会遭遇接收国的社会文化

抗拒。传统观点认为，这种来自社会其他部门的抗拒与排斥往往会对技术的转移产

生负面影响。电子邮件技术在刚引进到阿拉伯国家时，在应用层面便遭到了来自社

会各阶层的排斥，其主要原因是阿拉伯民众受到伊斯兰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更倾

向于面对面的交流，更注重在社会组织结构中营造家庭氛围。电子邮件技术在应用

过程中割裂了人们通过直接接触所依靠的情感交流纽带。因此，当时的电子邮件技

术在阿拉伯国家接受度较低。有学者认为，技术抗拒可以被视为技术创新的一种资

源，社会文化对技术应用过程中的适应与发展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① 在外部世

界快速变化带来的压力和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内生动力的双重作用下，越

来越多的阿拉伯民众在其他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相关知识教育的影响下，逐渐接

受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导致的生活变化，并且在技术变革和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了平衡

点。这也是海合会成员国建设知识型社会、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模式的重要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种技术，在转移到不同地区时也需要对其应用的环

境和条件做出适应。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在跨国或跨区域转移时都无法避免技术本

土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以租车技术为例，“优步”租车( Uber) 在美国的迅速发展离

不开健全的法律、信用和保险制度，这些制度在后发国家中往往还不成熟。因此，中

国和许多后发国家在进行租车技术转移和应用时仍面临较大的制度障碍。

此外，海合会成员国在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还面临其他一些问题。与

发达国家相比，海合会成员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然薄弱。通过对信息通信技术发

展关键指标的研究不难发现，截至 2014 年，海合会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及服务

的出口仍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及不稳定性。因此，对更多更优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

投入将成为海合会成员国的迫切需求和必然选择。持续大规模的信息通信技术转

移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优化。

三、中国对海合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转移中的机遇与挑战

海合会在海湾地区、阿拉伯世界和国际事务中都发挥着其他中东区域组织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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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tin Bauer，Ｒesistance to New Technology: Nuclear Pow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6 年第 4 期


企及的作用，且一直以来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① 近年来，中国与海合会成

员国的双边贸易总额持续增长，双方间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但双方的投资合作的

水平仍较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匹配，进一步的合作有待加强。②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 UNCDAT ) 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统计数据分析

显示，通信设备自 2013 年起已成为信息通信技术领域贸易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当

前，中国是全球信息通信设备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海湾地区正在迅速成为全

球适宜开展商业活动的地区，这一趋势表明海合会成员国对于中国全球信息通信

技术市场策略的部署非常重要。中国已经超过韩国、美国以及欧盟成为海合会成

员国最大的信息通信技术贸易伙伴( 见图 1) 。计算机、通信设备、电子消费品以

及电子元件等对于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必不可少的信息通信设备，已成为中国

与海合会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贸易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中，计算机设备占全部信

息通信技术设备出口的比重最大，电子消费品的增长速度最快( 见图 2) 。数据分

析预测，未来中国和美国将成为海合会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最重要的两大贸易

伙伴。

图 1 2009～2013 年海合会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产品进口贸易总额前五位对比图( 单位: 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统计数据( UNCDAT Statistic) ，http: / /unctadstat．unctad．org /

wds /ＲeportFolders / reportFolders．aspx，登录时间: 2016 年 2 月 18 日。

·07·

①
②

张宏:《阿拉伯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影响与作用》，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5－9 页。
吴思科:《“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合作》，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4－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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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9 年～2013 年中国出口至海合会成员主要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对比图( 单位: 百万美元)

数据来 源: 联 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委 员 会 统 计 数 据 ( UNCDAT Statistic ) ，http: / /unctadstat．

unctad．org /wds /ＲeportFolders / reportFolders．aspx，登录时间: 2016 年 2 月 20 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下简称“亚投行”) 的设立将为中国与海合会各成

员国之间的高新技术合作、转移和应用提供更宽广的平台。科威特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于 2015 年签订《亚投行协定》。值

得注意的是，亚投行的成员国并非只局限于特定的发展中国家。部分发达国家及各

类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也借助这一平台，对其覆盖区域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相关的生产

性领域进行投资。这表明，来自信息技术先发国家的部分优势资源将通过这一平台

转移至海合会各成员国。

信息通信技术与后发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了

广泛的讨论及认可。① 信息相关基础设施对于建设知识密集型经济至关重要。中国

已从信息通信技术转移中获得了建设信息化社会的重要资源，即相关的技术性知

识，并通过自主创新及产业化实现了技术性知识大规模的溢出效应，社会经济发展

越来越倚重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和快速增长。②

毫无疑问，随着亚投行的正式成立，用于区域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资将实现大幅增加，其中后发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及其相关生产性投资也将变得更

具价值。亚投行以其巨大的区域影响力吸引信息技术先发国家的优势资源，将大幅

提升成员国中后发国家信息通信技术转移的效率，并使技术的输出方和接收方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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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Chrisanthi Avgerou，“The Link between IC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Discourse of Development，”in
Mikko Korpela et al． eds．，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New York: Springer，
2003，pp．373－386．

Qingxuan Meng and Mingzhi Li，“New Economy and ICT Development in China，”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Vol．14，No． 2，2002，pp． 27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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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规模的技术性知识溢出效应。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提供了参与国际信息通信基

础设施建设及合作的新契机。纵观全球，依赖于现代化信息通信技术的“天缘政治”

正在兴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中国重要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正在迅速成为继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 GPS) 、俄罗斯格洛纳斯( GLONASS ) 和欧盟伽利略卫星导航系

统( Galileo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 之后全球最主要的卫星导航系统之一。随着信

息通信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中国自主研发并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已成为科技外交的重要载体。随着海合会各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

应用安全环境、技术条件及相关政策的不断成熟，其知识密集型社会建设对于卫星

导航系统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海合会成员国在阿拉伯世界属于社会政治经济发

展相对稳定的国家，这使其成为中国北斗系统在阿拉伯世界推广的桥头堡。同时，

代表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硬实力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也是确保中国与海合会成员信

息通信技术转移成效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企业而言，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应积极寻求国际合

作，通过技术转移增加创新的维度。当前，中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企业正在以前所未

有的深度和广度投入到国际市场竞争中，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华为和

中兴为代表的中国通信信息技术企业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作为技术后

发国家，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在进行信息通信技术自主创新时，都面临来自技术转

移方面相似的挑战。

第一，如何平衡信息通信技术转移与社会稳定的需要。对于中国与海合会成员

国而言，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信息通信技术提供的支撑。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

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升级。但是，信

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也对其自身的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通信技术的高

速发展会提高社会对劳动力资源的要求，由此造成一定程度的技术性失业。同时，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数字化信息的泛滥，进而产生信息滥用的

风险。

第二，如何制定与信息通信技术转移相匹配的法规政策。中国和海合会成员国

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各自的发展特点。不同的社会环境对同一种技术的应用要求

不尽相同。信息通信技术先发国家具备相对完善的信息通信技术法规政策。其中，

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相关的教育改革政策及信息安全政策等。而对于信息通信

技术后发国家而言，仍需要在技术高速发展过程中不断去探索和实践适合本国国情

的信息通信技术法规政策。

第三，如何通过信息通信技术转移孵化出有利于自主研发的创新环境。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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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合作、扩散和转移等

技术获取手段，但技术获取的最终目的是服务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基于这一目

的，信息通信技术在转移过程中，势必会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规模

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的能力，也会对自主创新的环境条件提出更高的

要求。

第四，如何更加高效地将优势资源投入到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随

着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的双重作用

下，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源将投入到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其中，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

投入质量将对培育内部和外部市场需求以及激发技术的更新换代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然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吸收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寻租行为，相关政策法规

和配套制度的缺失，导致许多本应用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没有发挥应

有的作用。来自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要求，也会进一步影响中国与海

合会成员国之间技术转移的效率。

上述问题将成为亚投行成立后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在投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

施建设时必须面对的挑战。如何通过技术转移过程中的合作与交流，在技术吸收应

用的同时突破信息技术发展的瓶颈，将成为亚投行各成员共同探讨的重要主题。

四、前景展望

对于中国和海合会成员国而言，未来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有赖于已有的

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成果。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经济增长的强烈需求以及

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将为海合会成员国提供信息通信技术转移和创新的基础。海

合会成员国的城市化进程更多地依赖知识经济的发展，而知识密集型经济模式的构

建离不开信息高效、稳定和安全的信息技术。当前，海合会成员国在电子绩效 ( E-

performance) 方面已处于中东地区领先地位，且正在逐步向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智

能化绩效( Intelligentize-peroformance) 转化。根据思科公司预测，未来几年海合会成

员的互联网普及率仍将持续提高，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将继续拉动大规模信息通信

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同时，这也为其建设知识型社会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应用

支撑，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数据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全球范围内信息通信技术的变革。得益于技术的

发展以及市场需求，数据存储成本正在持续下降。① 数据科学正在迅速改变信息通

·37·

① Viktor Mayer-Schnberger，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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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相关技术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广

泛，更大规模的知识溢出效应将得以实现。数据科学和技术将在产业部门之间、国

家与国家之间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以数据为驱动的信息通信技术转移也将面临一

些新的变化。

第一，在现代社会，人类的记忆越来越依赖于外部存储。记忆的外部存储主要

以数据存储的方式存在。数据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将极大地影响数据存储的质量。

社交网络及电子商务的普及对于在线数据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海量数据时代，

数据存储的质量及安全不仅取决于个人终端的存储能力，更依赖于公共存储设备的

发展水平。例如，作为构建信息社会的重要指标，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所拥有的安

全网络服务器( 每百万人) 的数量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截至 2014 年

底，海合会成员国安全网络服务器的平均总量( 172．1 台 /百万人) 仍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 190．4 台 /百万人) ，而中国境内可用安全网络服务器仅为 7 台 /百万人。① 如何优

化数据的存储方式，提高数据的安全性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将构成巨大的挑战。

第二，以数据为驱动的信息通信技术需要从基础科学以应用技术的形式转移到

产业部门。电子商务产生大量的数据中包含了有价值的市场情报。② 产业发展的研

究分析离不开商业情报分析。根据 2011 年 IBM 发布的技术趋势报告 ( IBM Tech

Trends Ｒeport) ，商业分析、移动计算、云计算、社交产业是 2010 年至 2020 年最主要

的四种信息技术。③ 第三代商业情报及分析技术( BI＆A 3．0) 将高度依赖数据技术的

发展及应用。商业情报分析技术将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与市场情报分析、电子政务

与政治、科学技术发展研究、智能健康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对大规模数据的分析将

有效地提取这些领域有价值的信息，并加以利用。④ 未来，对于数据的获取及准入权

限将成为各国竞争力的主要标准之一。

第三，数据科学发展的差异导致以数据为驱动力的信息通信技术国际转移。数

据的收集、处理及可视化技术水平将影响一个国家在数据科学发展及应用的发展潜

力。以美国为例，早在 2005 年，IBM 就已经将数据挖掘技术( Hadoop) 从基础研究转

移到了市场应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信息通信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发达国家跨越数

据科学发展初期技术障碍提供了重要保证。如何通过技术转移形成自身在数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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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 World Bank，http: / /data．worldbank． org / indicator / IT．NET．SECＲ．P6，登录时间: 2016 年 3
月 1 日。

Viktor Mayer-Schnberger and Kenneth Cukier，Big Data: A Ｒ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3．

IBM Developer Works，The 2011 IBM Tech Trends Ｒeport，IBM，November 15，2011．
Hsinchun Chen et al．，“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 From Big Data to Big Impact，”Mis Quarter-

ly，Vol． 36，No． 4，2012，pp．1165－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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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将成为中国和海合会成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第四，以数据技术为支撑的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制定将对后发国家提出更高的要

求。随着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完善，来自对数据技术绩效及价格评估与比较的压力日

益凸显。目前，基于甲骨文( Oracle) 、天瑞( Teradata) 和基于 MapＲeduce 的数据系统

等主流并行数据管理系统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技术基准。① 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出现的数据库标准制定不同的是，并行数据管理系统将在最大程度上与现实世界

的应用相融合。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不同的技术应用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技术标准

要求。近年来，虽然中国的数据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仍未形成一套通用的

数据技术应用标准。这也是未来中国信息通信技术转移时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

问题。

此外，激发中小企业及微型企业的发展活力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转型的重要举

措，也是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实现知识密集型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根据中国“互

联网+”的战略规划，中小企业及微型企业的发展将高度依赖现代化信息通信技术手

段。以数据为驱动的信息通信技术转移能否为双方中小企业及微型企业的发展提

供更大的助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成为检验双方信息通信技术转移效率的重要衡

量指标之一。同时，借助以数据为驱动的信息通信技术转移的杠杆作用，撬动双方

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也将对双方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将

彻底改变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格局。

综上所述，数据科学从基础科学向产业部门的转移将对中国及海合会成员国信

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基于这些变化，中国应采取更为积极

的态度加强与海合会各成员国的信息通信技术转移与合作，充分发挥“亚投行”作为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平台的作用，吸收来自信息通信技术先发国家的优势技术资源。

如何通过更有效率的信息通信技术转移实现双方更有价值的合作，进而实现技术转

移过程中自主创新的能力的提升，将成为中国和海合会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转移的

主要驱动力。

(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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