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实：“卡脖子”技术面前，

中国突围方向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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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张弘顼 

 

中国可以通过算法和软件的应用创新在四个方面持续强化中国现有价

值链。 

在上一篇文章《中国突围中高端价值链，应发力硬科技》中，我们采

用机器学习聚合分类研究，在全球 5228 种产品类别中系统性地识别了当

前中国高度进口依赖的 88 种“卡脖子”关键产品。而为了突破西方对中国

在关键技术上的制裁，本文基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

（Acemoglu）提出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结合近期我们对全球及国内

顶级学术机构及科技互联网公司共计 20 位人工智能科学家、算法工程师和

数据分析师的调研分析，发现了当前发达国家对中国在中高端价值链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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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主要集中在以芯片、光刻机和半导体为代表的硬件技术上。 

而相比硬件，近年来中国在软件方面的自主研发和迭代速度进步明显。

因此，我们建议中国可通过自身市场、资本与数据要素优势，集中突破部

分“卡脖子”的关键软件和算法技术。具体来说，中国可利用对软件与算

法的创新应用，持续强化现有的七大优势产业链。在稳固现有价值链竞争

优势的基础上，围绕一些数据敏感度较低且可贸易度较高的行业（如光学

器件、化学、机电控制等），不断提升中国软件技术与西方高端硬件技术相

互间的依赖性，最终帮助中国顺利迈入全球中高端价值链。 

破局之机：数据密集型产业的崛起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变化，东西方世界真正出现巨大经济增长

差距就是从 19 世纪工业革命初开始。围绕这种差异，一大批经济学家试图

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到底是什么。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要素是经

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了全要素概

念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解释经济增长。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卢卡斯

（Lucas）和罗默（Romer）等人试图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并解释了经济

增长的源泉是知识的分享和积累。 

近 10 年来，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发展，琼斯（Jones）和托内特（Tonetti）研究了数据在生产过程

中的基本模式，并定义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尽管数据

作为信息，其本身无法被直接应用于生产，但通过分析和预测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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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经济物品的生产与应用，将显著降低经济物品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

劳动生产率。 

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指出了当技术创新使某生产要素边际产出相对其

他生产要素显著增长时，技术就会“青睐”（偏向）该要素。同时，该要

素的边际产出和规模报酬将呈现递增特征。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

依靠传统生产要素投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越来越小，无论是劳动还

是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近年来均呈现显著递减特征。相反，以数据为代表

的新生产要素近年来呈现出边际产出递增的特征。这是因为信息时代下新

一代技术创新（比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几乎都是围

绕数据要素生产和发展的。正如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的核心观点，技术创

新偏向数据要素从而带动市场资源集中流入数字产业，最终导致数字密集

型产业规模报酬显著递增。 

根据我们的预测，2025 年中国所拥有的数据规模将占世界数据圈的

30%，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拥有数据规模全球第一的经济体。庞大的数据

规模将进一步支持中国发展数据密集型产业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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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软件和算法 

尽管中国数据规模正以惊人的速度持续扩张，但如何高效地使用数据

来指导经济产品服务创新，是数据密集型产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的关键，

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我们认为，真正对数据密集型产业拥有绝

对控制权，不仅仅取决于数据规模，更取决于核心算法和软件系统。 

基于我们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在软件与核心算法上依旧整体处于

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状态。比如，在核心工业软件领域，国产 EDA（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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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设计自动化）与发达国家 EDA 工具相比，在性能上（如工具完整性、稳

定性、工艺设计等）仍存在代际差距。在操作系统上，绝大部分手机和个

人电脑依旧被三家美国公司（谷歌、苹果、微软）所垄断。在核心算法方

面，中国国产的高端机器人在稳定性和易用性上仍与日本、美国、德国和

瑞士等国家存在差距，反映了中国在中高端制造业上仍未能掌握相匹配的

核心算法。 

然而，基于我们对全球和中国顶级高校及科技互联网公司 20 位人工

智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最新调研情况来看，相比当前“卡脖子”的硬件技

术，中国在关键软件领域率先突破的可能性更高。这是基于目前中国在算

法和软件领域具备的三大优势： 

一是在经济层面。中国拥有数据、人力资本与市场要素优势。正如我

们提到的，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数据圈。同时，庞大的消费市场能够为

数据密集产业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另外，根据 2020 年中国专业 IT 社区

CSDN（ChineseSoftwareDeveloperNetwork）的统计，在中国从事软

件开发与算法设计相关的学生或工程师已经超过 800 万人（根据 CSDN 活

跃用户计算），其中一线开发人员已经超过 60%。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使

得软件和算法开发可以快速在丰富的场景中进行迭代应用。 

二是在制度层面。政府将大力支持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2020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

制的意见》，明确了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意见同时指出了未来中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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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数据要素在数据共享、数据融合、数据确权、数据定价以及数据安全

等一系列方面推行改革。毫无疑问，国家“数据红利”的释放将推动数据

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应用，这将有利于软件和算法的迭代创新。 

三是在技术层面。受益于开源软件运动，高级算法与软件的可得性不

再困难。开源软件被描述为其源码可以被公众使用的软件，并且此软件的

使用、完善和分享方面不受许可证的限制。根据全球最大开源项目托管平

台 GitHub 统计，到 2025 年全球参与开源软件的平台用户数量将达到 1

亿用户。其中，中国开源软件参与者的数量及开源贡献度增长已成为全球

最快。 

破局之道：加快软件与算法在中国价值链上的应用与创新 

正如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有能力通过自身市场、人力资本与数据

要素优势，集中突破部分“卡脖子”的关键软件和算法技术。进一步，利

用软件与算法的快速迭代和持续创新强化中国现有的七大优势产业链。在

稳固现有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基础上，围绕一些数据敏感度较低且可贸易度

较高的行业，不断提升中国软件技术与西方高端硬件技术间的依赖性，最

终帮助中国顺利迈入全球中高端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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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