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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抢抓重大发展机遇，不断变革求新，实现了
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区域发展竞争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随着这一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其他地区的迅速发展，国外具有更强竞争优势
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如印度、越南等）进入全球化市场，特别是去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
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从金融领域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使长三角、珠三角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如何审时度势，采取有效对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
创新驱动、消费驱动的战略变迁，无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还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有重大的
—煮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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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把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投入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切入点，切实增加对高新技术
产业R＆D活动的投入，尤其是在增加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要着力培育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技术源头。
可以通过建立规范的担保机制，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筹措更多的发展资金，从而不断完善服务于科技创
新及产业化的资本市场体系。
　　（2）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法制环境。
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创新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容易遭到侵犯，产品仿冒层出不穷。
企业在搜集证据、起诉及请求司法执行方面遇到许多困难，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严重影
响企业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和打造品牌的积极性。
要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和打造知名品牌，首先要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
要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制裁力度，强化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行政机关相互推诿职责，
认真为企业维权提供服务。
　　（3）推进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
要加快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促进节能降耗和环境保
护，努力破解能源、土地、环保等资源环境制约，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不断提高企业信息化程度，加快推进信
息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提高工业化水平。
加快生物技术在农业、工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促进现代农业、海洋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
加快运用新能源技术、新环境技术，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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