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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测，
文化间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国际的
、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吸纳、融合与排
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良方。
软科学一词最早源于英国出版的《科学的科学》一书。
日本则是最早使用“软科学”名称的国家。
尽管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软科学有着不同的称谓，但其基本指向都是通过综合性的知识体系、思维
工具和分析方法，研究人类面临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为各种类型及各个层次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它注重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各个社会环节的内在联系中发现客观规律，寻求解决问题
的途径和方案。
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软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
软科学的广泛应用，在相当程度上改善和提升了发达国家的战略决策水平、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其
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与挑战，党中央大力号
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1986年，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到会讲话，第一次把软科学研究提到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的高度。
1988年、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发出“大力发展软科学”、“加强软科学研究”的号召。
此后，我国软科学研究工作体系逐步完善，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软科学事业有了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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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高科技、新经济与全球化：中国的三重联动对策”的研究成果。
    本书阐述了科技国际化的特征、规律、理论及评价方法，分析了科技国际化给我国带来的新机遇与
新挑战；就我国加快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出了科技国际化的三重联动战略；
并对国内外知名企业的科技国际化进行了案例研究，对硅谷、上海和大连的科技国际化进行了实证研
究。
    本书可供广大科技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和有关研究人员等使用，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本科
生、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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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知识供应链关于国际化创新集群的形成机制众说纷纭，韦伯的集聚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
了创新集群的形成动因，而马歇尔的集聚理论则主要着眼于自然因素和政府政策。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减少交易费用是创新集群的动因，创新理论则强调创新集群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提高
的作用，产业组织理论把产业壁垒的降低看做是创新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
比较认同创新理论，本书对于知识供应链和知识网络的探讨也是基于这种理论（姜照华等，2004）。
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知识作为资本和可出卖是产品的性质已被人们所接受。
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丁分校商学院教授Davenport在与Prusak合著的新书Working Knowledge中，
提出了知识市场理论。
其意是指企业的知识活动与传统的、有形的商品并无二致，知识可以交易、购买、交换、寻找与制造
；知识市场的主要定价机制是基于互惠性，也就是期望自己付出知识商品时，可以得到有价知识的期
待；除此之外，知识也可以有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以利于各方进行交易。
这意味着把物流中供应链的相关理论应用到知识管理当中是完全有可能的，而创新集群中企业及相关
组织机构组成的知识网络则为这种应用提供了可能。
在国内，知识供应链较早是由同济大学张曙教授提出的，但他并没有给出知识供应链的定义，而是就
如何将物流领域内供应链的经验和知识应用于对知识流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此后，国内的学者陆续提出不同的关于知识供应链的定义，如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的蔡翔等认为，所谓
知识供应链是指围绕某一核心主体，以满足上下游需求为导向，通过知识流将知识的供应者-知识的创
新者-知识的使用者连接起来，以实现知识的经济化与整体优化目标的功能链接结构模式。
在国家层面上，知识供应链包括作为知识供应链核心的企业（知识的需求者、购买者、应用者、提供
者）、大学和科研院所（知识的提供者、科技中介机构、需求信息、供应信息的拥有者）。
企业对新产品的开发和技术创新产生对知识的需求，这种需求信息往往通过中介机构发布，有时企业
也直接与大学或科研院所进行项目开发合作，或者通过自己的技术中心自主开发。
在企业微观层面上，知识供应链系统的主体主要是技术工人、R&D人员、销售人员和企业家，企业家
是企业知识供应链的核心主体。
作为知识供应链的管理者、组织者，企业家决定着知识创新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更有效地协调与整合
其他行为主体的创新活动，以减少交易成本，便于知识管理与决策。
其他行为主体则是作为协同主体，发挥参与、配合的作用。
在不同的阶段，核心主体和协同主体可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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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测.文化
问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国际的、
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吸纳、融合与排斥
、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良方。
　　——徐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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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技国际化的理论与战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科技国际化的理论与战略》可供广大科技人员、经济管理人员和有关研究人员等使用，也可以作为
高等院校有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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