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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而技术进步依赖于R&D（研究与发展）投入。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R＆D投入既存在强度偏低的问题，又存在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必须在进一步加大R＆D投入的同时更加科学、有效与合理地配置有限的R&D资源，这是在建设创新
型国家进程中始终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为此，本书研究的主要思路是：　　一是既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又要依赖于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和干预
市场作用的发挥，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加大政府R&D投入，诱导全社会增加R&D投入，提高R&D
／GDP比重，并解决目前我国R&D来源结构“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问题，使我国R&D投入总量与来源
结构、R&D／GDP和R&D在三大主体、三大研发阶段间配置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相适应。
　　二是R&D投入、来源结构、R＆D／GDP与配置的发展演化有其固有的规律性，世界主要发达国
家上百年的工业文明史所折射、反映的规律性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三是我国有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国情，既要借鉴国际经验，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国际经
验的本土化，这是设计未来15年我国R&D投入与配置制度框架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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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未来R&D投入配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是国家教育部社科研究2006年度社科项目的研究成
果（项目编号：06JA630026）。
《中国未来R&D投入配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国际经验与建设创新型国家视角，综合应用了多学
科的研究方法，实证和规范、归纳和演绎、微观和宏观、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对中国未
来R&D投入与配置展开了具体的研究。
　　《中国未来R&D投入配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重点研究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
发展的不同阶段R&D投入总量变化、来源结构、R&D／GDP与有效配置的主要规律与演化原因；二是
基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现实背景，描述与分析了在2006～2020年间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应形成的R＆D
投入的总量与来源结构、R&D／GDP和R&D在三大主体、三大研发阶段间配置的理想状态；三是站在
政府层面上，较为全面、完整地提出政府加大R&D投入、诱导企业R＆D投入和促进R&D有效配置等
操作性强的制度安排框架体系，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
　　《中国未来R&D投入配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既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咨询，又为学界进一
步展开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管理与政策的理论提供借鉴。
适合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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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未来R&D投入配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的主要思路是：一是既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又
要依赖于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和干预市场作用的发挥，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加大政府R＆D投入，诱导
全社会增加R＆D投入，提高R＆D／GDP比重，并解决目前我国R＆D来源结构“低水平均衡陷阱”的
问题，使我国R＆D投入总量与来源结构、R＆D／GDP和R＆D在三大主体、三大研发阶段间配置与工
业化发展阶段相适应。
二是R＆D投入、来源结构、R＆D／GDP与配置的发展演化有其固有的规律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上
百年的工业文明史所折射、反映的规律性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三是我国有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国情，既要借鉴国际经验，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国际经验的
本土化，这是设计未来15年我国R＆D投入与配置制度框架的基本出发点。
总之，《中国未来R&D投入配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研究是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背景，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在综合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应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R＆D投入总量
与来源结构、R＆D／GDP和R＆D配置的调整与变化作为研究的主线来展开深入的分析，试图形成高
质量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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