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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技术过程，创新能力正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决是性
因素和区域竞争力的核心。
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可以更有效地整合经济、政治资源，从而提高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
　　在世界各国，区域创新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政府也在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各地也随后提出
了“科教兴市（区）”战略。
如何建立和健全一个区域的创新体系，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是各地政府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上海市“科教兴市”和“聚焦张江”的战略指引下，浦东新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创新体
系的建设工作，集聚了大量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等创新要素，建成了一批催生科技企业孵化基地，
进一步完善了信息共享、技术交易、融资等服务体系，启动了科技创新、人才、创业投融资、信息、
知识产权等五大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展开了以扶持高新技术企业为目的的“慧眼工程”——浦东新
区正在以自己最实际的行动向外界表明：她要成为自主创新示范引领区。
　　“创新与发展丛书”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集合了上海浦东产业经济研究院多位研究人员的
辛勤工作和浦东新区各级领导的关注而最终成稿的，值此付梓之际，我在此表示衷心的祝贺，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国外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有着诸多的经验和方法，从中探寻出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
，我想这就是本书最大意义之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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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工业革命开始，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不仅如魔法般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更对各国的经济绩效产
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的辉煌，90年代末美国经济的突出表现，让人一次次将目光投向了技术创
新。
面对今昔反差巨大的美国和日本，面对泡沫破灭的因特网，人们不禁产生了许多困惑，究竞技术创新
的动因是什么？
又是什么决定了公司和政府把创新成果转化为财富的能力? 《技术创新与经济绩效》就是以这些问题
为核心而展开的，介绍了9个发达工业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等）、9大产业（因特网、汽车、生物
制药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如同一张网，将技术创新的每一个相关细节都概括在了其中，为读者展
示了技术创新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
《技术创新与经济绩效》有助于我们对全球经济横向纵向的准确把握，更能给发展中的中国带来不少
启示。
《技术创新与经济绩效》论述严密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观点清楚又有充分的资料支持，既是一本经
济学专业论著，也是一本相关领域内的工具书，还可以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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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三项重大发明：核能、抗生素和半导体。
尽管一下子出现了这三项重大发明，但只有电子学领域中两种知识的交互作用以及不同发明的结合一
直在持续进行，因而其技术创新没有减缓的迹象，并且被普遍认为是“新经济”的代表。
赫尔普曼和金伯格（Itelpman and Trajtenberg，1998）指出，具有特殊性质的半导体是“新经济”的主
要发明：它能与其他技术和发明结合，被应用到许多方面，并带来了GPT技术。
半导体可以说是继19世纪末期的电之后最重要的发现了。
另外，各种发明还会相互结合形成新的发明，而这些新发明的功能大大超越了单个发明的作用。
1955年左右，真空电子管被罗伯特·肖克力所发明的晶体管所取代。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速微处理器与激光技术、光纤技术、人造卫星技术、软件技术以及材料学和
电子学领域的新技术相结合，创造出了高密度ROM存储器。
事实上，所谓的“通信技术”（ICT）革命并不仅仅局限在计算机上，而人们在讨论“计算机”对90
年代生产力的影响时，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型计算机甚至早期的个人计算机（最初的个人计算机只能算是个带计算功能的
打字机）并不是真正的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它们的功能非常有限。
一直到90年代，由于通信技术的出现，微处理器技术才得以与许多老技术（如家用电器）和新技术（
移动电话、医疗设备）相互结合。
然而，通信技术的最终影响恐怕会远远不止它和其他技术结合的能力。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用分析往事的方法来分析现在的事件总是显得有些草率。
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不仅仅把半导体的发明和应用看作是一项重大发明，更
将其视为一种能作为时代分界线的飞跃，就像前两次工业革命那样。
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除了GPT之外，还需要有其他的新技术如前两次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电和
化学工程（Rosenberg，1998）一样。
知识的形成和传播形式必须有根本性的变化。
信息革命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我们现在可以从屏幕上读到过去只能从报纸或图书馆中读到的东西，而是
在于获取任何形式知识的成本降低了。
通信方法的大大改进以及知识取得和存储成本的降低也许应该算是20世纪最后20年里最关键的变化了
。
　　因而，通信技术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它对生产力的直接影响上，它是一种知识型技术，即它
会影响到所有其他技术。
尽管在20世纪各方面的有用知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增长还在继续），但不断增加的专业性和狭
窄的知识基础还是难以避免的。
搜索引擎作为一种能够让人们廉价地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体现出它的重要性了。
事实上，如果在知识增长的同时，知识的汲取技术没有改变的话，那技术进步会因为大范围的知识管
理上的困难而最终停止。
从而，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会相应地减少（即使总的知识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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