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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铸区域科技创新力》由殷醒民著，本书的研究重点是长江三角洲科技创新能力演进的特征，而且
更多地是以次级区域(地市级)和县级区域的经验来解释；另一重点则是从创新成果的经济价值出发来
讨论国家科技资源和教育资源如何与工业生产力的融合问题。
科技与教育资源应当跟随工业实力才会有更高的配置效率，说明科技必须找到具有商业化价值的制造
部门，而不问这些制造业位于大城市还是县级区域。
今天，次级和县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正在蓬勃兴起，而对它的科技创新力发展轨迹的关注似乎被忽
略了。
中央政府和各级区域政府的决策者能够从本书中找到怎样选择产业发展重点和明确技术创新重点的思
路，也能够更好地正确评价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资源配置模式的成败之处。

《重铸区域科技创新力》适合经济方面的师生阅读，也可供决策者参考，还可为对区域科技创新力有
兴趣的读者提供有益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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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醒民：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1990-1994年留学英国，获得Univejty
of
Sussex博士学位。
作者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研究，著述甚丰，在《国际亚洲研究》、《经济研究》、《发
展政策研究》等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其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工业增长模
式的实证研究》、《制造业结构的深化与发展——1978-1998年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欧洲的企
业合并政策——经济学与法律分析》、《中国工业与技术发展》、《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国际金融学》、《国际金融》和《企业购并的金融经济学解释》等。
此外，作者还积极为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询意见，参与国家产业政策和
区域发展政策的研究与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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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实证检验肯定了长江三角洲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它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
的推动作用。
引进外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的技术水平，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但是回归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传导是通过与当地人力资本结合发挥
作用的。
也就是说，在推动经济的过程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所拥有的本地良好吸收能力是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
出效应实现的必要条件。
　　第二，本章的研究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假说。
回归结果表明，比起直接作用而言，FDI更多地是与国内的人力资本相结合而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
，也就是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少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力资本门槛”假说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成立的。
FDI技术溢出效应实现的前提是所在地必须跨越最低限度的“人力资本门槛”，即中等教育人数达到
总人口的15.91%，否则FDI的流入就会产生“飞地”效应，甚至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
　　第三，地区经济增长呈现收敛趋势。
长江三角洲地区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反向影响，证明“追赶”效应的存在，也就
是落后地区可以通过更快的增长速度来缩短和发达地区的差距。
而对于某一个城市而言.在经过高速发展期后，经济增长率会逐渐降低，趋于稳态。
　　第四，在制度因素方面，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济体制的转型都有
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即在市场机制运行已有一定基础和经验的情况下，逐步减少政府对
经济的干预程度，有利于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增加市场开放程度、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创造更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也是决定中国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
　　总之，从1990-2005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可以发现，要想使外资发挥积极的作用，
各地区必须跨越人力资本门槛。
从广义上来讲，“门槛”不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市场经济运行环境、法制
环境等因素都是制约FDI充分发挥作用的“门槛”。
因此，地方政府必须提升地区的投资环境，只有将其推升到“门槛”之上，外国直接投资才能充分发
挥其技术扩散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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