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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一回答知识经济前沿命题、具有时代挑战性的学术专著《自主创新与立法保障：比较与借鉴》
终于完成了。
本书是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法律制度与社会建设的和谐》的子课
题成果，是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成果，也是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课题成果，本书的
问世无疑要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法学会和上海市教委的资助。
　　本专著的主题自主创新与立法保障是一前沿性、时代性命题。
在本专著问世前，国内已有一些有关自主创新法制保障的论文问世，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一
批相关论文又相继问世；但是，围绕自主创新与立法保障这一主题的学术专著，迄今尚未问世，本书
可算是国内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虽然，近十年来，我对这一主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发表了三十余篇论文及决策咨询研究报告，也
多次参加相关立法实践，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但是，单独撰写一本专著，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课题立项以来，我就把专著撰写作为一个温故知新、自我提高的学习机会，视为一次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回报良机，尽己所能开展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前沿性、专题性、对比性、借鉴性研究。
　　在撰写过程中，我重新收集了大量有关国外自主创新与立法保障的资料，对知识经济时代国外自
主创新与立法保障的相关理论、制度及经验，加以比较和分析，进行分类梳理和提炼创新，旨在为解
决中国自身的问题服务，为促进和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尽本人最大的一份努力
！
　　尽管，专著主题具有时代价值和战略意义，专著对自主创新中的立法问题也作了专题性、聚焦性
、对比性、实证性的前沿探索，但专著本身肯定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缺憾，希望抛砖引玉，也
恳请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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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在比较和分析自主创新与立法保障共通性理论、制度及典型经验的基础上，着力于深化理论、
助益实践，致力于为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服务，作者设专章探讨了国外自主创新战略与立法保障中的
专题问题，自主创新与政府政策指引及其法制化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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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观全球，以台湾新竹和美国硅谷为突出代表的各类高新科技园区立法，在区域法模式和产业法
模式的选择中，更多的是倾向于区域法模式。
新竹的这一趋向比较明显。
就硅谷而言，硅谷所在区域，是传统英美法系的影响领地，大量有关硅谷的司法判例、判决主要聚焦
于私法领域和州以下范围的地方事务，它们与制定法一样，在这些领域成为州及全美的重要法渊源。
由此，也可以说，硅谷的立法调整也是区域法类型的一种，一种基于地情有自身特色的区域法模式。
　　如果关注国内各高新科技园区的现行、将有相关立法调整，除却当然适用的全国性法律、行政法
规等的有关规定，各园区的各种立法，从立法主体、立法宗旨、立法权限、立法适用区域、立法内容
、立法的可预见发展等诸多方面，都比较明显地表征出其区域法主导的基本面。
　　“迄今为止，我国对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基本上采用国家政策性指导与地方性立
法及行政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进行。
”①相权之下，我国高新科技园区立法采用区域法模式更为适宜和能够更全面、到位地推进高新科技
园区和高新科技产业化的发展。
相应地，我国高新科技园区的立法进路，可以定位为以区域法为主导的兼及产业法积极因素的立法模
式。
　　特别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先行立法开始和正在证明，区域法立法模式是有市场和有生命力的，
以协调一致的配套立法有形搭建高新科技园区各项事业发展的制度平台，是可行的。
同时，我国高新区立法的区域法和产业法模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也是可以互补互成的。
比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立法，在基本面上属于区域法的同时，也具有产业法突出产业发展优惠政策
法制化转化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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