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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赵丰义博士在历经三年潜心研究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一部专著。
赵丰义博士自博士论文研究开始阶段，就十分注重对经典经济理论的研读，对于技术创新问题有了比
较系统、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作者基于自身对技术创新问题的系统理解和深度把握，与我国装备制造业具体实践相结合，对技术创
新路径进行了系统界定，从产业和企业组织创新优化入手，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
新路径优化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该项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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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罗默（1990）认为，内生技术进步是由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所推动的，他运用三部门
模型研究了封闭型经济的内生技术进步机制，研究部门使用人力资本和总知识存量生产新知识，中间
产品部门利用知识和最终产品生产耐用品。
最终产品部门利用人力资本、耐用品和劳动生产最终产品。
研究表明，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及生产率决定了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罗默的研究还表明，经济一体化由于增加了人力资本总量，而且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利用知识扩散和知
识溢出，因而增加了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孤立
经济。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0）在罗默（1990）的基础上研究了开放贸易下
内生技术进步的机制。
在知识无阻力扩散和不存在比较优势的假定条件下他得出的结论与罗默（1990）的结论基本一致，但
是，由于知识扩散存在时滞并且知识扩散速度因条件不同而不同，从而导致了知识拥有量和知识生产
率分布的非均衡性。
知识生产的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天赋比较优势，还取决于获得比较优势，即一个国家的研发比较优势
不仅取决于其从事这种活动的相对天赋能力，还取决于研发努力程度和吸收知识扩散的速度，因而其
研发比较优势是内生的，可以由内生的研究和学习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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