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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的更迭，经济的进步，技术的推动力是关键。
知识和技术的创造、产出、流转、吸收都需要提高质量和效率。
中国资源丰富，在国际分工中地位日渐显赫，就更加需要关注经济发展和创新增长的方向和模式。
　　根据世界竞争力评价结果，2007年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2006年的第17位升至
第15位，这也是自1994年该报告首次收录中国以来，我国排名最靠前的一次。
在“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四个竞争力评价体系共计20个子要素
中，我国科学基础设施和技术基础设施的排名分别达到第15位和第27位，分别比上年提前了2位和6位
。
科学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对我国整体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引用席酉民先生的一句话：“我们两个人交换一个苹果，一交换还是一个苹果。
但是如果你有一种知识，我有一种知识，我们两个一交换，就变成你有两个知识，我有两个知识。
甚至由于两种知识的综合产生了第三种知识。
”这揭示了创新增长中间过程的重要性。
　　国力的持续增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创新模式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核心。
科技投入－中间过程－创新产出这一经典线性研究模式成果丰富，而创新产出依赖中间过程中的非线
性因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更为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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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着力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借鉴了小世界网络的建模方法，把复杂网络理论合理纳入区域创
新网络的科学描述中；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使用了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清晰描述了中
国区域创新网络的动静态结网特性；借鉴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区域创新网络形成的动态
机理和结网趋势以及网络和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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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数码公司就已成为戈尔韦一般的但具有重要作用的创新网络中心，也
许有些过于垄断。
1993年数码公司的关闭扼杀了这个创新网络，它涵盖了至少如Pulse工程公司和电缆产品公司等40家数
码的供应商。
回想一下也许可以看出数码创新网络促进了一个全新的、更加开放的和多样化链群的发展。
公司的关闭导致数码业本身760家企业在严重压缩后完全停业，其规模和影响成为全国及本地区关注的
中心。
关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②随着Nixdorf、Wang和IBM
公司在欧洲建立生产企业，电脑制造竞争加剧；③没能把握技术和消费时尚从大型主机系统向个人桌
面电脑的转变；④与微软相比，选择了封闭型而不是开放型操作系统；⑤公司内部缺乏对本地研发机
构的开发新型微处理器芯片等部件的支持，从而使该芯片最终流向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英特尔公司。
　　但是，对于公司关闭生产，数码公司、当地企业商会以及国家和地区发展机构都作出积极反应，
开始着手欧洲的区域政策改革。
尤其是数码公司劳动力技术和专业技能的积累为戈尔韦地区创造了新的机遇，除了其丰富的发展计划
之外，数码公司自身内部还实施了就业开发、职业更新、新兴企业的发展和定位等计划。
再加上企业就业部部长制订的跨部门特别行动计划，涉及产业发展局、国家就业局、实业爱尔兰计划
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工会、爱尔兰语言区发展署和企业创新中心等，并得到了戈尔韦的爱尔兰国立
大学和技术研究院的支持。
其最重要的成果是创立了戈尔韦技术中心、提供更多的培训和咨询服务、为新兴企业融资等，其中也
包括把遣散费税转变为原始资本的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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