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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索性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作者从创新理论的演进入手，结合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已有
研究成果，创造性地将共生理论引入到创新系统的研究中，对不同层面的创新系统本质进行了挖掘，
建立了基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三要素的创新系统共生体理论，利用共进化特性对创新系
统演变发展阶段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提出了封闭空间下的创新系统四大类型。
同时，运用创新系统共生体理论框架对国内外典型国家与区域的创新系统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
了有意义的见解，如正向共生环境的营造可先行等，对后发区域或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
在创新系统的研究中，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也颇有创新，值得倡导。
 　　本书则着墨分析了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创新系统特点，并以典型省份山西省为例进行了研究，不仅
提出了欠发达地区创新系统梯度模式的形成发展路径，而且也是案例分析法在创新系统研究中的有间
义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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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考察：从创新到创新系统　　谈起创新，几乎是人人都会提到熊彼特。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开创了对创新问题进行研究的新时代。
伴随人们对创新认识的逐步深入，有关创新的话题层出不穷，创新理论枝繁叶茂。
从仅仅只关注企业内部通过内在因素的努力促发创新，开始注视看似企业外部的问题；从关注企业的
研发环节，开始重视企业的整个活动领域；从关注创新主体——企业的创新能力问题，开始延展向企
业所在区域的其他主体及区域内形成的创新生态环境特点的巨大影响。
创新不再是企业单打独干的事情，而成为一个系统的事情。
理论上则从对创新肢解式的研究走向系统式，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开创性研究大大拓宽了创新的研
究思路。
转向对创新系统的研究突现了理论界对创新问题逐渐更加重视创新活动与创新过程的系统性、网络性
和关联性的倾向。
　　第一节　创新的源起及演变　　一、熊彼特：创新研究的发轫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人，当代著名创新大师和经济学家。
1911年，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在该书中，他表达了对已有经济理论的不满，并首先
提出了“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首次对“创新”一词进行了宽泛而系统的界定。
在该书中，熊彼特表达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致使该著作成为熊彼特的早期成名之作，且自此后一直享
有盛名，并远播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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