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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紧紧围绕创新型国家建设这一主题，在掌握大量理论文献和第一手调研资料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
、微观三个层面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2006年以来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特别是设计了“创新型区域评价指标体系”和“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创新型区域和创
新型城市的基本建设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报告还对2010年科技金融领域的重大创新——创业板市场的推出情况进行了梳理。
同时，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议，具有较高的实践参考价值和一定的学术价值
。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我国两院院士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研，并根据调研结
果，针对问卷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就如何更好地促进院士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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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中国技术进步、技术扩散的经验研究史清琪和尚勇（2000）对中国1991-2000年期间全要素生
产率进行测算，结论是技术进步贡献率为39.6 ％；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则对中国1979-2004年期间
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比较了索洛余值法与其他一些方法的结果，结论是技术进步贡献率
为10.1 3％；徐瑛等（2006）将产业结构因素、资本空间集聚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分离出来，从
而剩下纯技术进步因素，结论是2003年以来技术进步贡献率在11％左右。
易纲等（2003）讨论了测算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要注意的特殊问题。
可见国内研究者在技术进步贡献率计算结果上存在明显差异，其原因一是对索洛模型中各个参数的估
算方式不同，二是采用不同于索洛的新的替代模型进行估算。
张军（2002）发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苗文龙、万杰（2005）的研究表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投资扩张，并且投资效率在
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选择偏向资本密集型，未能充分利用转轨经济中产生的过剩劳动力。
我国对于技术扩散的研究集中在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上，具体可以分为行业研究和区域研究。
在行业研究上，潘文卿（2003）采用1995-2000年工业部门数据，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部门
的总体外溢效应为正，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积累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国内企业的产出增加0.1 13个
百分点。
陈涛涛（2003）区分了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结果表明，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
溢出效应的产生。
赖明勇等（2008）利用我国1996～2002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证实了技术吸收能力
对技术外溢效果的决定作用的结论。
在区域研究上，何洁（2000）采用1993～1997年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业部门数据，得出FDI在
各省市工业部门中均存在明显的正向外溢效应。
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
的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与FDl分布的不平衡密切相关。
赵奇伟、张诚（2007）采用中国1997-2004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随
着外资大规模涌入，中国要素市场已难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和人才支持，从而造成FDI净溢
出效应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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