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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促进江苏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九三学社江苏省委会决定2012年举
办以“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为主题的第五届江苏九三论坛。

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94篇，我们从中挑选了55篇，编辑了《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
调发展)》论文集。
文集内容涵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节能减排、区域协调发展等诸
多方面。
江苏九三论坛是一次集全社集体智慧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的集中探索，所收论文都具
有极高的参政议政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

书籍目录

关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江苏省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策略研究
江苏省科技投入和产出绩效分析与对策建议
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
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关于科学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
高校与企业科技创新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苏南地区(苏州)产学研结合发展的研究与思考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加快科技创新推进经济转型中政府的选择
专利制度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司法机关如何为经济结构调整服务
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相结合才能赢得市场
提升江苏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对策与探讨
科技创新——交通建设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关于加大我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的建议
关于依托科技引领，加快发展我省现代农业的建议
县级市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内在机理与要求研究
江苏中小企业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新对策
江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对策
ECFA与江苏经济的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基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加快推进银行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的对策建议
加快苏北经济发展的地方财税政策研究上官敬芝
江苏公共服务均等化的TOPsIs分析：民生经济的考察
从美国的物流业看我国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建议南京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扶持民办博物馆健康发展
以节能减排为抓手促进江苏生态型畜牧业发展
江苏省各市农业现代化的比较分析
BT项目管理立法工作亟待加强的几点研究和建议
小城镇“过热症”对财政经济工作的不利影响及对策
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推进畜产品安全生产
博弈中的变革与选择——从企业的优超策略看高职教育的战略转型
旅游业公共关系现状和对策研究一一以淮安为例
浅谈当前江苏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对策
浅谈我国优势制造业的产业优化升级
全面提高环保物联网发展水平的建议
跨国公司R8LD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江苏为例
无锡发展Park经济对中小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中国应对碳关税贸易壁垒的法律思考
苏北地区发展转型的方向及对策研究
谈撤乡并镇中的无规划与产业布局不平衡现象及其对策
浅谈非公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创新
创新我省农民职业培训模式的思考
清洁生产是发展循环经济和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苏州市清洁生产调研报告
完善江苏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若干建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

关于率先打造“低碳宿迁”的建议
日本电子企业遭遇的困境及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启示
促进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建议
民间融资高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建议
深化人才强市战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澳大利亚发展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协同创新科技服务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的研究——以创建“双百工程”专家工作站实施强农富民工程为
例
江苏省纺织玩具行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调研报告
核苷酸的利用价值
加快酒精行业循环经济技术推广促进形成新增长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创新与经济结构调整>>

章节摘录

　　（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司法机关及其人员更新知识结构　　在我国当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之情势
下，司法机关的知识结构受到挑战已不是新论点。
在前文所引之“检察机关如何服务于大局”一文中，在韩大元先生总结的曹建明总检长的讲话中就有
“法律监督能力不适应”、“队伍整体素质不适应”问题。
笔者理解，这里的“能力”、“素质”都是广义，其核心是知识结构问题。
在我们司法机关里，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同志的知识结构很特别，能够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
但是，从整体上讲，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大约可以概括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加上民法与民
诉法、刑法与刑诉法等与办理刑、民事案件相关的知识，充其量再加上一些经济法的基础知识。
司法机关现有的这种传统型知识结构中，显然缺少经济发展方面的元素，特别是缺少商业、投资、涉
外方面知识。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理顺司法机关的运行体制与机制　　我国现在的司法体制与机制是
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其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为我的法治建设乃至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重
要贡献，有其自身的有利于全国统一、工作重点突出等优点与特色。
然而，在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之背景下，其不足之处被放大，经济结构调整对我国现有司法机关
的运行体制与机制提出了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司法机关的领导体系与中央及不同级别的地方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
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之非独立性与经济发展所需之法治环境冲突问题；司法机关缺少体制性监督，与
经济结构调整所要建立的市场主导地位不受干涉相矛盾问题。
　　（四）经济结构调整要求司法机关调整其业务内容与工作方式　　目前，我国司法机关的工作方
式主要是被动、结果决定性、事后弥补方式。
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些业务上，及采用这样的工作方式有利于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社会利益与个人、企
业的合法利益，符合了部分现实需要。
然而，司法机关的现有业务重点与工作方式也存在诸多不足，其对我国法律的维护只是个案性的、修
补性的、被动性的，其保护的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也具有偶然性，如此，则工作成本很高，效率低。
这种业务重点的安排与工作方式的采用，过分注重于已被破坏的社会利益进行修补，充其量只能恢复
社会利益至未受损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司法机关在修复利益时也要消耗社会利益），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创造社会利益。
结果，导致整个法律体制高成本运行，间接助长了物价的不断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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