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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自主创新一词在中华大地的迅速普及，创新，一个学术上的用语，已经成为媒体、官员和学者中
的常用语。
这一词语的普及本身说明，需要一本书来对创新这一学科做非常好的普及兼学术性的解读。
因为词语越普及，越缺乏规范性，歧义就越大，就越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
《牛津创新手册》一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手册系列的一种。
作为这一著名品牌中的一本书，本书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手册系列的特点。
正如主编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首先，全书的一个特点是对创新总体性的解读。
它从宏观的创新与经济增长、国家创新体系，到申观的产业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
再到微观的创新网络、企业创新，都进行了专门的导读。
其次全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全书的选题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每一章的作者都是当今创新学界的权威。
这种集全球著名教授的努力完成一本书的行动，保证了本书的高质量，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有很大
的启发性。
第三，本书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导读性著作。
它对于创新的入门学者，对于硕士生、博士生，对于创新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乃至部分企业管理
人员，可以说是人手必备的好书。
本书每一章都对概念的起源与涵义、研究的演化、存在的问题、未来的重要问题，给出了很好的说明
和阐述，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中国的创新学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介绍外国的学说开始，到提出自主创新的概念，学者们经
过两代人的努力，尤其是老一代学者，如傅家骥教授、许庆瑞院士的开拓性工作，创新管理和政策研
究已经在中国生根开花。
但创新学仍然是一门新学科，一个跨学科的领域。
因此，创新管理和政策研究者们经常产生困惑，不知什么书是经典的书，是权威的书，可以作为一个
标杆。
我想，《牛津创新手册》的出版，帮助我们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本书第一部分由柳卸林主持翻译；第二部分由郑刚主持翻译；第三部分由蔺雷主持翻译；第四部分由
李纪珍主持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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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读者提供理解创新的综合性视角，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创新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无法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学科领域，因此在快速发展的创新研究中，必然
是各学科观点并存的。
然而，学者们的研究起点非常不同，难以展开讨论，阻碍了对创新现象的全面理解。
    本书集几十年来创新研究之大成，各章的作者都是其所在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带头人，包括了经济学
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本书作者既有社会科学的背景，又有工程学的背景，他们从各个角度对创新进行分析和定义，概括而
全面地介绍了创新的研究成果，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本书共4部分，包含21章经过精选的内容，每章聚焦于创新的某个特定方面，之前还有一篇引言，对
本章进行概述。
读者可以独立阅读本书中的任何一章，但最好先阅读各章的引言部分。
对某一主题有更浓厚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每章参考文献列表中带有*号的文章，这些文章将为您提供
更为有效的建议，以及延伸阅读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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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法格博格，挪威奧斯陆大学技术、创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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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转移的作用显然处于创新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研究强调了知识转移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影响创新，虽然角度不同。
一个关于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交换的解释强调在创新的劳动分工中互补性资产的重要性。
如果A企业擅长生产一种特定的部件，而B企业能用这种部件生产发动机，它们将合作进行联合生产；
在联合生产中，它们的能力相互得到加强。
例如，在生物技术领域，与大学里的科学家有着紧密关联的小公司可能擅长药品开发，但是缺乏技能
和资源去管理或资助昂贵的临床试验。
通过与一所研究型医院和一家发展稳定的大公司（这家公司新药供给的渠道有限）一起紧密地工作，
各方就能以一种相互受益的分工方式进行合作，结果便是参与者互相学习，并完成他们单独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知识共享的第二种形式发生在网络里的现有信息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组的时候。
确实，新想法往往就是重新配置现有知识、问题和解决方案后而得到的意料之外的结果。
这种冲击或调换位置的结果之一是，企业能生产出一些它们自己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
但是，知识转移的两种形式都依赖于以某种方式成功地进行思想交流。
人们经常划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区别。
对隐性知识的兴趣起源于波拉尼的论点，即我们通常知道的要比我们能够口头表达出来的多得多。
显性知识被高度编码（Codified），如在计划书、配方、手册中或者以培训的形式体现。
隐性知识缺乏这样详尽的编码。
有价值和有效的知识常常要通过相当大的努力才能获得，并且这样的知识在获取和应用的过程中常常
会被改变。
也许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美国汽车制造商们不停地努力获取、理解和实施日本的精益生产系统。
复杂生产技术的知识很少以一种能被完全消化掉的形式获取；要理解这些必须通过“干中学”。
被编码的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区别非常关键，这是因为后者需要多得多的在不同的情景下应用新知
识的“试错”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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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牛津创新手册》一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手册系列的一种。
作为这一著名品牌中的一本书，《牛津创新手册》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手册系列的特点。
首先，全书从宏观的创新与经济增长、国家创新体系，到中观的产业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再到
微观的创新网络、企业创新，都进行了专门的导读。
其次全书选题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每一章的作者都是当今创新学界的权威。
这种集全球著名教授的努力完成一本书的行动，保证了《牛津创新手册》的高质量，既有很强的可读
性，又有很大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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