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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的空间扩散》在总结各个学科关于创新空间扩散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论
分析框架，为今后研究创新空间扩散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分析思路；尝试将空间竞争引入到创新扩
散的研究中，运用博弈论模型重点分析了空间双寡头和空间多寡头垄断下的创新扩散，成功推导出与
邻近效应和等级效应截然不同的空间竞争下的创新扩散规律；对钢铁行业热轧宽板卷常规厚板坯热连
轧和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工艺的空间扩散现象进行了案例研究，探讨了空间竞争下创新扩散规律的适
用条件；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技术创新空间扩散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理论模型分析了创新空
间扩散对区域就业的影响，分别得出了一些有理论价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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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从某一个时点上看，创新波的峰值所在地区的创新采纳率最大，向内的地域（该地区靠近创新
源的一侧）由于采纳接近饱和，剩余的潜在采纳者人数不多，所以创新的采纳率是下降的，而向外的
地区（该地区远离创新源的一侧）因为还缺乏足够多的信息传播者，即已采纳者，所以采纳率也是逐
渐下降的，而且离该地区越远，采纳率越低，如图1-3中右图所示。
　　莫瑞尔（1970）进一步认为在创新波的扩散中，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并不是完全对称的。
在开始采纳的初期阶段，采纳率随着离创新源的距离变远而迅速下降，但从时间上看，即使是离创新
源很近的地区，采纳率的峰值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
因为创新的扩散过程从整体上看是一个“S”形的轨迹，所以，在扩散的早期，只有很少的创新采纳
者，即使在离创新源很近的地区，采纳者的增加也需要一段时间。
而从空间上看，创新的采纳者在地域上不断地向外扩展，采纳创新的地区迅速增加，已采纳者和潜在
采纳者的人数也在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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