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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玉川编著的《剖析三棱锥：寻求区域创新能力形成的立体路径》通过对区域创新能力器物层、制度
层、文化层以及各层之间的关系的深入分析，结合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现状，揭示了区域创新能力形
成的立体路径，并提出大幅度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战略。
该书综合运用多种经济学、管理学和统计学等原理，并创造性地引入系统动力学、结构方程等非线性
研究方法，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展开研究。
该书的理论框架合理，论证缜密，资料翔实，并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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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区域的区位决定了该区域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决定了该区域的地形、气候、水源、矿产资
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等自然条件，而这些自然条件又制约和决定着该区域人们的生活习惯、价值
观、思维方式、世界观、信仰等，即决定着该区域的文化基因。
江苏省作为中国的一个区域，其区域文化基因既受到中国整体区位的影响，又具有本区域的区位特色
。
　　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黄河由于途经黄土高原经常改道，时而泛滥成灾，时而干旱少雨
。
这种区位特征使中国古人想方设法应对严峻的自然条件，形成中国古代的生存型实用文化。
开始时主要是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每种技术的产生都是为了实用，后来这种思想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
的其他领域。
另外，中国平原面积广大，适宜农耕，致使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占
统治地位。
农业生产存在季节规律，春耕、夏长、秋收、冬藏，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等待的心理和慢节奏的生
活，缺乏紧迫感和竞争意识。
农业技术因循守旧，发展缓慢。
　　而日本就不一样。
日本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又位于火山地震带，几乎每年都有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
日本每年水稻收割前后都有大的台风，使日本人必须赶在台风前将水稻收割完毕，否则，农民一年的
劳动将可能毁于台风自然灾害。
这种情况形成了日本人干事快捷的习惯。
　　区位差异也是美国硅谷地区和128公路地区之间技术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硅谷地区东部是旧金山海岸的一条狭长的地带，西部是圣克鲁斯山的丘陵。
这种半岛形成的天然界限缩短了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它们之间频繁的、非正式的交流，从
而保证了该地区快速的发展。
在地理挑战和科技前沿挑战的共同推动下，美国西部先驱者们开创了稳妥可靠、行之有效的技术文化
。
而马萨诸塞州的科技公司广泛分布于128公路地区两侧，并逐步扩散到外围地带和洲际公路495附近，
被森林、湖泊和高速公路分隔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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