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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资研发中心的现状及政策建议》由崔新健所著，以外资研发中心的现状及政策建议为研究主题，
在跨国研发理论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基础上，构建嵌含外资研发中心的开放性国家创新体系分析框架
，围绕主题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展开研究，从国家创新体系(NIS)视域分析外资研发中心的现
状与环境；从产业创新体系(IIS)视线分析行业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从区域创新体系(RIS)视角分析区域
分布及其决定因素；从公司创新体系(CIS)视点分析外资研发中心的运行与关联，以及跨国公司与我国
高校研发合作，从各个层面分析外资研发中心的正效应及其潜在的负效应；最后明确利用外商研发投
资的目标和政策体系的前提下，从鼓励研发FDI、研发FDI获益、建立完善NIS这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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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进入阶段（1985年—1993年）英特尔为了接近中国市场和当地销售，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
这一阶段，英特尔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沈阳、西安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负责中国本地市
场的销售。
与此同时，还在上海和北京分别成立了英特尔上海软件实验室和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ICRC），设立
这两个研发中心旨在为英特尔芯片、系统和解决方案创造并扩大全球价值，同时主要为英特尔产品提
供技术支持。
　　（2）本地化阶段（1994年—1997年）　　1994年1月，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这
标志着英特尔在华经营进入本地化阶段。
1995年10月，英特尔产品（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
其主要业务就是集成电路的封装和测试，销售英特尔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及进行相关培训。
该公司下属的英特尔封装工厂，是英特尔在中国的第一个生产设施，位于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主
要负责相关存储器产品封装和测试。
该厂也是英特尔全球的第四个封装和测试工厂。
　　（3）深化阶段（1998年—）　　1998年5月，英特尔宣布将在5年内对北京ICRC投资5000万美元，
开始在华大力建设研发中心，这标志着英特尔在华经营进入深化阶段。
2000年8月18日，英特尔宣布将扩建其位于上海的封装工厂。
二期工程扩建使整个厂区的面积从1.2 万平方米增加到5.6 万平方米，生产车间面积从3500平方米增加
到2.05万平方米。
二期工程计划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座新的建筑，包括一个生产车间、一个仓库和一座办公楼
。
到2004年底，该工厂员工已超过3000名。
2003年8月27日，英特尔与成都市政府签署了一份高达3.7 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这是外商在西部的一次
大规模投资。
　　2005年，英特尔庆祝在华发展20周年之际，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投资计划，旨在进一步加强其20年
来对中国发展做出的持续承诺。
英特尔将以在中国20年的发展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在华投资，通过设立2亿美元的“英特尔投资中国技
术基金”，推动和激励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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