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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对当前人们所关注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管理问题快速作出反应，为党和政
府高层科学决策及时提供政策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97年特别设立了管理科学部主任基
金应急研究专款，主要资助开展关于国家宏观管理及发展战略中特别急需解决的重要的综合性问题的
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
应急研究项目设立的目的是为党和政府高层科学决策及时提供政策建议，但并不是代替政府进行决策
。
根据学部对于应急项目的一贯指导思想，应急研究应该从“探讨理论基础、评介国外经验、完善总体
框架、分析实施难点”四个主要方面对政府进行决策支持研究。
每项研究的成果都要有针对性、及时性和可行性，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应当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合理、
法律上允许、操作上可执行、进度上可实现和政治上能为有关各方所接受，以尽量减少实施过程中的
阻力。
在研究方法上要求尽量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案例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系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
结合的综合集成研究方法。
应急项目的承担者应当是在相应的领域中已经具有深厚的学术成果积累、能够在短时间（通常是9～12
个月）内取得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的专家。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特殊的专项，管理科学部的“应急项目”已经逐步成为一个为党和政府
宏观决策提供科学、及时政策建议的项目类型。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绝大部分（占预算经费的97％以上）专注于对管理活动中的基础科学问题
进行自由探索式研究不同，应急项目和它们相比则有些像“命题作文”，题目直接来源于实际需求并
具有限定性，要求成果尽可能贴近实践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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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若干问题与对策研究”的成果。
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是赢得更强核心竞争力
的坚实保障。
本书从国家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路径、企业创新战略和全民创新氛围等方面系统地阐明了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战略构架及发展模式，为中国更好更快地成为世界领先的创新型国家提出相关的学术预见和政
策建议。
    本书供国家宏观决策部门、企业高层主管、从事科技发展战略、科技与创新政策的研究人员以及一
切关心中国自主创新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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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典型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经验与借鉴1.2 主要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经验国际主要创新型国家虽
然在建设的初期经济发展程度相差很大，而且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规模和政治结构上都存在着巨大
的差异，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多世纪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经验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的特点。
1．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只有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形成国家意志
，才能真正驱动和引领经济起飞，提升国际竞争力。
而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系统推进的过程，政府在国家创新历程中，必须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正确
选择重点产业领域，选择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创新战略。
目前国际上主要创新型国家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
这些国家的创新投入高、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创新产出高。
在具体指标方面基本达到：①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在70％以上；②R&D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
％；③对外技术依存度在30％以下。
但这并不意味着创新型国家可以简单地按照这些数量指标来加以解释，因为科技创新只有靠国家制度
、组织和文化的创新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作为创新型国家，更重要的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通过制度和组
织的创新不断地把国民经济推向从事高技术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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