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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测，
文化间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国际的
、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吸纳、融合与排
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良方。
软科学一词最早源于英国出版的《科学的科学》一书。
日本则是最早使用“软科学”名称的国家。
尽管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软科学有着不同的称谓，但其基本指向都是通过综合性的知识体系、思维
工具和分析方法，研究人类面临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为各种类型及各个层次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它注重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各个社会环节的内在联系中发现客观规律，寻求解决问题
的途径和方案。
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软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
软科学的广泛应用，在相当程度上改善和提升了发达国家的战略决策水平、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其
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与挑战，党中央大力号
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1986年，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到会讲话，第一次把软科学研究提到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的高度。
1988年、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发出“大力发展软科学”、“加强软科学研究”的号召。
此后，我国软科学研究工作体系逐步完善，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软科学事业有了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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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实体和科技创新的载体，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科技体制机制
的创新，如何通过科技体制机制的创新实现城市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如何评价一个城市的科技体制
机制创新的效能，既是实践难题，也是理论问题。
本书通过解剖一座城市的科技体制机制，分析它的创新模式，也许可以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一些有益
的启示。
　　本书可供科技管理部门、科学研究机构、政策研究部门相关人士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学生以
及企业界人土学习、探讨的案例读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书籍目录

总序第一辑序前言第一章　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 　第一节　科技体制机制的内涵
和外延 　第二节　国外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经验 　第三节　我国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主要方向和客
观依据 　第四节　大连市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成就和现状 　第五节　大连市科技体制创新存在的差
距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六节　加快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内在要求 　第七节　大
连市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思路 　第八节　大连市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创新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打造“市场导向、政府推动”的有效创新机制 　第一节　创新科技
计划的原则 　第二节　创新科技计划的方式 　第三节　创新科技管理组织体制 　第四节　健全大连
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第五节　加强大连市科技市场建设的若干举措建议 　第六节　创新科技园区
的管理体制 第三章　培育创新主体，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机制 　第一节　国外企业创新主体
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中国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进程 　第三节　大连市企业主体创新活动的现状和
面临的问题 　第四节　大连市创新主体的培育目标和制度建设 　第五节　培育大连市创新主体的政
策主张 　第六节　推动科研院所体制创新 　第七节　推进产学研一体化的制度建设 第四章　创新科
技投融资体制，构建多元化科技资源投入机制 　第一节　国外科技投融资体制的特点 　第二节　大
连市的科技投融资体制创新的基本方向 　第三节　组建跨部门、跨行业的创新基金 　第四节　扶植
大连市创业投资的几点建议 　第五节　搭建大连市科技创业投融资平台 第五章　创新科技中介服务
体系，打造完备的科技服务平台 　第一节　国外科技中介服务业的发展经验 　第二节　我国科技中
介服务的能力建设重点 　第三节　大连市科技中介服务发展目标和相关对策 　第四节　制定和完善
大连市科技中介服务促进条例 　第五节　大连市科技孵化器建设和建设目标 　第六节　扶植大连市
科技服务平台的政策设计 第六章　创新科技国际合作形式，打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运营机制重 
　第一节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后发地区科技创新的最佳途径 　第二节　大连市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加强消化吸收制度建设，打造大连市引进再创新机制 　第四节　
创新国际合作方式，推动科技运营机制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七章　创新人才体制，构建创新型人才生长
机制 　第一节　大连市创新型人才结构 　第二节　大连市创新型人才的建设指导思想、原则、总体
目标 　第三节　大连市创新型人才建设重点 　第四节　构造大连市创新型人才生长机制 　第五节　
完善创新型人才政策 第八章　创新科技政策法规体系，构造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协调一致的机制 　
第一节　国外科技政策法规述评 　第二节　我国科技政策法规体系 　第三节　构建科技政策与经济
政策协调一致的机制 　第四节　构建大连市完善的科技政策法规体系 第九章　创新科技评价体系，
提升科技体制机制竞争力 　第一节　创新科技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 　第二节
　大连市城市创新能力和创新发展阶段评估 　第三节　科技体制机制竞争力评价体系的设计 　第四
节　科技体制机制效能的几种评价方法 　第五节　城市科技体制机制竞争力综合指数 　第六节　依
靠科技进步，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城市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章节摘录

插图：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科技体制主要沿袭计划经济的框架，国有官营比重过大，形成政府独立出
资不堪重负，科研机构、大学研究与产业发展不对接，企业研发缺乏动力等体制性障碍。
官、研（学）、企科技创新体系由于缺少利益贯穿导致效益不佳，紧缺的科技研发资源被低效率利用
的现象普遍存在。
因此，中国科技创新有赖于科技制度创新。
要不断调整科技创新产业的所有制结构，鼓励科技研发主体多元化，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赋科技
创新以经济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体制机制的创新，继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改革科学技术
体制的决定》以及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
定》之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又在有关科技工作的宏观
调控、军民结合，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三个问题上实现了突破，这三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是
困扰科技发展的重大体制性障碍。
2003年10月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梅永红曾撰文提出，十六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三个突破。
突破一，强调加强科技宏观调控。
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滞后，已成为制约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资源高度分散；二是科技资产利用率十分低下；三是科技积累效应低
下。
突破二，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协同创新的战略举措。
经济建设与国防安全是未来20年中国科技必须服务的两大任务，必须把这两个任务融合起来，统筹考
虑改革当前军民分割的科技体制已迫在眉睫。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军民结合的问题上，必须进一步推动加强国防军工生产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
的体制，建立开放的环境和条件，保障各种有效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促进科技要素在军民之
间的双向流动和转移。
在新世纪新阶段，要抓好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宏观控制，提高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和国防
动员能力，形成长期稳定的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及运行机制。
突破三，管理体制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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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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