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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决策的本质含义是“做出决定”或“决定对策”，即根据实际情况和预定目标来确定应采取的行
动。
对决策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上讲，决策是指提出问题、确定目标、拟订方案、收集资料、分析评估、方案选择以及实施、
反馈、修正等一系列活动的全过程；从狭义上讲，决策仅指决策全过程中的方案选择这一环节，习惯
上称为“拍板”。
也有人仅仅把决策理解为在不确定条件下选择方案，即做出抉择，同时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决策理论和决策方法的研究历来受到高度重视。
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是对系统演化进程、现状和当前环境的准确评价以及据此对系统未来变化做出科
学预测。
面对复杂的决策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人们必须首先进行缜密的诊断和评价，对系统及其环
境形成正确的认识，把握系统及其环境的演化规律，进而对其未来变化动态做出科学预测。
依据科学预测，才可能做出正确决策，实现科学发展。
系统评估、预测、决策三位一体，是人们从事科技、经济、社会活动过程的重要环节，属于系统研究
和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有机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刘思峰同志带领一批青年教师围绕以灰色系统理论为主导的系统分析定量
方法和模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进行探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2000年，刘思峰同志作为特聘教授被引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批富有朝气的中青年教师通过人才引
进、进站开展博士后研究、攻读博士学位等途径聚集起来，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统分析定量
方法和模型技术研究团队。
共同的学术兴趣和愿景形成强大的团队向心力和凝聚力，团队成员精诚团结，科研创新与教学改革并
举，致力于系统评估、预测、决策方法研究、应用和人才培养，取得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先后获省部
级科技成果奖11项，国际奖4项，论著被国内外学者引用6000多次；10位博士生获得江苏省和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19位博士后获得国家和江苏省博士后基金资助；12篇硕士论文被评为
江苏省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9篇博士论文被评为江苏省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
该研究团队2005年被评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批5个创新研究群体之一，2007年被评为江苏省高等学校
首批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学术团队建设强有力地支撑了学校的专业和学科建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工业工程专业被评为江苏省品牌专业，工商管理专业被评为江苏省特色专业，管
理科学与工程学科2006年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系统工程学科2008年被评为国防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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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效率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作者近年来专注工
业企业创新绩效分析和评价研究工作的成果。
全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不同类型企业的科技活动内部环境、科技活动投人与产出的差异、科技活
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不同类型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及科技活动产出弹性等问题；我国
制造业的科技活动内部环境、不同行业科技活动投入与产出的特征、科技活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及科
技活动产出弹性、科技活动效率等问题；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科技活动内部环境、科技活动投入与产出
的关系、科技活动产出弹性和科技活动效率等问题；大中型工业企业省级区域的内部环境、科技活动
投人与产出的差异特性、地域科技活动效率测度等问题。
    本书可供经济、管理、系统科学等领域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企业管理和科技管理等工作的相关人员
阅读，对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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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科技资源配置方面：管顺风和胡树华（2002）对湖北省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的现状进
行了分析，并利用指标分析了科技活动的绩效，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李晓峰和孙先锦（2003）利用2001年广东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的统计资料，对科技活动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一要解决科技机构膨胀发展问题，二要解决成果数量与价值的关系。
吴瑛和杨宏进（2006）利用1995～2004年的高技术产业的统计数据，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科技资源的配
置效率，结论认为，科技资源的投入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作用并不明显，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并
不协调。
杨洪涛（2009）对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11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机构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测度，结
论认为，大多数科研机构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总体水平较高，绝大多数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为技术
有效，规模是造成科技资源配置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
罗亚非等（2006）选择10个高技术行业，利用DEA模型对它们的科技活动绩效进行了评价，指出我国
高技术行业的研发强度并不明显高于非高技术行业、资源利用率较低、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和产业规
模小等现状。
唐五湘等（2007）利用面板数据，建立一个测度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模型，对我国30个地区的科技资
源配置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结论有一定的意义。
丁岚和王分棉（2008）从显性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两个方面分析评价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
认为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但呈上升态势，北京高技术产品出口是促进北京对外贸易增
长的重点；北京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是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的重要因素，而效率低
的重要原因是其科技产出较低等。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评价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的效率测度及分析；科技活动
效率与地区经济增长；企业科技活动效率与企业绩效、生产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力等关
系研究；企业科技活动的政府科技资助绩效；企业技术获取方式与企业绩效关系；企业科技资源配置
研究等方面。
已有研究成果对于政府科学决策和企业提高科技活动效率都有重要意义。
我们注意到，文献研究主要从某一视角，针对某个问题，运用定性或定量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结论尚
缺少系统、全面的指导价值。
我国作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现阶段及以后较长一段时
间中，大中型工业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将具有作用。
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我国又是一个科技资源较为匮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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