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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秉承严谨独立的学术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学术宗旨，高度关注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
从多领域、多角度对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深刻解读，科学客观地为公众和政府相
关部门刻画出一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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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一步观察第二类区域发现，这类区域比第一类区域有较高的要素发展水平，包括安徽、天津、
河北、黑龙江、吉林、山西、重庆等7个省区。
这类区域的特点是各个要素维度的发展十分均衡，指数水平基本相当，在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增长率
也较前一类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与后面两类区域的差距显著。
这类区域的全创新系统已经在逐步的摸索中建立起来，也有了较为稳定的结构，但是提升仍然存在一
些尚未解决的瓶颈，因此，这类区域可以统称为&ldquo;全创新探索型&rdquo;区域。
再来观察第三类区域，包括河南、辽宁、湖南、湖北、陕西、四川、福建等东中西部省区。
这类区域在各大维度以及全创新系统能力方面都处于第二梯队，其共同特点是传统的制造业和农业都
比较发达，而且全创新系统的分析中发现，这类区域的全创新系统能力以及各个维度的能力正处于高
速增长的阶段，这类区域可以称作&ldquo;全创新发展型&rdquo;区域。
　　第四类区域包括传统的创新强省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和山东，这六个省区无论是经济
发展规模还是创新活动程度，都与其他的省区有较大的差距。
从图12可以看到，这类区域在三大维度的发展上均处于第一梯队，并且各个维度以及全创新系统能力
本身还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因此，这类区域的创新系统已经达到了相对的高水平，发展模式也趋于
稳定，而且处于不断升级改革的过程中，这类区域可以称作&ldquo;全创新稳定型&rdquo;区域。
　　通过聚类分析归结10年来的数据特点，把中国31省区的全创新系统发展模式归纳为层层递进的四
种类型的区域，每一类区域都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升级路径，需要通过进一步对全创新系统的深入分
析来探索。
　　2.区域全创新系统各要素维度相互作用分析　　基于全创新系统的理论设计框架，对全创新系统
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在区域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将会发现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模式的差异。
　　首先，对于区域全创新系统，基于不同的区域，本文对12个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就是全创新
系统的立体关系进行分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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