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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扩散效应论》是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技术扩散效应论》从国际技术扩散理论的发展、中国区域工业化中的技术扩散效应、技术扩散效应
的中国区域经典事例、技术扩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价值、区域生产力的空间布局、次级区域工
业化与城市群生产力布局等产业与区域政策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部分地代表了作者对工业发展思
想的贡献。
《技术扩散效应论》所涉及的产业发展理论和区域政策是当今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研究中的前沿领域，
不仅对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国家和区域的产业政策研究来说
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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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醒民，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1990-1994年留学英国，获得Universjty of Sussex博士学位。
作者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研究，著述甚丰，在《国际亚洲研究》、《经济研究》、《发
展政策研究》等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其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工业增长模
式的实证研究》、《制造业结构的深化与发展——1978-1998年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欧洲的企
业合并政策——经济学与法律分析》、《中国工业与技术发展》、《中国工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国际金融学》、《国际金融》和《企业购并的金融经济学解释》等。
此外，作者还积极为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询意见，参与国家产业政策和
区域发展政策的研究与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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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差异的经验解释三、 统计中的误差问题四、 区域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差异第四节 新技术因素与区域
制造业主导部门的变迁一、 主导性制造业的技术化倾向二、 1990—2004年制造业增长的“资源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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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一、 出口规模的扩大二、 出口结构调整三、 主要出口商品排序四、 若干启示第五节 结论附
录第五章 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经验研究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技术进步与技术扩散效应理论评
述一、 技术进步模型的含义二、 对技术扩散现象的理论解释第三节 有关FDI技术扩散效应的研究一、 
跨国公司技术扩散的途径研究二、 实证研究的理论进展三、 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第四
节 FDI技术扩散效应的经验研究一、 FDI和长江三角洲的区位优势二、 模型的构建三、 回归结果的分
析和解释第五节 高科技产业FDI的技术扩散效应一、 外资在上海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强势地位二、 外资
在苏州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三、 启示第六节 结论第六章 上海技术创新体系的产业集聚和
扩散效应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上海技术创新能力的一般观察第三节 技术产业研究与开发活动的集聚效
应一、 技术产业的R&D支出二、 R&D占销售比例三、 R&D占利润比例第四节 技术产业的人力资本供
应第五节 支持技术创新的科学基础体系第六节 一些初步结论第七章 技术扩散效应的汽车工业实例研
究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产业的技术转移与扩散理论一、 国际技术扩散的次序： 产业的观点二、 适用技
术的选择和消化吸收能力的提升三、 “干中学”是实现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四、 小结第三节 上海汽
车工业的技术引进实例研究一、 汽车工业合资的基本背景二、 技术转移和国产化率政策第四节 技术
扩散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一、 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二、 上海汽车工业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五节 
对汽车工业技术的能力分析一、 研究开发支出经费和支出强度的上升二、 人力资本的积累趋势三、 
新产品开发能力提升第六节 结论第八章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技术分工体系第一节 城市群产业分工问
题的提出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制造业带兴起的积极意义一、 超常的工业化速度二、 16个城市的“区位
商”比较三、 制造业带的扩大趋势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产业分工模式第四节 产业内部分工： 
来自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证据一、 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二、 工资政策的导向性三、 产业分工的动
态调整第五节 长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中的外资因素一、 外资分布的梯度性二、 区域比较优势与外资的
产业流向三、 上海——形成中的外资研发基地四、 小结第六节 产业定位的投资策略一、 投资的重点
二、 再论外资的产业分工战略三、 产业优势与产业定位第七节 简短的结论第九章 技术扩散与区域生
产力的空间布局第一节 区域生产力空间拓展的经验性解释一、 技术扩散效应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可能
性二、 “东京模式”是否可行第二节 技术引进及其扩散效应： 外资企业实例研究一、 引进技术的来
源结构二、 外商投资的技术政策差异三、 技术扩散的路径四、 提高技术劳动力的比重五、 外商投资
的技术扩散效应第三节 对外资企业地位变化的简要评述一、 外资在区域制造业中的分量二、 制造业
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差异性三、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第四节 深圳的再工业化与城市空间拓展模式
一、 深圳发展战略的再思考二、 如何转向高级生产要素为主的发展模式三、 快速增加高级生产要素
的供应四、 建立什么样的城市空间拓展模式五、 深圳的产业分工定位第五节 运输网络与城市群的内
部市场效应一、 技术扩散的空间距离二、 制造业带的运输成本——对克鲁格曼模型的评述三、 枝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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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铁路系统的弊端与公路网络的崛起四、 区域需求的内部市场效应第六节 再论区域生产力的空间布
局第十章 次级区域工业化与城市群的生产力布局第一节 新的工业发展思想的提出第二节 次级区域的
工业化战略一、 为什么要讨论次级区域工业化战略二、 次级区域的增长记录三、 次级区域工业增长
的差异性四、 区域制造业劳动力占人口比率的证据五、 对区域工业化战略的展望第三节 次级区域开
放度与技术扩散效应一、 开放经济的技术扩散效应二、 外资来源结构的不同技术影响力三、 小结第
四节 次级区域向新城市群转变的路径一、 次级区域城市化率测定的误差二、 次级区域工业劳动力的
空间分布三、 次级区域的“工业强市”战略四、 运输方式、产业集聚与城市生产力空间的重构第五
节 结论第十一章 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潜力： 基于技术因素的评论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贸易高增长的可
能性第三节 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哪些根本性变化第四节 外国直接投资在出口增长中起了什么作用第五
节 技术导向和技术扩散的产业政策第六节 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 孰前孰后第十二章 结束语参考文
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技术扩散效应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