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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技创新是当今世界各国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经济和社会不断进
步和发展的有力支撑。
正因为如此，关于科技创新的研究是当前国际国内学术界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
关于科技创新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方法多种多样，对创新资源配置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对科技创新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涉及到综合运用资源配置与科技创新两个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内容。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科技资源配置的研究比较多，但比较系统地对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进行研究尚不多
见。
李应博博士撰写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机制、模式与路径选择》一书，以信息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分
析方法为主要工具，采用博弈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等对中国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机制、模式和路径
选择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建立起了对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比较完整的系统理论架
构。
同时，作者在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工具进行阐释，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规范研究方法，可以看到
作者对中国科技创新问题的较深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
李应博博士的研究也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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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都在努力整合全球资源，实现“为我所用”，建设创新型国家已
成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大战略。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已载入中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并且成为中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重要的战略需求和评价指标。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对促进国家实
施自主创新战略，在各领域实现全面创新和协同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技创新资源是科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作用于创新过程的各类资源要素，包括资金、人
才、技术、信息以及各类服务资源等。
从分布领域看；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于科学界、产业界、大学和政府各部门的协调互动中，而科技资源
则主要作用于科技界。
然而，当前中国科技创新资源尚缺乏有效整合，资源在部门、地区间分布还处于“分散”状态，未实
现高效率的产出；配置主体功能缺位现象和错位现象较为严重，在科技创新资源的公共和私人投资部
门，主体介入角色定位不清，政府、大学、企业和中介组织等主体间没有形成有机互动的协作关系；
配置机制不完善，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具体配置和使用中，还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书将基于国际视野下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趋势与实际状况，着重分析近些年来中国科技创
新资源配置的实际状况、存在的问题；采用相关的理论模型和方法系统地研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机
制、模式和路径选择等问题，并以北京地区为案例分析对象，探讨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特点和路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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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理论架构2.1科技创新资源的分类与属性2.1.1科技创新资源的分类广
义上来讲，创新是融合各类生产要素、经济要素、知识要素和技术要素的有机过程，包括企业创新、
产业创新、地区创新和国家创新的不同层次，以及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文化
创新等不同领域。
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差别主要在于：科技创新是从整个国家的宏观层面界定的，而技术创新倾向于
微观组织，尤其是企业内部的创新。
但无论是哪个层次、哪个领域的创新，都少不了创新资源的使用。
创新资源包括了进行创新活动所需要和可利用的所有资源，各种创新资源的组合方式和结合效率决定
了创新绩效（宁连举、牟焕森，2006）。
创新资源包括人才资源、金融资源、信息资源、权威资源、人文资源和条件资源（基础设施）等（谭
清美，2004）。
它是创新经济要素、制度要素和社会要素的总和（陈健、何国祥，2005）。
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与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不同：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是指企业在技术创新网络各节点协调
分配和使用各类技术创新资源的活动（刘永清，2006）；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
出发，来研究宏观体系中的资源配置，这也是本书研究的立足点。
在一些研究中，科技资源和科技创新资源往往被等同视之，甚至认为有科技资源优势，就会转化为经
济优势，从而忽略了对技术创新规律的研究。
科技资源配置是指各类科技资源在不同科技活动主体、领域、过程、空间、时间上的分配和使用（丁
厚德，2001）。
事实上，科技创新资源是科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作用于创新过程的各类资源要素，包括资
金、人才、技术、信息以及各类服务资源等，它需要面向市场、面向实际的生产力。
即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与科技资源配置都是要实现资源配置主体在合适的时空范围内的合理配置。
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促进国家实施自主创
新战略，提高国家综合国力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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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机制模式与路径选择》是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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