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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下，树立低碳理念，发展低碳经济，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必由之路。
低碳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低碳技术创新的发展需要制度的保障和创新。
鉴于目前低碳技术创新机制构建的研究成果有限，未能切实满足新形势下低碳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福建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研究》以福建低碳技术创新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了低碳经济理论、技术创
新系统理论和链环一回路理论，深入剖析和定量研究福建低碳技术创新的现状和基础、 “瓶颈”和问
题、主要的激励因素和制约因素。
在此基础上运用协同创新网络理论、ISM模型等理论和模型，构建了基于不同层面的福建低碳技术创
新机制，以期为福建省调整产业结构、整合技术创新优势资源及优化发展环境提供理论参考。
采用的主要计量分析方法和工具有：生态足迹计算法、对数平均权重的DMsia分解法（LMD）、模糊
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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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2.3.3链环—回路模型分析 链环—回路模型是在对技术创新由线性思考逐步深入理
解的过程中被提出的。
它从技术创新本身出发，将技术创新项目的展开过程进行了恰当的阶段划分，而且在各个阶段之问的
相互作用和联系上注入了丰富的知识。
它既符合人们所熟悉的创新过程的顺序思维模式，又克服了以往模型单纯线性化、反映问题不够全面
的局限。
 但是这种模型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因为它不能明确哪些环节对创新绩
效起关键的作用。
该模型主要从技术创新本身出发，没有考虑技术创新同其他职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局限于技术创新项
目的分析。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和技术的问题，还必须将它放到企业环境中去，必须考
虑它与企业其他职能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企业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等。
 2.3协同创新相关理论 企业要进行低碳技术创新活动，其途径有多种。
企业可以自己内部进行低碳技术创新，可以联合其上下游企业共同进行低碳技术创新，还可以借助政
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以及法规来开展低碳技术创新，甚至还可以与高校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开展技
术创新活动。
本书基于协同创新网络理论，通过对各大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识别出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即政
府、外部企业、中介组织、研究机构四大主体，目的就是把企业开展低碳技术创新活动的途径有效地
联结起来，做到既协同又协调。
通过把各个有效途径整合起来，构架出企业协同创新网络模型图，通过对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企业
与政府、企业与中介组织以及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来进一步促进企业进行低碳技术
创新活动。
 2.3.1协同创新相关研究综述 2.3.1.1协同理论 “协同”在《辞海》里被解释为同心协力，互相配合。
英文里的协同来源于希腊文，意为协同工作。
传统的协同理念最简单的表达公式就是“1+1>2”。
20世纪4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贝塔朗菲（Bertalanffv，1987）在其《一般系统论》中首次将系统作为一
个科学体系进行论述。
贝塔朗菲把“系统”定义为“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综合体”，解释系统是由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一
些部分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哈肯从系统科学角度来阐述协同，指出协同就是系统中大量存在的子系统，却只受
少量的序参量支配，实现系统的总体上形成有序结构。
美国战略理论研究专家H.伊戈尔·安索夫（1965）和日本战略家伊丹广之（1972）则是从企业战略角
度阐述了协同的定义。
前者认为“协同是企业如何通过识别自身能力与机遇的匹配关系来成功地拓展新的事业”，后者认为
协同就是“搭便车”，因为“从公司某一局部发展出来的隐形资产可以同时被用于其他领域，且不会
被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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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建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研究》采用的主要计量分析方法和工具有：生态足迹计算法、对数平均权重
的DMsia分解法（LMD）、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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