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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省部科技共建"研究》分析“省部科技共建”兴起的背景，把共建的主要形式分为4大类，在总
结的基础上，分析了“省部科技共建”的现状和特点。
从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区域科技基础与研究实力、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产业结构等4方面，分析“省
部科技共建”的影响因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省部科技共建”研究>>

作者简介

　　尹红，女，汉族，1980年生，湖北宜昌人。
2010年7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现任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科技行政管理与科技政策。
在《中国科技论坛》、《科技管理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广西社会科学》等中文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十余篇。
目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校级课题2项，并已参与部省级课题多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省部科技共建”研究>>

书籍目录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方法
　1.4 预期创新点
2 “省部科技共建”的现状和特点
　2.1 “省部科技共建”的兴起背景
　2.2 “省部科技共建”的主要形式
　2.3 “省部科技共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3 “省部科技共建”合作机制的影响因素
　3.1 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3.2 区域科技基础与研究实力
　3.3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与产业结构
　3.4 其他影响因素
4 “省部科技共建”合作机制的动力
　4.1 国家科技资源的稀缺性与分散性
　4.2 部分科技产品的准公共属性与跨地域性
　4.3 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机耦合
　4.4 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5 “省部科技共建”合作机制的运行
　5.1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科技协商
　5.2 共建项目选择与科技资源优化配置
　5.3 国家创新与区域创新分工协调
　5.4 科技共建的溢出效应
6 “省部科技共建”合作机制的调控
　6.1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沟通
　6.2 中央政府的主导统筹与地方政府的协同配合
　6.3 区域府际竞合的政策选择
　6.4 国家计划与共建机制的功能协调
7 “省部科技共建”合作机制的完善
　7.1 明确“区域——国家”战略发展定位
　7.2 完善共建项目评估与淘汰机制
　7.3 发展网络化共建模式
　7.4 构建多元化科技资金支撑体系
　7.5 强化激励共建成果转化政策
8 结论与展望
　8.1 研究内容总结
　8.2 主要研究结论
　8.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省部科技共建”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所谓“省部科技共建”，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相关部委
为实现国家和地方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进一步优化整合中央和地方科技资源，通过科技工程、教育
工程和重大科技项目等进行共同建设，从而推动区域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省部科技共建”是省部科技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部委与省级政府之间双向互动沟通、
协调的重要举措，是科技管理政策与机制的创新。
 “省部科技共建”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科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和广泛
的实践需求背景。
 “省部科技共建”兴起的理论背景 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
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因此博弈论又称“决策论”。
所谓博弈，就是指参加竞争的各方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策略。
合作博弈亦称为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经过多次博弈，倾向于建立长远的互动关系，采取互惠合作
的行动策略。
合作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
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
合作博弈采取的是一种合作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妥协。
妥协之所以能够增进妥协双方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因为合作博弈能够产生一种合作剩余
。
合作剩余的分配既是妥协的结果，又是达成妥协的条件。
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团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
 “府际关系是指政府之间在垂直和水平上的纵横交错的关系，以及同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
包括：利益关系、权力关系、财政关系与公共行政关系，其中，利益关系决定着其他三种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构成了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
双方对权力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
不同的行为主体即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及其对利益差别的追求是利益博弈产生的基础。
博弈双方——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普遍利益的中央政府与代表国家局部利益和地方特殊利益的地
方政府在博弈过程中相机采取各种谋略、办法、措施或手段，力图谋求最大化的自身利益。
中央与地方关系并不一定以对方付出代价来获取自身利益的零和博弈关系，而可能成为一种双向互动
关系。
地方政府在进行决策时，总是在中央计划与地区利益之间进行相机决策，由此便产生了中央与地方的
博弈行为。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博弈突出表现在财权分割、财政转移支付和政治权利配置等领域。
地方政府从本地区利益出发，谋求地区利益最大化，一利用自身各种优势或“劣势”，与中央政府讨
价还价，争取获得比其他地方政府更为优惠的政策，或者争取中央政府对制度供给实行准人和试验推
广。
如“只要给政策，不要给投资”和批准“计划单列”、“建立开发区”或先行“试点”等；二在投资
关系上，要求中央为本地区多安排一些项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以使更多的资源流入本地区或尽量
避免各种资源从本地区流出。
对中央政府而言，适度地保持集权以利于全国宏观调控，同时适当地保护地方的利益并给予必要的自
主决策权以使为地方政府具区域发展动力，即只有选择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模式，才能最大程度体
现中央整体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的客观并存这一内在要求。
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对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资源配置和政府绩效考评制度等权力和资源的控制和掌握来
调控地方政府行为，约束地方政府决策。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贯穿于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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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省部科技共建"研究》从“省部科技共建”的现状与特点、影响因素、发展动力、运行、调控和完
善等6方面，阐述“中央一区域”科技治理的基础理论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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