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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三角地区民营制造企业经过三十年发展，已达到相当生产规模，积累了一定技术实力。
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汇率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全球金融危机蔓延，长三角地区民
营制造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和技术升级压力。
《立信金融学者文库：长三角地区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制度研究》在回顾长三角地区民营制造企业
发展和技术创新制度变迁的基础上，以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为中间变量，研究长三角地区民营制造企
业面临的各种技术创新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第1章介绍长三角地区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引出《立信金融学者文库：长
三角地区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制度研究》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对长三角地区技术创新制度研究和
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制度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说明《立信金融学者文库：长三角地区民营制
造企业技术创新制度研究》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第2章整理经济学和管理学各个分支学科中技术创新制度研究的理论进展，主要总结产业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国家创新体系、比较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和学术流派关于技术创新制
度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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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组织场。
这种博弈域介于交易和组织域之间，但又区别于两者，其中组织的建立是通过域内人们的配对实现的
。
组织结构的类型高度依赖于参与人在配对之前投资于信息加工的人力资产的类型。
参与人可以自由退出该域，但他们的行动决策集合假定是对称的，即选择人力资产的类型，决定是否
接受某种配对结果，在配对之前没有对层级安排的具体规定。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把这种域想象为一种理论建构，用于理解组织规范和人力资产的共同演化的内在逻
辑。
本书认为，组织场对研究技术创新中介组织和技术创新人力资产投资的相互影响是十分有帮助的。
　　（5）政治域。
这个域包含一个独特的中心参与人——政府，它拥有和私人参与者不对称的决策集合。
私人参与者可以是公民、利益集团、产业协会、工会、阶级等，具体视场合而定。
政府的行动集合包括单方面将私人参与者的财产转移给自己或其他参与人（税收、补贴和罚金等），
强制动员私人参与者的服务（如服兵役和参加陪审团），对私人参与者施加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死刑
、逮捕）和垄断供应某些公共服务，如司法。
私人参与者无法通过选择逃避政府行动的影响，后者具有排他性的管制权力。
但私人参与者可以选择是支持还是抵制政府。
如果政府行动引起私人参与者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其结果对政府将是代价昂贵的（如失去权力），虽
然反抗也许对私人参与者也是有代价的。
政治域对技术创新博弈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域往往限制了技术创新博弈的行动选择集，使得
各种创新倾向于与各个利益集团的偏好相吻合。
　　（6）社会交换域。
在社会交换域中，那些直接影响接受方参与人报酬（如尊严、赞同、反对、同情、谴责、善意的疏忽
等）的非经济物品（如社会符号、语言）被单方面提供，或与“非明确的回报义务”相交换，有时甚
至伴随着礼物馈赠行为。
当交换以多边的形式发生在相互认识的一群固定的参与人中间时，我们就称之为一个社区，它可以是
乡村社区、商人社区、职业社区等。
例如，在典型的制造业车间里，不同工种、不同工龄和不同知识背景的工人之间相互交流改进技术，
学习工作手册中所没有的默会知识，进行渐进型创新。
这时，车间范围内的社会交换域所提供的社会资本可能会为熟练员工的外部性提供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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