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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知识溢出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新经济增长理论架构已然确立，对其
核心理论领域如知识溢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区域收入差距等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化。
随着新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涌现，作者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将会迎来又一个高潮。
　　本书依据经济增长理论、创新经济学等理论、运用极值边界分析、面板数据分析等传统计量经济
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知识溢出及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对认识知识溢出本质
、如何测度知识溢出以及知识溢出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的作用进行了较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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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当代经济学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
以前，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未引起主流经济学足够的重视。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分析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思想的创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走出了困境，罗默
（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新经济增长理论
的文献。
这些文献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人力资本和知识溢出等因素引入增长模型，对不同国家、不
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给出了符合主流经济学分析水平的解释，从而向经济
增长理论的严格性和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新经济增长理论定义了一个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克服规模报酬递减的发动机——人力资本与知识溢出
效应。
　　在文献中，最早引入溢出效应解释经济增长的先驱是罗默（Romet，1990），他指出研发（R＆D
）的效用具有双面性：首先是直接效用，研发勾画出新产品、新设计的蓝图，创新企业直接占有垄断
或半创新垄断租金；其次是间接溢出效应，新的创意以新材料、新配方和新运算方法的形式进入而增
加了知识的存量，由于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垄断性等外部性特征，这种知识存量有可能在没有支付
给研发者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其他的企业所利用——知识溢出。
知识溢出似乎是“免费的礼物（free gifts）”，Langlois和Robertson（1996）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驳斥，理
由是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tacitknowledge），隐性知识往往具有粘性，这种知识在传播、理
解和吸收上较为困难，需要一定成本，因此不是什么“免费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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