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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研究的重要成果，科技政策博士文库终于付梓并将与读者见面了。
在这批著作出版之际，回顾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的研究历程，不禁心生感慨。
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研究的开端是在1993年设立了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之后，我们开设了科技
政策研究方向。
十几年来，我本人和我的博士生以及行政管理系的诸位同仁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共完成了
国家、省、市几十项科研课题，出现了一大批理论与应用性成果，并一直致力于将这个研究方向做出
东北大学的特色。
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苦辣艰辛。
但是有那么多人愿意跟着我从事科技政策的研究，我一直心存感激，因为孤掌难鸣，只有结伴同行，
我们才能走更远的路。
在学术研究队伍比较完善和积累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组建了东北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学
校为支持这个中心投入了110万元的学科建设经费。
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东北大学历史上是第一次对文科件的发展给予了这么大的支持力度。
很快。
在沈阳市科技局的支持下。
2003年年底成立了沈阳科技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科技部又批准成立了国家科技政策东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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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从科技政策和区域政策等方面，研究了区域科技政策体系建
构的理论基础，并分析了部分W70成员方实施区域科技政策的实践；二是研究了WTO规则对区域科技
政策建构的基本约束；三是研究了我国政府对与科技相关的协议和协定向WTO作出的承诺，以及加
入WTO后我国区域科技政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四是以系统论的思想。
分析了区域科技政策的系统性质和建构思路。
提出加入WTO后区域科技政策体系建构的目标、任务、原则和重点方向；五是根据WT0规则的具体要
求，运用政策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了WTO框架下区域科技政策体系建构的基本内容；六是运用模糊综
合评价方法建立了区域科技政策体系的评估系统；七是研究了WTO框架下区域科技政策实施中的政府
职能调整，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
本书的完成将有助于促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科技发展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并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政
策法规体系的建立，从而通过科技政策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强化科技工作的
宏观管理，最终推动我国区域科技和产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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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对于低科技或中高度科技企业集中的地区，就必须有相应的补充政策，而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制定的区域科技政策可以在作用和功能上弥补国家统一科技政策的不足。
国外发达国家的区域科技政策多是研究经济区域的科技政策，而我国由于体制和历史等原因，区域科
技政策基本上都是研究行政区域的科技政策，它是我国科技政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
我国区域科技政策的历史演变主要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区域科技均衡发展、改革开放
后的区域科技优先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区域科技协调发展三个阶段，反映了国家区域发展
战略从追求公平到讲求效率再到注重公平的发展过程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国制定的区域政策主要是基于均衡发展理论，以内
地为投资和建设的重点，追求地方经济的自成体系。
在这个时期，区域科技政策是内含于区域发展政策之中的，并没有分化独立出来，科技政策的重点主
要是解决具体产业发展的科技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进入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
这一时期制定的区域政策主要是基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张一部分区域经济“先富起来”，以其经济
的高速增长再带动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
由于中央政府向这些地区地方政府下放了事权和财权，所以地方政府管理地方经济事务的自主权增大
。
地方政府有权制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科技政策，如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优先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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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本人在沈阳市科技局工作，长期从事科技行政管理，在地方科技进步立法研究、地方政府科技行政
规章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做过大量实际工作。
我国加入WTO后，我还直接组织、领导了沈阳市科技政策的"废、改、立"工作，共清理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措施141件，废止文件61件，修改21件，　继续执行55件。
在工作实践中，我深深感到，从地方科技工作的视角看，我国的区域科技政策指向性强，但是在政策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下功夫不够，与国家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宏观要求有很大差距；与本区域经济
发展对科技的支撑作用要求有很大距离；在实现WTO规则和基本原则的规范要求方面，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
作为一线工作的科技管理人员，想坐下来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又苦于事务缠身，而且研究能力和精力
都存在问题，这使我产生了进一步深造的愿望。
2000年，我通过了东北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经由我的硕士导师远德玉先生推荐，师从娄成武教授研
究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
在研究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决定把我国加入WTO后地方科技政策调整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2003年8月，我的博士论文《WTO框架下区域科技政策体系的建构》通过答辩。
本书就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增删改写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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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WTO框架下的区域科技政策体系的建构》为东北大学科技政策博士文库丛书之一，由东北大学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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