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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R&D资源约束下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内容紧紧围绕在R&D资源约束条件下中国
如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全书共十章，分为四部分，分别是：（1）自主创新的理
论研究与政策实践。
（2）国际技术扩散对我国自主创新及技术进步的影响。
（3）内生需求因素刺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4）环渤海地区创新路径的研究及政策建议。
　　《R&D资源约束下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研究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一国、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理论。
重点剖析了通过国际技术扩散溢出的国外R&D资源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机制，并分析我国
利用国外R&D资本的影响因素；此外，还着力从内生需求角度探究其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为提升
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在实践上，《R&D资源约束下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研究为我国以及次区域的创新道路
选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
通过对不同层次经济区域的实证研究，即检验国际技术扩散、各内生需求因素对一定经济区域自主创
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为国家创新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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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男，1969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
1987至1997年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系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5至1997年在日本立教大学经济学部国际经营专业攻读博士后期课程，并于1999年在英国SUSSEX大
学SEI做访问学者，完成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工作。

李平教授现任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西班
牙ESIC商学院客座教授。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世界经济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山东省对外经济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产业经济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等。

迄今为止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3项、国家软科学2项、国家教育部课题2项、省社科基金3项、省软科学2
项、省自科基金1项、其他省部级项目2项、国际合作项目2项；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
《中国软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160余篇，在三联书店等出版社共出版专著20余部；获得山东
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L项、二等奖3项、“安子介国际贸易学术研究奖”3项。
主讲的《国际经济学》荣获“国家双语示范课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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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进口中间品并将其应用到本国生产中产生的学习效应会受到一些限制。
一方面，新产品或新工艺所需的知识只是部分地包含在产品当中，有时即使通过逆向工程也不能获得
全部的技术知识（Bresman等，1999；Madhok和Osegowitsch，2000），通过观察产品蓝图、专利或其他
形式的知识并不能获取关键技术，多数技术诀窍的获得需要经验的积累或直接向外国学习；另一方面
，国外技术所有者为避免技术吸收国同类产品成为其产品的潜在竞争者，也会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降
低技术扩散的规模和速度。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从进口国产业链来看，国内供应商为扩大国内市场份额，会尽可能地通过逆向工
程等方式积极地模仿利用外国技术，取代国外中间品进口，因此国内与中间品进口竞争的下游厂商更
具有获取外国技术的动机。
另外，出于交易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国内生产者也更倾向于使用国内供应商的产品，从而间接支持和
直接帮助当地供应商获取相关技术。
（2）国际技术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
，其主要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合作生产。
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知识在国际间转移和扩散的最为直接的方式，其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引进
国的技术创新具有重妻意义。
它不仅对技术引进国的技术存量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由于引进国的市场需求状况、人力资本、
生产设备等诸方面与输出国之间可能存在着的较大差距，因此会刺激引进国的二次创新或适应性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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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R&amp;D资源约束下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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