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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在不同的空间与时问尺度上，物质世界表现出不同的物理性质和变化规律。
与此相似，在不同的空间与时间尺度上，包括经济与管理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论断也具有不同的内
涵。
在微观尺度（如在企业尺度）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技”一词，只能按照中国日常习惯
的概念来理解，其准确的内涵是学术概念中的技术（technology），而不是科学与技术
（scienceandtechnology）。
但在宏观尺度上，从一个国家和较长的时间来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技”一词，应当包
括科学与技术。
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取得长期竞争的优势，也不可能在包括经济在内的诸多领域成为世界
强国的。
如果从更宏观的尺度（更长的时间尺度和更广泛的领域）来看，作为首要的推动国家经济发达的要素
，仅有“科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教育”。
这个尺度上的正确论断，是“科教兴国”。
本系列专著主要是从微观尺度上来讨论科技与科技产业管理问题，因此主要从技术角度来理解“科技
”一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人怀疑了。
但是在实践中，在企业运作过程中，在经济发展中，是不是每位决策者都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来处
理，还是大可怀疑的。
它来源于两方面的误解：一是理论上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误解，二是实践中对“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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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技术跨越的基本理论与技术跨越规划的评估研究”的成果之一。
本书在“可计量的技术跨越”概念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严格的技术跨越的α型、β型、
γ型定义以及技术跨越度的测量方法；给出基于技术特征的技术跨越分类，概括了技术跨越机遇的四
种类型（四类来源）；给出技术跨越的决策要点和选择跨越点的原则和两阶段方法，讨论了企业技术
跨越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泛生境），提出了技术跨越活动的最佳组织方式，分析了企业抓住技术跨越
实践的机会，提升企业技术能力体系的关键等。
    本书可供关注技术跨越的企业、政府和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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