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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
测，文化间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代
特征。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国际的
、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中突与吸纳、融合与
排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良方。
　　软科学一词最早源于英国出版的《科学的科学》一书。
日本则是最早使用“软科学”名称的国家。
尽管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软科学有着不同的称谓，但其基本指向都是通过综合性的知识体系、思维
工具和分析方法，研究人类面临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为各种类型及各个层次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它注重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各个社会环节的内在联系中发现客观规律，寻求解决问题
的途径和方案。
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软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
软科学的广泛应用，在相当程度上改善和提升了发达国家的战略决策水平、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其
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与挑战，党中央大
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
化。
1986年，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到会讲话，第一次把软科学研究提到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的高度。
1988年、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发出“大力发展软科学”、“加强软科学研究”的号召。
此后，我国软科学研究工作体系逐步完善，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软科学事业有了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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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方法为主要分析工具，在回顾开放式自主创新的研究背景和国内外相关研
究现状的基础上，揭示了开放式自主创新系统行为的生成和演化机制，探讨了开放式自主创新的理论
模式和关键机制。
特别是分别针对绿色自主创新和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自主创新主要问题，从绿色创新中的组织创新和制
度创新两个方面以及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开放式自主创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发展、制度设计路径和发展
对策开展研究，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本书可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政府科技管理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供高等学校管理类专业的研究生与
本科高年级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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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从宏观层面即国家层面看，对自主创新模式的研究尽管在数量上不是很多，但还是获得了
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龙开元（2005）认为创新区域化是自主创新的主要推动力。
因此区域开展自主创新，要开展集群创新战略、企业推动战略、技术集成战略、核心技术突破战略。
其理由在于：产业集群大大降低了自主创新的风险和费用，增强了区域学习能力，提高地区企业自主
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区域应大力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借以促进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基本“细胞”，最了解市场的技术需求；而政府与研究机构、大学对市场的灵敏度
比较低，对市场的技术需求把握不准，一些研究机构与大学的技术创新不能适应和针对市场需求。
因此，在自主创新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实施企业推动战略。
而实施技术集成战略的理由是：目前，产品创新在面临的技术选择越来越多、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
的情况下，企业无法对一个产品的所有技术知识进行探索，在绝大部分项目与产品都是一项系统工程
的今天，竞争的优势赋予了最善于选择技术的企业而不是最善于创造技术的企业。
在我国各地区技术水平低于国际水平的条件下，想赶超国际水平，最好的办法是实施技术集成战略，
即以提供特别功能与优点为目标，选择最合适的技术或零部件进行组合、优化，创造出最佳技术（或
零部件）组合、整体功能独特、技术水平先进的新产品。
最后，实施核心技术突破战略是鉴于产品技术日益复杂繁多的情况，自主品牌产品所需技术不可能全
部自主研发，集中力量突破核心技术才是开发自主品牌产品唯一可行的途径，也是最佳的途径。
同时，当某项核心技术开发成功之后，很可能会带动一大批新产品的诞生，形成创新集群现象。
并且，当自主创新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某项核心技术，就可借助专利的保护，通过控制关键性
核心技术的转让，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某种产品甚至整个行业技术发展的进程，长时期垄断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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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
测，文化问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代
特征。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国际的、
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中突与吸纳、融合与排
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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