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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研究是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鼓励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编号：06AJY006）
和浙江省软科学重点项目“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评价研究”（编号：2006C25018）的资助下完成的。
整个研究历时两年，涉及对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山东、福建和江西等地的调查，在研究设计上
把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文献法、深度
访谈、问卷调查和统计资料法等多种研究手段；在调查资料分析处理中采用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
辨别力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非参数检验等不同的方法。
运用Vensim软件，就税率、折旧率、贴息率等财税政策对自主创新的作用进行了模拟研究。
第一章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与制约瓶颈、我国自主创新现状与自主创新能力分析两个层面讨论了研究
背景，结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发[2005]44号）和党的十七
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课题的研究意义，并扼要地分析了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
第二章从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技术创新的政策工具、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技术创新的政府行为4
个领域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评价，总结归纳了以往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缺陷，探讨了对
本研究的借鉴意义。
第三章清晰地界定了自主创新能力的内涵与外延，遴选了90个评价指标构成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理
论评价指标，采用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和辨别力分析等方法对理论评价指标进行了多重的实证筛选
，构建了包括自主创新投入能力、自主创新支撑能力、自主创新管理能力和自主创新产出能力4个评
价模块共25个评价指标的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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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构建了我国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行
了实际评价。
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税率、折旧率、贴息率等财税政策对自主创新的激励效果进行了SD模拟、在
对白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借鉴国外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主要经验，提小
了优化我国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思路、对策、创新方向与选样方法。
采川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回归分析法，考察了财政科技投入与自主创新的相互依存关系与因果关系，并
建立了相关的数学模型、在对政府采购介入白主创新进行经济学考察的基础上，对自主创新政府采购
激励政策进行了实证调查，借鉴国外自主创新政府采购激励政策的主要经验，建立了我国自主创新政
府采购激励政策的框架体系。
　　本书可供政府相关部门、相关学科的科研人员以及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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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和深化各项改革，积极扩
大对外开放，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克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突如其
来的“非典”疫情和严重洪涝干旱等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取得了新进展。
一是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
2002～2007年我国GDP总量年均增长10.6％，不仅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4.6％高出6个百分点，而且比改
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9.7％高出0.9个百分点（图1－1）。
2007年，我国GDP总量达到24.66万亿元，GDP总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6位跃居第4位，人均GDP翻了一
番，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增长1.71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7703元增加到2007年
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
二是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
我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
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实现了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跨越。
随着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我国在世界货物贸易额中的排名由2001年的第6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3位，
已成为对世界贸易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及影响的国家（图1-2）。
200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1738.3亿美元左右，比2006年增长23.5％，比1979～2006年的年平均
增长率高出6.3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12180.2亿美元，增长25.7％，进口9.558.2亿美元，增长20.8％。
全年货物贸易顺差达到了2622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了65.2％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约15个百分点。
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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