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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公共政策多如牛毛的时代，也是一个公共政策严重匮乏的时代。
美国公共管理政策体系可谓世界领先，但是本世纪初就是在美国华尔街爆发了次贷危机，并以海啸之
势席卷全球。
这次不仅重创全球虚拟经济而且对实体经济也造成巨大冲击的金融风暴，其背后的原因之一竟也是政
府顺应金融创新的公共政策的严重缺失。
在我国，为了深化、细化、制度化党和国家提出的“以产学研为突破口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目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超过3000项（武夷山，2006），但
是高校技术成果成功转移率依旧低下（赵沁平，2009），针对性、动态性水平高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激
励政策依旧严重匮乏。
中小企业和地方高校合作创新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地方高校科技管理问题，也不仅仅是企业微观技术
创新管理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我国自主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关键问题。
　　本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10HQGL03）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Y7100075
）的主要研究成果。
首先，本书在分析研究背景与确定研究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对创新理论系统、合作创新理论、创新政
策系统理论的文献研究，确定了以“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基于创新目的联合构建的跨组织团队”为研
究对象，并提出了要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1）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研究；（2）产学
合作促进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3）当前阶段促进产学合作创新的公共政策研究。
　　其次，本书针对上述问题，运用实地调研、深人访谈、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
法，按照实证分析的研究设计、变量设计、信度效度检验、研究方法设计等规范，在采集大样本问卷
的基础上，采用数理统计和结构方程建模相结合的定量分析方法，实施了研究，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
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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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10HQGL03)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Y7100075)的主要研
究成果。
首先，本书在分析研究背景与确定研究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对创新理论系统、合作创新理论、创新政
策系统理论的文献研究，确定了以“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基于创新目的联合构建的跨组织团队”为研
究对象，并提出了要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1)影响产学合作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研究；(2)产学合作
促进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3)当前阶段促进产学合作创新的公共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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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量变和质变辩证统一的进程，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体。
同样，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也是连续性、间断性、量变和质变的统一体。
首先，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具有约束力和规范性的行为规范，它既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
长期的，但不管长短，它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来保证它的约束力。
这种连续性一是表现在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二是表现在内容上的连续性，各种制度规范互相支持、
互相配合而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拆台；三是制度的量变发展过程是制度连续性的重要体现：制度量变
的过程是在基本的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它保持基本制度质的稳定性和
连续性。
我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引发的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就是很好的证
明。
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迁的，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
但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本身是一个主体制定和安排的过程，其归根结底所体现和满足的是安排主体的
主观利益，因而就带上了安排主体的主观意志，因此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不管如何发展变迁，都要充
分考虑各安排主体和受制或受约束对象的利益和承受能力。
这就涉及一个政策或制度容量的问题。
政策容量是人们对政策、制度所能承受的容量和范围，在这一承受容量范围内的制度和政策才是可行
的或可持续的，否则它就失去存在的根基和发展的沃土。
因此，坚持技术创新制度安排的发展观，就是坚持有条件的发展观，这种条件就是主体的承受能力或
客观的政策容量（王大洲，关士续，1996）。
　　目前，由于产学合作创新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把产一学一研三方的合作作为研究的重点，而且研究
视角主要集中在现象分析和宏观研究方面，所以激励产学合作创新的政策实际上并不多，所以本研究
将通过产业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体系这两个中观视角对合作创新过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为产学合作创新政策的细化作出一点贡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小企业与地方高校合作创新机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