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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背景和必要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关
键时期，关注创新，关注农村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重要主题。
这两大主题和战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需要形成全民创新的氛围和文化。
乡土性技术创新是农村发展的内源性力量，它不仅在塑造全民创新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
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而且也是帮助农村贫困阶层脱贫致富、建设和谐新农村的重要途径。
　　乡土性技术创新（Indigenous Technology Innovation）是指产生于某一特殊的乡土文化或社会，来
自于乡土知识和实际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的不断试错经验累积的创新，它与研究机构或学术单位的专
业性农业技术创新不同。
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乡土性农业技术创新在我国大量存在，如山东寿光农民在当地蔬菜发展
中不断进行的创新，不少立体种植、间作套种模式、光温控制技术就来源于菜农的生产实践。
自办科研机构，获得专利和科技进步奖的农民大有人在，如山东青州黄楼镇花农李洪亮建立了山东仙
客来研究所。
乡土性农业技术创新对我国的农业具有重大贡献，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全社会
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一环。
对于帮助社会困难群体脱贫致富，进而促进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塑造全民创新文化，进而推动建设创
新型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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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抽出我国乡土性技术创新大量涌现的宏观背景为农业产业集群，分析
乡土性技术创新与农村的内源式发展的关系，研究乡土性技术创新的原因、程序、传播及其与专业性
技术创新的关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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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乡土性技术创新的宏观背景——农业产业集群　　乡土性技术创新在地理上的分布呈现出
不均衡的特点，有的地区有零散的创新，有的地区有大量的创新，考察乡土性技术创新大量出现的地
区，可以发现这些地区大多已形成或正在形成农业产业集群。
这是因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使人与人之间交流频繁，各种信息及经验类知识传播迅速，形成了产业集群
特有的学习氛围。
为农民提供了学习的空间和近距离的模仿的榜样，同时产业集群是一种创新网络，这种创新网络为乡
土性技术创新提供了天然的价值增加途径，保证了创新的传播、交换和技术文化的不断更新，从供给
方面为乡土性技术创新提供重大推力。
另外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为农民提供了与市场的密集接触机会，从需求方面为乡土性技术创新提供重
大引力。
本部分主要对我国乡土性技术创新的宏观背景——农业产业集群进行分析，下一部分分析乡土性技术
创新与农业产业集群的互动演化机理。
　　2.1农业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全球化现象，既存在于工业、商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又存在于传统农业之中。
国内外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传统制造业、高薪技术产业等领域，对传统的农业集群研究不
多。
学界一般认为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始于马歇尔（1920）的《经济学原理》，他对产业的地区性集聚
做出了解释。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迈克尔·波特的《论国家竞争优势》（《哈佛商业评论》1990年第2期）和保罗
·克鲁格曼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期刊》1991年第3期）的发表，才引发了理论界
对产生饊研究的热潮，并使得产业饊理论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乡土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编辑推荐

　　《乡土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到山东省科学基金项目，乡土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
研究（Y2008H11）以及山东省软件科学项目，山东省乡土性技术创新及其激励机制研究（2008RKA159
）的资助。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乡土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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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