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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叶以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以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成为各国制定政策的关键。
我国也确立了到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而自主创新是实现这一战略的核心。
财政政策工具是各国常用的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工具之一，更是对推进自主创新战略能够产生直接效
果的政策工具。
本书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国家创新体系、技术赶超和跨越理论
为基础，分析了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活动的基本规律，并以此作为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介入技术创新活
动，推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依据。
本书还进一步分析了税收激励、政府资助、政府风险投资、技术采购四种财政政策工具的操作方法、
运作规律、政策效果。
最后，本书结合我国进入工业化第二阶段后，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特征构建了一个
激励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体系，通过分析当前我国主要使用的技术创新财政政策工具，提出了激
励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体系和政策调整的建议。
    本书在理论阐述部分应用大量实证数据作为佐证；在政策工具分析部分，重视政策工具的操作实务
，并通过各种案例分析政策工具的操作方法，特别是本书结合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际设计了一套具
有一定操作性的财政政策工具体系。
    本书适合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相关专业研究人员、科技和经济从业
人员作为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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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自主创新的微观层面分析与政策含义纵观第一次技术革命以来的技术发展史，我们总可以看到
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干预、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特别是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这种作用
愈加明显，国与国之间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上升到了政府科技计划和技术创新
政策层次的竞争。
在学术界，各个学派也纷纷从自身的理论出发，为创新政策的制定寻找理论依据，以促进本国的技术
创新能力。
而各种理论的讨论都无法脱离对技术创新概念一般定义的研究。
第一节 技术创新与自主创新一、技术创新国际上对创新的研究起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
．Schumpeter）提出的创新理论，他于1912年首次提出“创新”（innovation）概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
产要素新的组合。
他认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者赋予产品一种新的特性；引入一种新的
生产方法，它主要体现为生产过程中采用新的工艺或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控制原
材料新供应来源；实现一种新的工业组织，即实现任何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或企业重组。
熊彼特之后，技术创新理论不断地深化发展，特别是由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十分迅速，不同学科背
景的学者都参与到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中来，使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有了多个视角。
表1—1就是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虽然学术界对技术创新的定义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同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以下简称OECD）的定义，本书也采用了该定义。
出于制定科技政策的需要，OECD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规范各类科技活动的定义，以实现对科技活
动的科学统计。
为了对技术创新进行科学统计，OECD又于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技术创新的统计规范，成为各国制定
技术创新政策的重要参考之一。
大多数OECD和欧盟成员国及一部分拉美国家都采用OECD的定义对本国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统计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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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主创新的理论基础与财政政策工具研究》适合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员、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相关专业研究人员、科技和经济从业人员作为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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