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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广东经济学会主编的《自主创新学习与实践干部培训丛书》已由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
这是我们干部学习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生活在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时代。
一方面，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一个大学生4年所学到的知识在毕业后一年大约有1／3已过时了，
目前这个比例已达到了70％以上。
未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
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进步正在推动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快速变革。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10年6月7日在院士大会上讲话所指出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推动生
产方式发生变化，柔性制造、网络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全球制造日益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
向，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知识服务、智能服务的快速发展为个性化制造和服务创新提供了有力
工具和环境，人依靠机器生产产品变成机器围绕人生产产品成为可能，个性化制造和规模化协同创新
有机结合将成为重要的生产方式。
”①　　另一方面，现阶段各国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面临的重大挑战与问题日益增加，如能源资源
、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以及人口健康等。
2008年第四季度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为发端的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致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其根源被认为是实体经济缺乏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果。
基于此，当世界经济刚刚转入复苏初期，许多国家就把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节能环保等作为
决定未来市场经济竞争力的战略重点而千方百计地给予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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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阐述了产学研作为推进创新的一条基本途径，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做法与经验。
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回顾了我国产学研合作开展的历史演变过程，指出了在机制与体系上存在的一些
重要的问题，以及借鉴经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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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为加速推进应用研究，以重振德国经济，使德国在“二战”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弗
朗霍夫联合体在慕尼黑成立。
弗朗霍夫联合体既与大学有紧密联系，又依靠合同服务于政府和业界用户，从而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
用。
弗朗霍夫联合体成立后，以其取得的实际应用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它设有41个研究所，主要涉及领域是生物工程、微电子和微系统技术、工厂组织和企业管理、新材料
开发、生产和制造技术、数据处理和通信技术、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技术等。
它的服务对象是企业和政府部门，其中来自业界的合同主要包括解决具体问题或对新工艺进行评价和
引进。
它努力在政府（联邦和州）一企业一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建立基于共同利益而又凭借合约进行联系的
牢固纽带，并通过长期规划创造发展机会。
同时，为尽可能发挥高新技术潜力，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使企业从其广泛的技术转让网络中受益，
德国还在1971年成立了斯坦贝艾斯经济促进基金会，总部设在斯图加特，是学界、业界和政界精诚合
作的中枢机构。
斯坦艾斯技术转让网络以高校科研力量为依托，涵盖260多个按专业设立的转让中心，拥有4000名科学
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和企业管理专家等。
大部分分布在客户附近，根据客户委托从事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工作。
扶持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内进行革新，是斯坦贝艾斯经济促进基金会的又一重要内容。
从斯坦贝艾斯应用型计算机集成制造工艺中心与一家家新成立的无名小公司间的合作经历可看出，该
合作关系对中小型企业发展具有突出的促进作用。
比如，计算机集成制造（CIM）技术是一项具开创性的制造工艺技术，它虽然先进，但始终未被企业
大面积采纳，原因即在于费用高昂、专业人员缺乏。
斯坦贝艾斯应用型计算机集成制造工艺中心通过众多项目，让大量中小企业以不高的费用掌握并运用
了这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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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新与产学研合作》在叙述基本的理论逻辑与观点的基础上，更多地通过数据、案例与实践加
以论述，更加突出知识性与通俗性的结合。
在充分地阐释创新必要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概括各国在创新机制、体制与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做
法与经验。
围绕着创新这个核心内容，对动力机制、各个环节、合作方式、管理制度以及人才培育、教育制度等
各方面展开了系统和全面的阐述。
紧密结合当前广东发展的实际，从不同方面分别讨论了广东在持续推进创新活动方面存在的优势与不
足、机会与挑战等，给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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