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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科技全球化的推动下，研发活动已经突破国界，进发出强大的活力，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球的研发景观正在被重新塑造，这一现象引起了世界各国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全
球研发活动的空间分异与新兴研发经济体的崛起(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作者张永凯)以研发活
动空间分异为研究主线，在探讨研发活动的行为主体和总结研发活动历史演变的基础上，运用研发投
入、研发产出等一系列指标，从宏观层面考察全球不同国家研发活动的空问格局和特征，并以跨国公
司在全球的研发活动加以佐证。
《全球研发活动的空间分异与新兴研发经济体的崛起(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采用“参数随机前
沿分析技术”(SFA)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研发效率进行测算；基于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效率等因素
，提出新兴研发经济体崛起的观点。
本书以印度和中国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微观层面分析中国区域内部研发活动空间差异及其主要影
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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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凯，男，1974年生，201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系，现为兰
州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城市与区域规划等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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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咨询项目10余项。
在《现代城市研究》、《资源科学》、《科技与经济》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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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基本概念的厘定（一）研发　　R&D是英文Research&Development或
者Research&ExperimentalDevelopment的缩写，中文被称为“研究与开发”、“研究与发展”或“研究
与试验性发展”等，简称“研发”。
研发的概念有多种定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的科技活动按性质分为三类，即研究与实验发展、科技教育与培训、科技服
务。
研发是指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工作。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研发是为了增加知识总量所进行的系统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包
括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知识以及利用这些知识创造新的应用。
而在《电国科学技术指标》中，将研发定义为：为了进行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
工作，是人们不断探索、发现和应用新知识的连续过程（傅家骥，1998）。
虽然上述三种概念在表述上有所区别，但其基本内涵大致相同。
但在实际运用中，研发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研发是指科学技术研究，即科学研究、开发研究、技术开发和创新，具体包括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开发研究、技术创新以及技术产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的各个环节和过程（王学鸿，1998）；
狭义的研发仅指企业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杜德斌，2001）。
本研究采用的是广义上的研发概念。
（二）研发活动　　研发活动，即研究与发展活动，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
用这些知识创造新的应用所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
研发活动作为科技创新活动的核心和关键部分，是生产知识产品的一种特殊活动，其特点显然有别于
其他生产活动（吴贵生，2000）。
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探索性。
它是探索未知、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工作，因此被称为研究与试验性开发；二是风险性。
研发的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它的风险性，一项研发活动往往是创造性的探索，对是否成功没有十
分的把握，其失败的概率还是很高的；三是高投人性。
研发活动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特别是一些带有重大创新产品的研发，没有巨大的资金支持是根本无
法完成的。
研发活动有三种类型，具体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其中，基础研究是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观察事实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
律，获得新发现与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
的。
其成果以科学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应用研究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但它主
要针对某一特定目的或目标，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
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
其成果形式以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为主；试验发展是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
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
其成果形式主要是专利、专有技术、具有新产品基本特征的产品原型等。
　　本研究认为，研发活动作为科技活动的核心，是指一种创造新产品和知识创新的活动，是获取有
关产品创造、过程和服务的新知识，并把这些新知识运用到相关研究活动的过程。
它不仅体现在自然和工程领域，而且也贯穿于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研发活动可以用研发投入和研发
产出等指标进行测度。
在这里有必要把研发活动与科技创新活动区分开来，应该说研发活动的概念比较狭窄，而科技创新活
动则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
教育和培训就不属于研发活动范畴，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很多支持和服务性的活动也不能纳入研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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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通过研发资金投入、人力投入、专利产出、科技论文发表数量、研发机构以及研发效率等
指标来刻画研发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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