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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的瓶颈与突破》的主要内容是：本课题研究结合我国创新实际、特别是上海创新实践，总结上
海自主创新经验，通过理论分析，找出进一步创新的体制缺陷、环境障碍、政策缺陷，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理论借鉴。本研究重新界定地方政府在城
市创新体系中的职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产学研结合新模式。作者提出城市创新能力评价的
基本要素，根据要素特点分别采用定量或定性分析。提出鼓励私募融资参与风投，提倡政府或国有资
本参股、外资或民资控股、市场运作的运行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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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自主创新概念与创新理论的研究　　一、自主创新的内涵　　中文“
创新”一词一般包括三层含义，即发现、发明和革新。发现与科学相关联，指发现已经存在但不为人
知的规律、法则或结构和功能。发明与技术和工艺相关联，是根据发现的原理而进行制造或运用，产
生出一种新的物质或行动。革新即提出与前人不同的新思想、新学说、新观点，创立与前人不同的经
济体制、企业制度等。　　1．自主创新的界定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的核
心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原始创新是指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创新成果
，是获得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更多的技术发明。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各种现有技术
的有效集成，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者新兴产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则指在引进国内外先进技
术的基础上，学习、分析、借鉴，进行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　　从学术界研究
的现状来看，对自主创新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在理解自主创新时，不仅在外
延上做TN确的界定，而且对其内涵也做了更为广义的解释。谢燮正（1995）指出，自主创新不同于技
术创新。过去的技术创新省略了许多由发明到应用的中间环节，失败风险很小，所以进行的主要是学
习消化，至多做一点适应性修改；自主创新则不然，必须包括选择发明和科技成果，使之逐步成熟到
适合于生产应用，以至于市场成功，还必须包括根据市场和生产需要去开发技术的各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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