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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化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高新技术产业化理论与实践(第3辑)》重点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要影响因素、高新技术产业化
活动中的企业行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模式与途径。通过对比美国、日本和部分欧盟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化状况，分析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内部、外部因素，提出强化开发区的政策引导功能、加强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和建立适合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吸引机制等我国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化的选择路径。《高新技术产业化理论与实践(第3辑)》总结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规律，根据高新
技术获取和转化的方式不同，提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六种模式，并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现代组织形式
——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化理论与实践》适合经济学专业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阅读，也可供政府相关部门管
理人员、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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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国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当一种产品使用生产线生产，具有高素质劳动力队伍，拥有一定的市场
并且已形成新分支产业时，才能称其为高新技术产业。　　《欧盟科学技术指标报告》把有很高的经
济增长率和国际竞争能力，有较大的就业潜力，同时研究与开发（R&amp;D）投人高于所有部门平均
水平的航空航天制造业、化工产品制造业、医药品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科学仪器制造业等
八大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或先导产业。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定义为：能节约
资源和能源，技术密度高，技术革新速度快，且由于增长能力强，能在将来拥有一定的市场规模，能
对相关产业产生较大波及效果。　　澳大利亚科学与技术部将高新技术产业定义为投入大量研究与开
发经费，与科学技术人员联系紧密，产生新产品并且有科学或技术背景的产业。　　为了使高新技术
产业指标具有国际可比性，目前，国际上普遍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定义的&ldquo;高技术
产业&rdquo;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按照OECD定义：&ldquo;高技术产业是指研究与开发经费
占总产值的比例远高于各产业平均水平的产业。&rdquo;OECD在20世纪80年代将研究开发经费占总产
值高于4％的行业划分为高技术产业，90年代后这一标准提高到8％，OECD成员国都按该组织确定的
划分标准统计高技术产业并进行国际比较。　　而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界定方面，我国从2000年起采
用了OECI）对高新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的定义，并根据OECI）2001年新分类进行了调整。2002年
国家统计局印发了《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的通知》，按OECD2001年关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分类
统一口径。《中国科技产业》公布的目录包括下列产业（共11个部类）：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
产业，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产业，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产业，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
术产业，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产业，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产业，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
技术产业，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产业，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产业，医药科学和生物科学工程
产业，其他在传统工业基础上运用的新工艺和新技术产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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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
测，文化间的冲突与交融日浙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代
特征。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
国际的、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吸纳、融
合与排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
了良方。　　&mdash;&mdash;徐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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