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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与创新》

前言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因现代经济组织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主要研究如何建立高效的经
济区域系统。它作为一门后起的现代科学，由于年轻而显得朝气蓬勃。区域经济学萌发于19世纪20年
代，经历了漫长的酝酿、羽化过程，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形成学科的基本框架。此后发展很快，逐
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区域经济学自诞生之时开始，就以探索区域发展为己任，它的
研究对象从农业区域发展出发，逐步扩大到工业区域发展，中心地发展，增长极发展，直至现代的区
域产业、市场和城市化综合发展；研究的任务也由探索农业生产力布局，逐步走向探索整个区域经济
的产业、市场、城市、乡村等高效率发展与创新模式。本书按照区域发展、区域开发和区域创新的分
析框架，着重探索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亟须解决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本书的选题来源　　
本书研究的起始时间，可以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笔者在浙江师范大学政史系政治经济学教
研室任教，与鲁厚达、陈红儿、严斯茂、王溥泉等老师一起，着手创建区域经济学学科。记得1982年6
月，我们与金华市科委、农委等单位合作，组织学生利用社会实践时间和暑假，对金华、衢州地区传
统名特产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研，形成了上百万字的初稿，交给金华市科委整理编印成一本书。我们
对这些调研资料，又进行了细化归类分析，并由本人执笔与鲁厚达老师合作完成一篇论文：《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山区丘陵经济作物——金衢地区土特产作物优势调查》，发表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1984年第1期。这些成果，为金华、衢州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提供了决策参考依据，我们也
由此迈出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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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与创新》

内容概要

《区域发展与创新》以现阶段区域经济运行和发展为基本背景，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广泛吸取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用锐意创新的精神和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深入
探索了区域发展理论的思维脉络，区域发展规律和区域发展模式，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促进城乡经
济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加强区域资源开发，吸收典型国家创新经验，增强国内自主创新
能力等涉及区域发展、开发和创新方面的问题。阐明了许多大胆而新颖的观点，拓宽了区域经济学理
论和实践研究的思路。《区域发展与创新》适合高校师生、经济工作者和政府机关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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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考察   　一、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创新实力   　二、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新实力   　三、洛斯
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创新实力   　四、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创新实力   　五、阿贡国家实验室的创新
实力   　六、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创新实力   　七、林肯实验室的创新实力   日本运用长期发展规
划推动科技创新   　一、制订实施第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二、制订实施第二期《科学技术基
本计划》   　三、制订实施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特点及启示   　一、大
幅度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推行国家高技术发展战略   　二、铸造产、学、研一体化链条，加速创新
知识的产品转化   　三、高度重视企业创新活动，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四、形成推动创新的收
入分配政策，激发人们创新的勇气与潜能   　五、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培训，为创新提供高素质的人
力资源   　六、德国创新政策体系建设的启示   意大利运用政策促进创新活动   　一、意大利创新活动
的强项与弱项   　二、意大利建立和完善创新活动的政策支持体系   　三、意大利近年运用政策推进创
新活动的成效   俄罗斯运用政策促进创新活动   　一、奠定创新政策体系的法律基础   　二、围绕建立
国家创新体系制订科技计划   　三、俄罗斯近年运用政策促进创新活动的主要成效   瑞典高效的创新政
策运行机制揭秘   　一、建立和健全创新政策体系   　二、完善创新政策的实施机制   　三、运用政策
加强科技成果的应用开发   韩国从引进技术走向自主创新   　一、引进模仿阶段   　二、消化吸收阶段  
　三、自主创新阶段   新加坡促进创新活动的主要对策   　一、借助跨国公司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   　
二、建设科技园为创新活动提供优越环境   　三、推动中小企业提升研发实力   以色列高效的创新运行
机制探索   　一、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宏观管理机制   　二、建立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研发机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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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部牵头制定规范科技人员行为的政策法规   　三、提出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中建立信用管理
制度   　四、展望与结论   我国巩固促进科技创新的法律基础   　一、把建设创新型国家写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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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新能力背景下的人才队伍建设   　一、人才短缺是影响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   　二、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多方面相关人才   　三、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措施   台州建设促进创新活动
的区域政策支持体系   　一、为壮大民营企业而制定促进创新活动的政策   　二、为壮大主导产业而制
定促进创新活动的政策   　三、为壮大区域竞争力而制定促进创新活动的政策   台州运用政策促进创新
活动取得的成效   　一、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迅速增多   　二、品牌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三、研发组
织系统进一步完善   　四、民营企业集群不断壮大   　五、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推进台州区域创新
政策支持体系建设的措施   　一、出台促进区域创新活动的统领性政策   　二、形成促进区域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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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二、外文参考文献 后记——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与这本书   一、学科发展研究形成的特色   二、
学科队伍建设的成效   三、教学工作成效   四、科研工作成效   五、实验室、图书资料建设成效   六、
多渠道争取学科经费及使用情况   七、加强学科建设的主要措施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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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组织的改造。信息化的推进，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把不同产业、不同企业
的产品研究、开发、设计、制造，与企业内部的纵向管理控制机制，纳入网络化的计算机控制一体化
制造系统中。同时，它又和企业集成、虚拟企业、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辅助后勤系统等共同组合成
企业的自动化系统，并与Internet相连接，成为全球生产和销售系统的组成部分。这样，填平了传统产
业组织形成的各种鸿沟。不同产业之间、不同企业之间、企业与市场之间，均由网络连为一体。就企
业内部来说，从总经理、部门经理、车间主管、技术人员、一线操作工到销售人员，也都由网络联系
在一起，他们尽管所在岗位不同，但可以通过网络相互沟通，彼此协调，不仅提高了经营管理效率，
也大大增强了市场应变能力。（五）改造传统营销系统　　信息化改造传统营销系统的主要方法是：
　　1.通过网络创立区位品牌。我国许多传统特色产品，是由众多中小企业共同制造的。中小企业依
靠单家独户的力量，很难创造出有影响力的传统特色产品品牌。为此，可以运用信息化过程形成的网
络技术，组建企业品牌网络俱乐部，发展和完善一定区域内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使它们通过信
息网络的联系共享品牌，赢得规模经济效益。网络化品牌俱乐部，表现为品牌所有者，是一个由内部
网络相联结的企业成员共同体。每个成员企业，都有权使用网络俱乐部拥有的品牌为自己服务，但必
须严格遵守网络俱乐部规定的产品原料、工艺、技术、质量、计量、卫生、安全、环保、性能、功用
和包装等方面的标准。　　2.发展网上展销业。运用信息技术，精心组织举办各种网上交易会、展销
会和科技交流会，通过传统特色产品的网上展销，扩大其市场影响力。　　3.发展电子商务。促使传
统特色产品市场网络化。电子商务可以充分利用原有专业市场的资源优势，在互联网上构筑商务平台
，发挥资源回流和产品扩散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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