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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创新又是一种高智力、高投入和高
风险的复杂性社会劳动，需要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从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国际国内的具体形势
来看，加强创新活动的多边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新研究肇始于20世纪早期熊彼特的工作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线性模型、环节互动模型和以厂商为中心的模型之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
后期，出现了一个从系统的观点来研究创新的新思路。无论是从国家层次上的创新、区域层次上和产
业层次上的创新。还是从创新主体的构成和创新行为的特点来看，都可以认为创新是由多种要素及相
互关系组成的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过程，即创新系统。从创新系统中主体的构成来说，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对多国创新体系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明确指出：“
创新是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技术变革并不以一个完美的线性方式出现，
而是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的结果。”从创新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创新行为的系统性
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对这种系统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以往人们关注的多是创新系统中的
特定要素或创新过程中的某个片断，这是由人们对“创新”过程的狭义理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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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系统中的多主体合作及其模式研究》是作者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创新研究肇始于20世纪早期熊
彼特的工作，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线性模型、环节互动模型和以厂商为中心的模型之后，进入20
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从系统的观点来研究创新的新思路。无论是从国家层次上的创新、区域
层次上和产业层次上的创新。还是从创新主体的构成和创新行为的特点来看，都可以认为创新是由多
种要素及相互关系组成的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过程，即创新系统。从创新系统中主体的构成来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多国创新体系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明
确指出：“创新是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技术变革并不以一个完美的线性
方式出现，而是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的结果。”从创新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创新行
为的系统性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对这种系统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以往人们关注的多是创
新系统中的特定要素或创新过程中的某个片断，这是由人们对“创新”过程的狭义理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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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哲学家们试图揭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性，从而展开了使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的第三种阐释方
式。如黑格尔，他视主体为“绝对精神”或“理念”，把客体看作绝对精神或理念的创造物，在“实
践理念”的基础上统一了主体和客体。费尔巴哈反对把主体归结为精神、意识，而把人的有机实体排
除在外，他认为精神、意识只是主体的特性，真正的主体应该是“实在的完整的人”。但是黑格尔的
“主体一客体”辩证法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而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却是一种孤立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因此无法在人与动物之间作出恰当的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统一建
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既是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①。　　主体是通
过实践活动实现创新目标的。这样，从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出发，可以将“主体”这一概念的内在规
定性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主体具有由需要激发的、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能动性，即主体是以需求作
为原动力，进而进行各种对象性活动。在这里，对客体进行能动的改造和变革是这种对象性活动的主
要特征，但这种对象性活动应该是同主体的需求相统一的。其二，主体具有在为我目的推动下的创造
性。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区别于一般人类行为的地方，就在于它排除了重复性生产这一活动内容，它要
求出现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东西，从而把对象性活动引向新的领域，扩大和深化“自在事物”向“为我
事物”的转化。但这种创造性只有在为我目的的推动下才能够持久。其三，主体具有对自身活动进行
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自主性。这包括对自身需求的调解，对活动目的的控制，对活动手段的改进以
及对活动方式的变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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