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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区域经济和

科技发展的基础 。当前我国创新人力和财力投入不足是我国区域创

新系统创新能力提高的瓶颈 。同时 ，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的内部结

构也成为影响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 。由于创新

系统人力和财力投入不足受到宏观经济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无

法在短期内解决 。通过研究区域创新系统投入与产出结构 ，来揭示

区域创新系统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特征 ，进而提高区域创新系统

内资源配置效率 ，成为一个既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行为 ，又影响宏观区

域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 ，如何在考虑到具体区域

生产特征的基础上 ，研究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特征 ，以

及基于资源投入的区域创新系统创新机制 ，弥补跨地区比较研究的

缺陷 ，成为一个既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行为 ，又影响宏观区域可持续性

发展的重要课题 。

本书首先对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概念进行探讨和

界定 ，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典型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历程 ，归纳了区

域创新系统的发展阶段 ，构架了区域创新系统发展阶段识别模型 ，并

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其次 ，构建了区域创新系统资

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调节变量体系 ，通过实证研究提炼了区

域创新系统投入和产出结构 ，研究了我国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模

式 ，并通过三阶段 DEA模型评价了 １９９５年至 ２００５年上海市区域创

新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 ，归纳了区域创新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的三



条变化特征 。再次 ，通过高级计量方法分析了环境因素对区域创新

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边际影响 。最后 ，构建了基于资源要素投入

的区域创新系统资源的创新机制模型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

设进行了验证 ，并根据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驱动我国区域创新系统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政策启示与对策建议 。

虽然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由于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限

制 ，书中一定存在不当之处 ，恳请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

本人于 ２００８年 ８月进入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工作 ，担任助理研究

员一职 。在社科院这块知识与智慧的沃土上 ，我的学术水平与科研

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在此我要向单位的领导和老师们表示感谢 。正

是有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我才能够顺利完成本书的撰写工作 。我

也会以此为新的起点 ，一直走下去 。

王 　亮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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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 、研究背景

在知识全球化不断深入 ，“大科学”特征日益凸现 ，特别是进入后危机时

代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 党和国家敏锐地抓

住了这个机遇期 ，提出“着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着力推

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 ，逐步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

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这充分说明创新已成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

区域创新系统是介于国家创新系统和企业创新系统之间的衔接体系 。它

的发展路径主要体现在区域科技的进步带动经济发展 。 区域创新系统的良性

发展 ，不是通过要素驱动 ，而是通过自主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和协调发展 。

目前我国离创新型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 。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虽然已经
由 １９９８ 年的 ０ ．６９％ 增长至 ２００６ 年近 １ ．６％ ，但与创新型国家相比尚有差距 ；

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５０％ ，而美国 、日本仅 ５％ 左右 ，关键技术自给率低 ，

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 ；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 ，虽然我国人才

总体规模已近 ６０００ 万 ，但高层次人才十分短缺 ，能跻身国际前沿 、参与国际竞

争的战略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 ；创新指标尚未成为科研指挥棒 ，长期以来 ，许

多单位以论文数量作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导致科研人员片面追求论文数量 ，质

量却无法让人乐观 。 “科技瓶颈”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

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已影响到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

我国 R&D 总经费在 ２００５ 年位于世界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２００６ 年

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但无论是人均 R&D 经费还是 R&D 活动有效性方
面均落后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 。 ２００５ 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 ４９ 个主要国

家（占世界 GDP 的 ９２％ ）中位居第 ２４ 位 ，处于中等水平 。 我国可以说已是一



个科技大国 ，但科技大国并不等同于科技强国 ，我国对创新资源的配置缺乏特

定的规则 、程序和渠道 ，因为信用风险 、利益分配等原因 ，企业之间 、企业与高

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缺少有益的合作 ，这样的合作方式难以缩短科技向生产转

化的时间 。创新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 ，更需要优化配

置 ，提高绩效 。

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

的基础 。当前我国创新人力和财力投入不足是我国区域创新系统创新能力提

高的瓶颈 。同时 ，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的内部结构也成为影响人力资源和财

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 。 由于创新系统人力和财力投入不足受到宏观经

济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无法在短期内解决 。 通过研究区域创新系统投入

与产出结构 ，来揭示区域创新系统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特征 ，进而提高区域

创新系统内资源配置效率 ，成为一个既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行为 ，又影响宏观区

域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课题 。

当前对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全国各个地区进

行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区域创新绩效方面的评价 。 但正如 Chieko Umetsu
et ．al ［６］的研究结果所指出 ，当区域间存在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差异时 ，跨地

区比较研究不能够提供有效的政策含义 ，因为这种比较忽略了影响生产和技

术变化的区域特征因素 ，如 GDP 、人口数量 ，等等 。 上述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都

是横截面的数据 ，而且指标的选取多以综合指标为主 ，未考虑到具体区域的生

产特征 ，这样所得出结论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受到影响 。

如何在考虑环境因素的基础上 ，研究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

特征 ，以及基于资源投入的区域创新系统创新机制 ，成为弥补跨地区比较研究

的缺陷 ，提高政策指导的可行性的重要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从理论角度 ，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特征的研究作为一个新兴

的研究方向 ，涉及以下三个基础理论的扩展 ，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

１ ．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评价

本书全面 、系统地对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相关定义进行完整界定 ，探索

了区域创新系统资源的结构 、配置的变化特征 ，揭示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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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机理 ，构建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 。 并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研

究方法 ，拓展相关学科的应用领域 ，丰富了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及使用的研

究内容 ，完善了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的现有理论 。 同时 ，通过对上

海市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的实证研究 ，深刻剖析区域创新系统资

源配置低效的深层原因 ，探索性地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改善我国区域创新系

统的资源配置效率 ，为发展我国“科教兴国”以及区域的“科教兴省”战略提供

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

２ ．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机制

过往对区域创新系统机制的古典研究中 ，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机制主

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构成创新系统的要素 ；二是要素之间的运行关系 。 对创

新系统构成的要素 ，国内外有不同的看法 ，但基本要素的分类为大家所认

同 ：根据主体的区别 ，分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企业 、政府和中介服务体

系 。 但是古典区域创新系统创新机制无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如何促进

区域创新系统综合绩效的提高 ，更无法量化评估各个主体要素对区域创新

系统的贡献 ，缺乏显著的方向性和目的性 。 但本书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资

源要素投入 ，构建区域创新系统的全新的创新机制模型 ，并通过研究得出的

创新机制假设和特征 ，为研究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机制提供了一个研究范

式和理论支持框架 。

３ ．复杂系统理论

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它的发展受制于许多影响因素 ，

例如历史地理基础 、自然地理条件和区位条件 、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

平等 。因此 ，对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必须从复杂系统的思想出发 ，用系统的

研究方法 ，揭示以创新要素最优配置为前提的系统发展趋势是本书的一个重

要内容 。

（二）实践意义

自 １９５６年开始 ，我国已制定了枟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７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

划枠 、枟１９６３ — １９７２ 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枠 、枟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枠 、枟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０ 年科技发展规划枠 、枟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０ 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

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枠 、枟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年 ）枠 。

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过渡期 ，科技体制改革有待深层次的突

破 ，还需要不断完善适合于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活动规律的运行机制 。 目前

中国区域创新系统的资源配置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现象 ，诸如科技资金等资源

社会投入规模与社会发展需求差距过大 ，计划经济体制为科技资源配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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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很大弊端 ，科技资源配置的创新功能低 ，市场经济尚未形成对科技资源配

置的基础性作用 ，等等 。

资源配置是区域创新系统科技决策的核心 ，使科技资源的运用达到节约 、

高效 、创新的优化配置 ，需要在规模 、结构 、运行方式上进行改革和完善 。 科技

资源是国家的第一资源 ，科技资源配置是战略配置 。 知识经济时代是科学技

术（知识）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 。 科技资源配置的要

素包括科技资金 、科技人才 、科学研究实验设备 、科技信息等 。 科技资源配置

主体分为执行主体和调控管理主体 ，科技资源配置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关键 ，

只有使其成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基础 ，才能发挥其最佳的创新功能 。 目前我国

科技资源配置规模与社会需求有很大差距 ，计划经济体制给科技资源配置结

构带来很多不利影响 ，至今仍是改革的难点 。 通过研究区域创新系统投入与

产出结构 ，来揭示区域创新系统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特征 ，进而提高区域创

新系统内资源配置效率 ，成为解决以上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 。

（三）研究内容

本书各部分内容如下 ：

第一章介绍了本书的研究背景 、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以及本书的方法论

和研究路线 。

第二章对核心概念进行探讨和界定 ，并总结了本文的理论基础 ，点评了当

前研究文献的成果和理论空白 。

第三章总结了典型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历程 ，归纳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发

展阶段 ，构架了区域创新系统发展阶段识别模型 。

第四章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调节变量体

系 ，通过实证研究 ，提炼了区域创新系统投入和产出结构 ，研究了我国区域创

新系统资源配置模式 。

第五章通过 DEA 三阶段模型评价了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５ 年的区域创新系统的资

源配置效率 ，归纳了区域创新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的三条变化特征 。 同时 ，通

过高级计量方法分析了环境因素对区域创新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边际

影响 。

第六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 ，构建了基于资源要素投入的区域创新系统资

源的创新机制模型 ，并通过实证研究对模型假设进行了验证 。

第七章结合以上几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提出适用于我国的政策启示与

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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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的研究内容 ，基于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特征与创新

机制研究的复杂性 ，仅仅用一种方法往往很难有效地解决所有问题 。 因此 ，本

书采用了多种方法的结合 。

１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应该怎么样” ，而实证研究的目的是验证“实际怎

么样” 。 两者结合才能高屋建瓴地洞察问题本质 ，一方面使得规范研究的结果

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与修正 ，避免规范研究的假设常常与实践层面脱节的天

然缺陷 ；另一方面也使得实证研究可以以规范研究的结论为基础 ，规避实证研

究缺乏理论根基的与生俱来的不足 。

本书的规范研究主要根据对相关文献的归纳和演绎 。总结国内外的相关

文献是把握学科脉络 ，谋求理论创新的基础 。 相关文献呈现出多 、广 、散等特

点 ，信息收集手段的发展虽然为研究者提供了便捷的获取方式 ，但过多的冗余

信息又为本书找到真正有价值的文献构成了障碍 。

本书主要通过以下渠道收集相关文献 ： ① 国内外的电子数据库 ，包括中

国大陆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万

方数据资源系统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人大复印资料电子版 、Blackw ell
Synergy 电子期刊 、Emerald 全文和文摘数据库 、UM I ProQuest 博士论文全
文 、Jstor 数据库 、Elseveir 数据库 、EBSCO 数据库 、ProQuest ABI 数据库 、

SpringerLink数据库等 。 ② 没有包含在以上电子数据库中的 w orking papers
数据库 ，包括 ：IDEAS 数据库 、SSRN 数据库 、Econpaper 数据库等 ，部分尚未

正式发表的 w orking papers 也给本书很多的启示 。 ③ 相关的专业会议和学

术报告会 。 ④ 网络搜寻 ，这是以上正规信息获取渠道的补充方式 ，虽然准确

性有限 ，但是网络信息的低成本和快捷 ，确实能够为开拓思路提供帮助 ，尤其

是在 www ．scholar ．google ．com ，可以检索到大量区域创新系统方面的较早的

研究成果 。

本书的实证研究旨在对规范研究归纳的假设进行验证和修正 ，一方面有

助于对问题的理解 ；另一方面可以发现新的问题 。 这里的实证研究包括两个

部分 ：案例研究和量化研究 。实证研究的开展虽然耗时费力 ，但与逻辑思维 、

规范研究相比 ，却更加贴近于实践层面 。 支撑实证研究的思想基础是实证主

义 ，在对客体的认识方式上 ，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现象必须被经验所感知 ，一切

概念必须可以还原为直接的经验内容 ，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经验来验证 。 实

证主义遵循的是自然科学的思路 ，认为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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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 ，对事物的研究就是要找到这些逻辑因果关系 ，并通过理性的工具对

它们进行科学的验证 ① 。

２ ．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

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区域创新系统不同发展阶段的

重点不同 ，各个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路径各异 。 考虑到这一点 ，本书主要研究

了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特征和区域创新系统发展阶段识别模型两

个部分 ，尤其关注了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的动态性 。

之所以这样强调 ，是因为有很多有关区域创新系统方面的研究都陷入一

种常识性的陷阱 。 当根据横截面数据研究得到若干结果之后 ，研究者往往就

当时的区域创新系统得出相应规律和结论 。 事实上 ，这样跳过动态研究的结

论归纳并不足信 ，更无法充分解释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变化过

程 。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创新 。 两者相辅相

成 ，缺一不可 。

３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性质与数量是一切事物中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 。事物的量变积累到一定

程度便发生质变 。 本书研究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特征问题 ，主要

目的之一是要在事物发生质变时及时地发现它 ，甚至在质变发生之前就预见

它 。正因为质变是量变的结果 ，要研究质变就必须研究量变 。因此 ，定性研究

与定量研究应该并重 。可是就我国当前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现状来说 ，一

方面 ，除了评价问题以外 ，定量研究仍较弱 ；另一方面 ，在评价问题方面 ，过于

着重于定量研究 ，缺乏定性的结论和论述 ，也是当前研究结果的重要缺陷

之一 。

本书的研究内容强调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必须并重 。 本书在研究过程

中 ，主要提取了上海市 、北京市 、浙江省 、吉林省等数据 ，得出的结论要经常进

行定量研究可以及早发现质的变化 ，从而再次作出定性结论 ，而且还可以对过

往定性研究的结果起到修正作用 ，甚至可以推翻原有的定性结论 ，而做出新的

定性结论 。本书并不过于聚焦定量研究 ，忽略定性研究 。 定量研究离不开统

计数字 ，但如何运用统计数字却大有文章 。 部分学者认为 ，统计数字是最可

靠 、最有说服力的 。 但实际上 ，由于技术或政治的原因 ，统计数字有时并不可

靠 ，因为它经过了人们的加工制作 ，而为了不同的目的 ，数据工作者在制作时

可能将其夸大或缩小 ，以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假象 。 所以 ，如果走到一个极端 ，

6 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① 陈向明 ：枟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枠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 。



认为一切问题的结论都只能决定于定量研究 ，决定于数学方程式 ，则根本无法

得出有效结论 。 事实上 ，中外经济学家中都曾出现过这种偏向 。在美国 ，自从

１９６９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两位创立计量经济学的教授后 ，经济学和管理学

出现了数学化的倾向 ，但经济学理论并未因此取得巨大成就 ，而且经济学家对

经济的预测反而大都不很准确 。 在我国 ，一些区域创新系统研究方向的专家

和研究学者近年来也把量化奉为圭臬 ，缺乏定性的论述和独立的观点 。 这种

做法 ，在国内外都已受到怀疑 ，甚至批评 。 本书既使用定量研究 ，用数据的结

果对现状作出阐释 ，又加强定性研究 ，对定量结果给予有效的支持 ，使两者有

机地结合起来 ，以期得到更加正确的结论 。

（五）研究路线

本书具体的研究框架如图 １‐１ ：

图 １‐１ 　研究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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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在“加强自主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我国基本发展战略的背景下 ，创

新系统（innovation system）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创新系统在近年的创新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因

此 ，需要对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呈现出的多样性与多学科交叉性的梳理 ，对于区

域创新系统内资源配置效率特征的总结 、创新机制以及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

的研究非常有必要 。本章将对区域创新系统 ，尤其是区域创新系统资源配置

效率变化方向的最新研究理论成果和最新文献进行分析与评述 ，立足于区域

创新系统的建设 ，进行创新系统的类型识别与概念上的整合 ，提出区域创新系

统的内涵和特征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

一 、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创新资源

１ ．资源的概念

早在公元前 ４００ 年 ，资源这一概念就已在古希腊雅典的民间广为流传 ，当

时所说的资源不仅指有形的事物 ，还指无形的事物 。 色诺芬 （Xenophon）在其
名著枟雅典的收入枠一书的开头就将土地 、气温 、银矿 、地理 、旅游 、风向 、运输 、

商品 、国家 、民族 、政策 、贸易 、计划与和平等要素视作资源来看 。 从而可见 ，在

经济学鼻祖的眼里没有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之分 ，

一切可能给个人生活和国家运行带来收入和利益的东西 ，都属于资源的范畴 。

我国经济学家王子平在枟资源论枠一书中提出了“大资源观”的概念 ：资源

是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能够为人类开发利用的 ，在社会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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