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7989

10位ISBN编号：7509737982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李建平、李闽榕、 赵新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01出版)

页数：7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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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2012)(2012版)》融技术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人
文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一体，充分运用数理分析、空间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等多种分析方法，构建了比较科学完善、符合世界科技发展趋势要求的国家创新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
及数学模型，对21世纪前10年世界上100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比较分析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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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新力，航空宇航专业博士，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咨询协会高级顾问；美国航空宇航学会、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美国制造工程师协会高级会员。先后担任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和天津大学兼职教授；2000年起担任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合写和编译著作十余部，在国内
外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近十篇被收入EI和ISTP检索完成和正在承担数十项国家重大课题，获得多项
省部级奖励。李闽榕，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经济学博士，福建行政学院客座教授。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竞争力、现代物流业。先后在《人民日报》、《求是》、《管理世界》、《经
济学动态》、《经济日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中国改革》、《经济学家》、《经济理论与
经济管理》、《科学社会主义》等中央和省级出版社及报刊上发表各类著作、文章240余篇（部）。先
后荣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届、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福建省2001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
（排名第三），与王秉安教授合著的《福建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一书2005年11月被评为福建省第六
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有20多篇论文和主持完成的研究报告获其他省部级奖励。 李建平
，1946年生，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
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学和研究，主持2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
项目，已出版《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报告》等著作和教材1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多次获
得国家和省部级优秀成果奖。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
经济学说史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福建省科协副主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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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分析报告 第62章荷兰国家创新竞争力评价分析报告 第63章新西兰国家创新竞争力评价分析报告 第64
章尼日利亚国家创新竞争力评价分析报告 第65章挪威国家创新竞争力评价分析报告 第66章阿曼国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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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分别上升了18位和14位；排位上升的国家还有印度、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土耳
其、阿根廷、俄罗斯；排位下降最快的国家是南非，下降了16位，还有墨西哥、加拿大、意大利、英
国、韩国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排位保持不变的国家有4个，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 2.3.2
欧盟创新竞争力评价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欧盟内部各国的创新竞争力差异情况，我们通过表2—3列出
了2001—2010年欧盟23个国家分别在欧盟内部和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创新竞争力排位隋况。欧盟共有27
个成员国，但是在本报告的评价中只选取23个国家，因此仅对这23个国家进行分析。 从欧盟内部各国
创新竞争力的排位情况来看，2001～2010年，排在前10位和后13位的国家一直保持不变，只是各个国
家的排位在各年间会有轻微变化。各国的排位变化都比较小，变化最大的是捷克，上升了4位，其他
各国的排位变化均在2位以内。排位上升的国家共有6个国家，分别是：芬兰、德国、比利时、西班牙
、捷克和爱沙尼亚；排位下降的国家共有7个，分别是：瑞典、丹麦、荷兰、意大利、斯洛文尼亚、
葡萄牙、希腊；其余l0个国家的排位保持不变。 从世界范围内的排位情况来看，2001～2010年，芬兰
、瑞典、德国、丹麦、卢森堡的排位比较靠前，一直处于世界前10位，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
爱尔兰的排位也比较靠前，一直排在前20位。排位最靠后的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有些年份排在60
名以外。 从国家的梯队分布来看，2010年，处于第一梯队的有16个国家；处于第二梯队的有7个国家
；没有处于第三梯队的国家。因此，总的来看，欧盟各国的排位均比较靠前。 从排名的变化情况来看
，2001～2010年，排位上升的国家只有4个，上升最快的是捷克，上升了8位；其次为拉脱维亚，上升
了6位；再次为爱沙尼亚和西班牙，分别上升了3位和1位。排位下降的国家有12个，下降最快的是保加
利亚，下降了6位；其次为荷兰、希腊、立陶宛、斯洛伐克，均下降了4位；瑞典、丹麦、英国、比利
时、意大利、斯洛文尼亚、葡萄牙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排位保持不变的国家有6个，分别是芬兰、
德国、卢森堡、法国、爱尔兰、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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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2012)(2012版)》通过对不同国家创新竞争力的比较分析，深刻揭示
不同类型和发展水平的国家创新竞争力的特点及其相对差异性，明确各自内部的竞争优势和薄弱环节
，追踪研究世界创新竞争力的演化轨迹和提升路径，着力为提升国家创新竞争力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
导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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