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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创新体制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内容概要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历史创新体制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比较创
新体制和历史创新体制的方法论，以三个发达国家在赶超时期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行研究，并各选
取一个当时的主导产业说明，做到史论结合。书中内容结构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部分，说明研究意义
与文献述评；第二章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第三章阐述国家创新体系的早期探索。第四章
至第六章是主体部分，选取历史上当之无愧的优胜者——英国、美国、德国，阐述它们在赶超时期的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第七章为全书的结论部分。首先提炼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经验，然后指出我国创
新型国家建设的软肋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历史创新体制与创新型国家建设》适合政府的各级决策部门、执行部门
的相关人员，高校、大中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学生，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科技研发人员
及社会大众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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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丛书序一 丛书序二 前言 第一章导论：创新与国家 第一节研究背景 第二节研究目的与意义 第三节逻辑
思路与研究方法 第四节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五节文献述评 第二章比较与历史创新体制的理论基
础与基本架构 第一节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与演化博弈论的比较 第二节历史与比较创新体制的学术特征 
第三节历史与比较创新体制视角下的创新型国家研究框架 第三章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早期探索：重商
主义 第一节创新型国家概念界定及其主要动力 第二节哲学宗教格式塔转换 第三节重商主义：国家创
新体系创立者 第四节塞拉：国家创新体系思想第一人 第四章英国体系的盛与衰 第一节英国的国家创
新战略 第二节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领先市场建设 第三节自由贸易是催生工业革命还是相反 第四节特
许公司推动英国走向世界 第五节英国创新体系的衰落 第五章美国体系与美国经济的跨越性发展 第一
节美国学派：美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 第二节两次英美战争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起点 第三
节国内经济大循环——培育国内市场规模 第四节闭关锁国为什么还能技术领先 第五节排斥FDI，避免
冲击国内产业 第六节农业创新体系 第六章德国复兴的国民体系 第一节德国经济学中的国家体系传统 
第二节德国统一与创新型国家建设并行 第三节铁路连着你和我——创新体制的国家“联合” 第四节
国兴科教 第五节有机化学工业：协同创新的一个例子 第七章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节三个国家创新型
国家建设的经验总结 第二节鉴古知今：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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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产业间的协调问题 从18世纪开始，制造业和农业之间有益的协同性就是至关
重要的：成功的农业仅存在于制造业也取得成功的地区。因为制造业比农业有更多的创新窗口。但这
还不够，必须有系统论的思想。美国农业西进运动的“就地工业化”对中国西部开发是一个可以借鉴
的成功案例，而我国早期的“工占农利”和今天的“工业反哺农业”依然是板块式思想。三种看似无
关的领域——海战、绘图艺术与科技进步——统一起来成为17世纪荷兰奇特的职业：玻璃透镜的制造
业，使代尔夫特取代佛罗伦萨成为玻璃透镜制造中心。可见协同效应和累积性生产要素的交互作用是
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真正动力。 （三）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同问题 美国的出租车司机
、理发师的劳动效率几十年没变化，而他们的收入是中国同行业的20倍、海地的30倍，即美国的出租
车司机、理发师分享了美国的高创新部门的收益，分享了生产力、科技进步的利益。这些部门生产率
增长和美国的生产率增长是不成比例的，但是它们分享了社会其他部门的创新利益。也就是说，协同
效应导致了社会水涨船高，否则有些部门就得灭绝。例如，如果不保护农业的话，社会就会动荡不安
和不和谐。主流经济学秉持个人主义方法试图看透这一问题，却把它看成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但
是国际间的要素流动会导致国际要素价格均等的说法只是痴人说梦，因为国家是在一定范围内提供社
会福利的机构。 第二节历史与比较创新体制的学术特征 赖纳特最新研究成果对美国、英国、意大利
、荷兰、日本进行了历史和比较分析，并对塞拉1613年的经典文献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塞拉是第一
个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人。弗里曼也进行了英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创新体系的比较。但是
没有提出其研究的方法论。贾根良教授首次结合赖纳特、弗里曼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针对以新制度
经济学和博弈论为基础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展的青木昌言的比较制度分析和阿弗纳·格雷夫的历
史制度分析，分别提出比较创新体制分析和历史创新体制分析的经济学方法论，并进一步结合为历史
与比较分析的方法论，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方法论。前者注重纵向比较，后者注重横向比较，旨在揭
示历史、制度、技术与国民财富的关系，意欲建立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至少是相对应的经济学
分支学科。其理论基础主要是演化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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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创新体制与创新型国家建设》适合政府的各级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的相关人员，高校、大中专
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学生，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科技研发人员及社会大众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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