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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是国家与社会以及企业与个人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创造力是人类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但是做出真正的创新成果往往需要艰苦的努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影
响创新的因素不但众多，而且关系复杂。
　　因此，需要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对现有的客观事物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自从J.A.Schumpeter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创新理论经历了从Schumpeter创
新理论向技术创新理论、制度创新理论、系统创新理论和复杂创新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
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为创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复杂适应系统的发展为创新的研究不但提供
了新的思维模式，而且提供了模拟研究工具。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以探讨生物系统的进化过程为基础，而技术创新的过程也体现了与生物系统相
似的特征。
例如，在生物演化过程中，有机体通过基因可以从父代接受遗传信息，在行为和特征上表现出与父代
的相似性。
在技术的演化过程中，新技术往往也是从旧技术的改良或几类技术系统的重新组合中发展而来，而创
新系统在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多主体性、多层次性、不确定性、涌现性和进化性等则
反映出创新系统所具备的复杂系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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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是国家强盛、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创新问题的研究是与时代同步的、内容不断更新的
长期课题。
创新活动常常表现出不确定性、涌现性等复杂系统的特征，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为创新的研究提供了新
的视角。
本书以创新系统的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最新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模拟研究方法，基于中国创
新系统的现状，对创新的机理、创新网络的形成过程、创新系统模型、创新活动对技术和社会的影响
进行了理论探讨、模拟分析和实证研究。
　  本书可作为创新系统、创新管理、复杂系统理论、管理模拟、创新政策领域研究者的参考书籍，
也可以作为技术经济及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习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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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创新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自1921年J.A.Schumpeter提出创新的概念以来，
创新理论本身不断发展完善，而这一过程又与世界经济的跌宕起伏息息相关。
　　由于不满意传统经济学只注重劳动、资本这些实物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解释，并
受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变更中起革命性作用的理论分析的影响，Schumpeter在其著
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正式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叫。
这一伟大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直到20世纪50年代，欧美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已不能用传统生产要素投入所起的作用来解释，人们
开始关注技术创新的作用。
1957年，S·C·Solow发表了《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提出了用生产函数中的余值来测算技术
进步率的定量化方法。
此后，创新理论的研究逐渐分为两个分支：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M.Mansfield、C.Freeman、R.Nel-son、Silverberg、W.B.Arthur
、P.Stoneman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发展了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并自称“新熊彼特学派”
（Non-Schumpete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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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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