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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保持区域持续繁荣，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
就创造区域繁荣来说，浙江走在全国前列，进行过许多原创性的探索，创造了著名的浙江模式。
张明龙编著的《走向区域繁荣的思索--以浙江为例》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浙江
为案例，考察其排除障碍，逾越险阻，努力推进区域繁荣的对策措施，着重研究了运用区域政策促进
中小企业创新，运用区域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加强区域品牌建设、促进城市信息化等问题。
本书从现实经济生活搜集和整理有关资料，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抽绎出典型材料，经过高度
概括，精心提炼成某些切实可行的浙江经验。
《走向区域繁荣的思索--以浙江为例》适合政府机关人员，企业界人士、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人员，
以及高校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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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完成博士生课程，1995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被评为浙江省有突
出员献专家，2000年入选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200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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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台州学院副校长、省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科主持人，浙江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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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科技信用政策 科技信用是指科技活动当事人遵守诺言和实践成约的行为。
它要求人们从事科技活动时，遵守科技界公认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表现为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心
理承诺和如期履行契约的能力。
科技信用属于科技领域特有的一种职业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
它覆盖整个科技领域，存在于科技项目立项，以及科技成果研究、开发和转让的各个方面。
 科技信用外延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往往与其他信用相互交融，形成多种多样的信用关系。
它可以是科技机构与政府之间的法定信用关系，可以是科技机构相互之间或与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关
系，可以是科技人员或机构与银行之间的资金信用关系，可以是科技成果交易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商品
信用关系，还可以是科技机构与内部人员的合约信用关系。
实际上，科技信用是一个包括守法信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产品信用和服务信用等在内的与科技
活动相关的信用体系。
 2004年9月，科技部颁布《关于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中建立信用管理制度的决定》，第一次以国家文
件形式提出科技信用概念，为制定科技信用政策奠定理论基础。
科技信用政策，旨在促使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创新活动行为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上。
其调节对象主要包括国家科技项目的实施者、评价者和管理者。
它要求国家科技信用管理，贯穿于国家科技计划研究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在科技计划项目的立项、预
算、实验、验收等各个环节中建立信用管理机制。
 浙江省科技厅在2007年12月5日，颁发《浙江省科技计划信用管理和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
》，阐明科技计划信用管理的内涵是：省科技行政部门对有关单位、个人在参与和执行省科技计划项
目中践行承诺、履行义务、奉行准则的诚信程度进行客观记录、公正评价，并做出相应行政处置的行
为。
确定科技计划信用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四项：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的信用管理、科技计划项目预算
的信用管理、科技计划项目实施的信用管理和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的信用管理。
 制定科技信用政策，建立科技信用制度，形成有效约束和规范科技计划和科学基金项目主体的行为，
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诚信水平，有利于提高科技研究开发项目的管理水平，有利于政府科技资源分配的
公正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形成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环境条件。
 （三）知识产权政策 知识产权政策，是为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而规定的行为
规范。
知识产权政策主要表现为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其他知识产权法。
这些法规，共同构成保护发明创造的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为中小企业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扩散，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它在促进社会科技进步和推动中小企业创新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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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区域繁荣的思索:以浙江为例》立足浙江经济运行现实，在精心提炼某些浙江经验的基础上，针
对存在的问题展开思索，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对策措施。
《走向区域繁荣的思索:以浙江为例》共分四章分别是：运用区域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运用区域金
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加强区域品牌建设、促进城市信息化。
《走向区域繁荣的思索:以浙江为例》适合政府机关人员，企业界人士、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人员，以
及高校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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