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创新

一、题型分析

此课程考试题型一共有 6种：分别是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词解释、

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1.单项选择题一共占卷面分值的 20%，题量固定在 20 个，每个小题 1分，

主要以各章节的基础知识概念为主要出题点，参考考试大纲的考核知识点，是整

个卷面中较轻松得分部分。

2.多项选择题一共占卷面分值的 10%，题量固定在 5个，每小题 2分，此部

分的主要难点在于选项 A-E 5 个选项都要有所掌握，全部选择正确方可得分，主

要以综合知识、概念、方法、案例为主要出题点。

3.名词解释一共占卷面分值的 15%，题量固定在 5个，每小题 3分，此部分

需要以熟记各章节的重要概念及定义为主，参考考试大纲的考核知识点。

4.简答题一共占卷面分值的 25%，题量固定在 5个，每小题 5分，此部分需

要熟记各重点章节的领会部分的内容，例如特征、原则、作用等，主要以前 6

章的重点考核知识点为主。

5.论述题一共占卷面分值的 20%，题量固定在 2个，每小题 10 分，题量少

分值高，不易得分。

6.案例分析题一共占卷面分值的 10%，题量固定在 1个，每小题 10 分，题

量少分值高，不易得分。

二、考点

知识点 1.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概念，并认为资本主义

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创新，而不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是熊彼特。

知识点 2. 产权是指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

知识点 3. 技术创新过程的传统线型模型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制造—销售。

知识点 4. 指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

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涨落，从而发生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

混乱无序转变为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是耗散结构。

知识点 5. 主导设计是指为消费者共同认可的设计，且具有技术可行性的设计。

知识点 6. 属于对创新收益有影响的因素是完成创新项目的时间、最终产品的性

能、开发速度。

知识点 7. 相比于大企业，富有创业精神是小企业的优势。

知识点 8. 创新政策的主要分类。

（1）对供给端的支持政策。如提供研究开发的资助，金融、人力和技术的帮助，

包括建立科学技术的基础设施；

（2）对需求端的支持政策。如政府购买合同；

（3）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政策；支持合作创新；

（4）技术转移政策；

（5）知识产权政

知识点 9. 最早提出了创新集群概念的是熊彼特。

知识点 10. 关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表述，该模型有一个很不现实的假设，即

资本和劳动不能替代；罗哈德、多马的开增长理论先河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要

使稳定增长实现，经济增长率必须等于有效劳动力增长率。



知识点 11. 研究部门、中间部门、最终产品部门是罗默经济的部门。

知识点 12. 关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源；通

过新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效用是创新对一个国家经济的作用；通过提供新的设备为

企业的生产增加经济效益是创新对一个国家经济的作用。

知识点 13.供应链是指设计将产品火服务提供给最终消费者的、创造交织的各种

过程和活动的上游及下游联结成的网络。

知识点 14. 由于技术政策不是从公告产品第出发进行制定，因此，技术政策都

需要明确的目标，但是包括解决从科学到产业的障碍、解决战略产业中的共性技

术问题、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知识点 15. 创新政策中，对供给端的支持政策 主要是提供研究开发的资助，金

融、人力和技术的帮助，包括建立科学技术的基础设施。

知识点 16. 中国企业特别重视跨国并购，以获得自己缺乏的技术能力，关于跨

国并购的分类全面并且正确的是横向并购、纵向并购、横向并购。

知识点 17. 生产和创新的基本单元是企业。

知识点 18.区域创新体系是指一个区域内有特色的、与地区资源相关联的、推进

创新的制度组织网络，其目的是推动区域内新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

和转化。

知识点 19. 早期实证研究嘉定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是一种单调线性关系，为克

服早期研究中存在的缺陷，Scherer 研究发现，R&D 人员和企业规模之间存在着

倒 U型关系。

知识点 20. 罗森堡认为，诱导机制是存在的，但不是要素稀缺的诱导，而是出

于某些机制，但包括技术发展不平衡、生产环节的不确定性、资源供给的不确定

性。

知识点 21. 熊彼特提出的与循环流转体系学相对立的经济发展的特征有来自经

济体系内部；是质的、革命性的、非数量性的变化；是自发的、间断的变化；是

对均衡的破坏。

知识点 22. 信息粘性是指信息丛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以供使用所产生的

的增量成本，造成信息粘性的原因主要是信息本身的性质、信息转移数量、信息

需求者和提供者的能力和意愿。

知识点 23. 技术创新水平的测度，主要由建立创新指标体系和收集指标所指的

数据组成，属于技术创新指标的构成要素的是指标名称、计量单位、指标数值及

其计算方法。

知识点 24. 在理解一个区域创新体系时，企业、制度、知识平台、地理纬度

、文化是最主要的。

知识点 25．关于美国学者 Stokes 有关科学的巴斯德象限的表述，正确的是第一

象限代表单纯由求知欲引导而不考虑应用目标的基础研究；第二象限代表既寻求

拓展知识又考虑应用目标的基础研究；第三象限代表只由实用目标引导而不追求

科学解释的研究。

知识点 26. 创新政策是政府为推动技术创新活动的各种政策的总和。

知识点 27．没有扩散，创新便不可能有经济影响。

知识点 28．在经济学史上，较早地赞同应用生物学概念分析经济现象的学者的

是马歇尔。

知识点 29．区域创新体系是指一个区域内有特色的、与地区资源相关联的、推

动创新的制度组织网络。



知识点 30. 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低劣的，它没有权利被树立

为理想效率的模范”的是熊彼特。

知识点 31. 希克斯技术创新过程模型是内生的第一代创新—要素稀缺—引致第

二代创新—较低的稳定状态。

知识点 32.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研究开发的内部化还是外部化是一个交易费用

问题。

知识点 33. 关于市场经济的表述，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协调自己的行为

主要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安排或层级的安排；市场关系在一个特定的竞争环境下

通过合同实现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在协调性的市场经济中，要求更多的网络联系

和完成不完全的合同。

知识点 34.导致创新群的因素分为外在于经济系统和内在于经济系统两类，属于

外在于经济系统的有范式的不连续性、技术辅助系统、累积性的学习过程。

知识点 35. 创新生命周期可分为 4 个阶段，不同的生命阶段有着不同的创新活

动方式和需求结构，包括采用阶段、增长阶段、下降阶段。

知识点 36. 资本、劳动、技术水平指数是内生增长模型的描述在罗默模型中的

投入。

知识点 37. 造成市场对创新的自组织行为的因素。

（1）进入市场本身便是创新；

（2）市场可部分消除创新的不确定性；

（3）市场使创新者最冒创新风险；

（4）市场能正确引导创新；

（5）市场通过竞争给企业以创新压力；

知识点 38. 认为“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允许的来源，但是它是一个潜在

的、必要的条件，本身不是充分条件。”的是库兹涅茨。

知识点 39. 技术创新活动水平的指标是技术创新指标。

知识点 40. 创新线型模型是研究—开发—生产—销售。

知识点 41. 属于专家法可能有的缺点的是专家不一定愿意协助；专家更愿意确

认最近几年的创新；只有一小部分创新才能被专家回忆起。

知识点 42. 关于专利的表述，专利衡量的是发明互动；专利与创新是两种有联

系但又不同的活动；专利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技术创新水平的代表。

知识点 43. 国民待遇、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是 WTO 的基本原则。

知识点 44. 我国企业为获得国外先进技术，通过资金的投入购买他国企业的整

个资产或足以得到对方企业控制权的股份，以达到获取目标企业核心技术的目的，

称为跨国技术并购。

知识点 45. SPRU 的创新分类包括渐进的创新、突破性的创新、技术系统的变革、

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

知识点 46. 关于影响机制的重要假说中，企业规模对创新的益处有 R&D 项目一

般包含大额固定成本，只有大规模生产销售才能收回；创新中的规模和范围经济

效应，适度的企业规模可以为企业进行创新提供较好等资金保障；大型的多元化

企业易于利用未预见的创新；大企业能够同时进行很多项目；大企业能够分散

R&D 风险。

知识点 47. 技术创新的目的是产品创新、生产创新。



知识点 48. 技术差距理论是熊彼特资本主义发展动态理论的一个应用，关于技

术差距理论的表述，这一派的当今代表人物是挪威的费格伯格；技术差距在模型

中直接以创新为增长变量；技术差距理论其中一个假设是一个处于低水平的国家，

可以通过模仿提高经济增长率；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受到一国技术水平增长率低正

影响。

知识点 49. 从对外依赖程度角度分析，可将中国企业经常采用的海外研发投资

模式有独立研发、在海外设立独立的研发中心、跨国技术联盟、跨国技术并购。

知识点 50. 过程创新：一个产品的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包括新工艺、新设备

及新的管理和组织方法。

知识点 51.全球化：跨国公司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

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地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

知识点 52. 无形资产产权：人们对非实物形态的信息、知识等的处置权、拥有

权。

知识点 53. 区域创新体系：一个区域内有特色的、与地区资源相关联的、推进

创新的制度组织网络，其目的是推动区域内新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

和转化。

知识点 54. 技术转移：科学技术从个人或组织向另一个人或组织转移，实现技

术应用等过程。

知识点 55. 供应链：设计将产品火服务提供给最终消费者的、创造交织的各种

过程和活动的上游及下游联结成的网络。

知识点 56. 主导设计：为消费者共同认可的设计，且具有技术可行性。

知识点 57. 激励：运用产权、市场、宏观政策等手段以影响、推动创新活动。

知识点 58. 国家创新体系：由公私机构构成的网络，其目标是促进知识的产生、

扩散和使用。

知识点 59. 技术政策：以提高国家竞争力为目标的促进技术发展的政策。

知识点 60. 技术创新的 SPRU 分类。

渐进的创新；突破性的创新；技术系统的变革；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

知识点 61. 研发外部化的原因和动力。

寻找互补性的研发和技术能力以及分散风险是企业寻求外部合作的最基本的原

因。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企业商业环境。新的研究开发技术手段的推动。

国家科技政策转变的推动。

知识点 62. 技术差距理论的假设。

在一国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受到一

国技术水平增长率的正影响；一个处于低水平低国家，可以通过模仿，提高其经

济增长率；一国利用“技术差距”的能力，取决于动员资源进行社会、制度和经

济结构变革的能力。

知识点 63. 各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关键要素”。

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棉花、生铁；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煤；第三次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钢铁；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石油；第五次康德拉季耶

夫周期：集成电路。

知识点 64. 企业规模对创新的益处。

R&D 项目一般包含大额固定成本，只有大规模生产销售才能收回；创新中的规模

和范围经济效应，适度的企业规模可以为企业进行创新提供较好的资金保障；大



型的多元化企业易于利用未预见的创新；大企业能够同时进行很多项目，并因此

分散 R&D 的风险。

知识点 66.将知识作为经济学范畴的五大内在困难。

答：非同一性；不可加性；不可逆性；不可分性；无限增殖性。

知识点 67. 用户创新的激励因素。

答：创新是一种利益驱动型行为，用户期望从创新中获益；用户创新风险更小；

现有产品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信息粘性。

知识点 68. 产品模块化结构的优点。

答：增加了产品的多样性；可更快地推出新产品；更低的设计、生产、配送和服

务成本。

知识点 69. 主导设计的特征。

答：技术局限在现有的水平内，没有新的技术要求；设计能增进一个产品或其他

过程方面的创新机会；产品有保证会占领新市场；产品没有新的操作要求。

知识点 70. 专利按性质的分类。

答：根本性创新—产生了一类新专利；重大创新—一“族”专利；重要创新—许

多关键性专利；小创新—两个或更多的专利；渐进性创新—两个或更多的专利。

知识点 71. 造成市场对创新的自组织行为的因素。

答：进入市场本身便是创新；市场可部分消除创新的不确定性；市场使创新者最

冒创新风险；市场能正确引导创新；市场通过竞争给企业以创新压力；市场能自

发地培育企业家。

知识点 72.国家创新系统的优点。

创新系统方法吧创新和学习过程放在核心位置。把学习看成是经济行为的核心，

这是对强调市场交换作为核心经济概念的一个重要补充。

创新系统方法采用的是整体和跨学科的观点。整体性体现在其试图包含广泛的或

所有的与创新有关的重要的决定因素，跨学科性体现在它吸收了不同的学科观点。

创新系统方法采用了历史和演化的观点，这使得最优化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创

新过程的发展经历很长时间，其中涉及多种因素和反馈过程的影响，这可视为演

进过程。

创新系统方法强调跨学科性和非线形，企业的创新通常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通

过复杂的关系与其他组织互动，这些复杂的关系常被形容为双向反馈机制，创新

过程不仅仅受系统要素的影响，而且受要素间关系的影响。

创新系统方法强调了制度的作用。创新系统概念的所有界定都强调了制度的重要

性，而不是把它们排除在创新的决定因素之外。

知识点 73.创新政策与科学技术政策的差异。

答：科技政策的对象往往是大学、研究所，包括了企业，但创新政策中，企业的

角色更为重要；科技政策比较重视研究开发政策，但创新政策更重视需求的政策，

如政府采购政策；创新政策包括了技术商业化过程的金融问题，如风险投资、天

使投资、还有人力资源政策、教育政策等；创新政策更重视技术的转移与应用，

这包括对产学研合作对促进、高新技术园区等政策以及高技术产业的政策。

知识点 74.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加大的原因。

产权不明确。激励机制失效。以计划、行政命令方式管理经济的政府，并不关心

创新。传统的创新体制是大创新由科研部门负责，企业管小革新。我国长期以来

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使企业缺乏市场压力，市场没有起到激励创新的作用

知识点 75.开展创新调查和研究的层次。



（1）国家层次的调查。其目的在于对一国技术创新活动水平进行测度。

（2）产业层次的调查。这是为了测度某一产业的技术创新状况。

（3）国际比较。许多国际组织，对此类研究很感兴趣。

（4）技术层次的调查。这是为了把握一个特定领域的技术创新状况。

（5）企业层次的调查。这是为了测度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知识点 76.模块化的益处。

答：第一，它降低了产品的产品的开发成本，可将复杂的技术分解为若干模块实

现，降低复杂性，并实现多个企业协作生产和开发。

第二，模块化将产品分成几个子系统或模块，有利于发挥各制造商的专业化优势。

第三，模块化的产品结构，提高了设计者、制造商和用户的灵活性，促进了全球

化生产网络的实现。

第四，模块化提高了产品的创新率，由于模块化将整个产品分解为几个子系统，

一个子系统的升级不影响它与其他子系统的结构，这为各子系统制造商专业化其

产品生产和升级，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五，模块化使企业利用商业模式创新等形式提高竞争力。

知识点 77.世界上最大、最好的模仿者是日本。

知识点 78.在经济学史上，较早地赞同应用生物学概念分析经济现象的学者的是

马歇尔.

知识点 79.强调 “从用中学”的技术创新过程的是罗森堡。

知识点 80.指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

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涨落，从而发生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

混乱无序转变为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是耗散结构。

知识点 81.提出“根本的稀缺必定是劳动的稀缺”的是希克斯。

知识点 82.相比于大企业，小企业更富有创业精神。

知识点 83.罗森堡认为，诱导机制是存在的，但不是要素稀缺的诱导，而是出于

某些机制，但包括技术发展不平衡、生产环节的不确定性、资源供给的不确定性。

知识点 84.认为科技发明活动，本质上是生产一种信息，但这种信息生产过程存

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是市场失灵论。

知识点 85.最早提出了创新集群概念的是熊彼特。

知识点 86.技术水平指数不是内生增长模型的描述在罗默模型中的投入。

知识点 87.研究部门、中间部门、最终产品部门是罗默经济的部门。

知识点 88.认为“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允许的来源，但是它是一个潜在的、

必要的条件，本身不是充分条件。”的是库兹涅茨。

知识点 89.草根型、网络型、传统型是库克提出的区域创新的治理方式。

知识点 90.由于技术政策不是从公告产品第出发进行制定，因此，技术政策都需

要明确的目标，包括解决从科学到产业的障碍、解决战略产业中的共性技术问题

、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知识点 91.创新政策中，对供给端的支持政策主要是提供研究开发的资助，金融、

人力和技术的帮助，包括建立科学技术的基础设施。

知识点 92.中国企业特别重视跨国并购，以获得自己缺乏的技术能力，关于跨国

并购的分类全面并且正确的是横向并购、纵向并购、横向并购。

知识点 93.知识扩散通过地域集聚形成专业化发展的关键是地理维度。

知识点 94.国民待遇、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是 WTO 的基本原则。

知识点 95.早期实证研究嘉定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是一种单调线性关系，为克服



早期研究中存在的缺陷，Scherer 研究发现，R&D 人员和企业规模之间存在着倒

U型关系。

知识点 96.对推动技术创新和主流经济理论相对接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有索洛、

舒尔茨、阿罗。

知识点 97.用户创新的激励因素主要有用户期望从创新中获益、用户创新风险更

小、现有产品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信息粘性。

知识点 98.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有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

业创新、创新环境、创新绩效。

知识点 99.在考察区域创新体系时，关键要素有企业、制度、知识平台、地理纬

度。

知识点 100.科学政策的主要问题在于资源配置；科技产出本质是一种有价值的

信息；科技计划是重要的科技创新投入政策工具。

知识点 101.技术创新：指与新产品的制造、新工艺过程或设备的首次商业应用

有关的技术、设计、制造及商业的活动。

知识点 102.主导设计：为消费者共同认可的设计，且具有技术可行性。

知识点 103.产权：是指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

知识点 104.区域创新体系：一个区域内有特色的、与地区资源相关联的、推动

创新的制度组织网络。

知识点 105.创新政策：政府为推动技术创新活动的各种政策的总和。

知识点 106.用户创新的激励因素。

信息粘性；用户期望从创新中获益；用户创新风险小；现有产品不能满足用户需

求；

知识点 107.企业规模对创新的益处。

R&D 项目一般包含大额固定成本，只有大规模生产销售才能收回；创新中的规模

和范围经济效应，适度的企业规模可以为企业进行创新提供较好的资金保障；大

型的多元化企业易于利用未预见的创新；大企业能够同时进行很多项目，并因此

分散 R&D 的风险。

知识点 108.技术差距理论的假设。

在一国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受到一

国技术水平增长率的正影响；一个处于低水平低国家，可以通过模仿，提高其经

济增长率；一国利用“技术差距”的能力，取决于动员资源进行社会、制度和经

济结构变革的能力。

知识点 109.比昂迪的技术轨道。

降低成本；资本成本的影响范围；更长的寿命；规模经济；更有效的利用资源；

更快的服务；市场分割；商品的体积。

知识点 110.模块化的益处。

降低产品开发成本；有利于发挥各制造商的专业化优势；提高设计者，制造商和

用户的灵活性；提高产品的创新率；有利于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提高竞争力。

知识点 111.造成市场对创新的自组织行为的因素。

进入市场本身便是创新；市场可部分消除创新的不确定性；市场使创新者最冒创

新风险；市场能正确引导创新；市场通过竞争给企业以创新压力；市场能自发地

培育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