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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

研究述评与发展趋势
!

万D勇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茂名 M!M"""$

摘D要!空间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 本文首先梳理了学

者对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分布特征与趋势的研究$介绍了学术界对科技创新能的空间非

均衡性分布成因的解释# 然后归纳了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匹配关系研究成

果$对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现状进行了简单评价# 最后扼要阐述了

对未来研究趋势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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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技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熊

彼特"+,<7O3*'*@83(PO7?7-#开创性地提出创新

理论之后!如何促进科技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从发达国家经济

实践角度看!加强科技创新的空间集聚并以此带

动经济增长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美

国硅谷和波士顿 #!% 号公路两个著名高新区!就

是科技创新的空间集聚和产业集群和的典型

案例$

从空间视角看!科技创新的诸要素必然具有

空间上的相互关系与地域上的组合形式$ 目前国

内外学者对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

问题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深度!从早期的科技创

新概念界定%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

逐渐转向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分布特征%趋势%空间

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关联等方面的研究$ 本

文从空间视角出发!在梳理和总结科技创新能力

与经济增长匹配关联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该领

域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述评!并分析该领域的研

究发展趋势$

二%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分布特

征与趋势研究

"一$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分布特征

国外一些学者实证研究表明!科技创新能力

在地理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和相互孤立!而总是

集中在个别&中心地带'!各区域间从总体上看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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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高度非均衡性特征$ U5P"!""$#基于美国的

专利数据!对美国创新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结果

发现在 #GG"(#GGG 年!美国创新活动高度集中于

少量的都市区域中!主要是发生在沿海都市区!尤

其是加利福尼亚州和大西洋中部的新英格兰地区

以及南部的某些独立的空间集群区$

)#*

2,<O,!

V-,7.)/WN,.?,(-/"!""K#

)!*

%X7<5:,( WY,P5J5.

"!""%#

)$*以及63,PO<,. "!""M#

)&*的实证结果也

证明了空间上的非均衡性$

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张玉

明和李凯"!""K#实证计量表明!#GGH(!""M 年我

国科技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高度集中在少数东部

省际区域!大部分创新活动发生在东南沿海省际

区域!尤其是在广东等东南部沿海区域+并且科技

创新活动比经济活动显示出更高的空间集中

度$

)M*

@(."!"""#发现中国的专利大部分聚集在

沿海省份和人口较多的内陆省份!但这种地区集

中程度在日趋降低$

)H*魏守华!等"!"#"#

)K*

%宋丽

思和陈向东"!""G#

)%*的实证表明!我国科技创新

能力的空间差距明显$

"二$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分布趋势

我国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

的空间分布显示出一定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三种

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创新效率呈现出东西中依次递

减趋势$ 师萍!等"!"###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不

同地理空间之间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存

在显著差异!并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依次递减

的发展趋势$

)G*

第二种情况是创新综合指数有空间极化趋

势$ 宋丽思%陈向东"!""G#指出!在我国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区域内!科技创新

发展综合指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且尤

以成渝地区最为显著!长三角和珠三角次之!京津

冀极化度最低$ 进一步研究极化指数增速的变化

发现!变化趋势呈不对称的交替性上升下降运动

特征!而且增速逐步趋近于 "$

)#"*

第三种情况是空间非均衡性有不断强化趋

势$ V75075N/. 和 Q(/.)3(/Z/."!""H#的研究表

明!在地理空间层面上!#GGM(!""& 年中国科技

创新能力的不平衡性呈上升趋势+以省际空间为

例!这种不平衡性在 #GGM(!""" 年呈下降趋势!

在 !"""(!""& 年呈上升趋势$ 从 #GGM(!""&

年!中国东%中%西部的科技创新能力的不平衡性

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增加$

)##*

三%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非均衡

性分布的成因研究

针对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分布的分均衡性特

征!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展开对特征背后的

成因探讨$ 从现有文献来看!这些研究结果可归

结为以下三类,

"一$YWR的区位锁定效应

国外有学者认为!YWR活动具有较强的区位

锁定效应!这是造成YWR中心区与非中心区科技

创新能力相差甚大的原因$ 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在

地理空间上的流动性还受到很大限制"237<35-7W

[/078\5!!""&#!

)#!*另一方面由于知识是嵌入在人

力资本里随时间而累积的!知识的扩散需要边干

边学"U7/-.5.)]9R,5.)#!需要研发人员个体之间

面对面的接触和公司之间地理区位的邻近性!因

此!知识对公司和地理区位具有一定黏性"@?58\9#!

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下无法轻易传播$ 这样!基于

知识的科技创新就具备了地理空间上的特性!导

致YWR和创新总是集聚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

"2/.570<! !""" #$

)#$*

@5PP57" !""M # 强调!企业

YWR的持续和深入必然使得企业之间的分工和

专业化变得重要!企业间合作创新也必然要求持

续的YWR能够建立和维持在特定的区域内$

)#&*

'P5. WY,]5.<"#GG"#从跨国公司活动角度分析!

认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型跨国公司占据主导

地位!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YWR活动和由此带

来的科技创新会在特定的区域内集中$

)#M*

"二$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的空间集聚效应

一些学者认为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的空间集

聚是形成科技创新能力空间非均衡性的重要原

因$ [,-7.,!V/85W=</5"!""M#以欧洲 #K 个国家

#KM 地区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的

生产受到其他区域从事的创新活动"专利和研发

活动#空间溢出的影响!而且溢出大部分被限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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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界内 !M" 公里的范围内$

)#H*

X7<5:,( WY,P5L

J5."!""H#对乌拉圭软件集群的调查发现!在该集

群中存在着本地的局域知识溢出现象!局部知识

溢出是该集群创新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K*

63,PO<,. "!""M#的研究发现!知识溢出存在一定

程度的地理空间集中化特征$

)#%*这就是说!尽管

一些知识和技术可以溢出!但这种溢出只是局限

在以原有创新中心为中心的一定空间范围内!对

远距离的区域而言其作用强度很微弱$ 因此!科

技创新活动具有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的空间集聚

效应!这导致科技创新能力在创新中心区与非中

心区的不均衡状态!从而形成不同地理空间分布

上的非对称性$

"三$空间科技创新要素投入量及其效率

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不同空间上科技创新要素投入

量多寡是决定科技创新能力空间非均衡性的原

因$ 2/.570<"#GGH#根据 ']-/.,>5?̂等人的区域技

术差距理论!指出不同空间上的YWR投入差异大

致可反映空间科技创新能力差距$

)#G*万坤扬%陆

文聪"!"#"#基于中国各省际空间科技创新产出

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认为大中型工业企业 YWR

支出以及创业投资与企业研发结合对中国不同空

间的科技创新贡献显著!是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空

间分布变化的主要因素$

)!"*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创新效率是影响科技创新

能力空间非均衡性的原因$ 魏守华!等"!"#"#实

证表明!空间科技创新能力不仅受YWR活动规模

等创新基础条件影响!更重要的是受空间创新效

率影响!而创新效率又依赖于空间内特定的因素!

包括产业集群环境%产学研联系质量%对该空间外

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

四%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

增长匹配研究

"一$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

匹配的研究现状

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空间上科技创新

能力与经济增长是相互匹配的!科技创新能力与

经济增长吻合程度非常高$ 2/.570<"#GGH#通过

对欧盟的德%意%法%英%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研

究!发现产业YWR经费与区域经济规模在空间上

具有匹配性分布关系$

)!!*朱选功%郭为"!"#"#考

察了 !"""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分省之间创新

能力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如果用进出口%专利

及其市场化程度和NR_流入来衡量分省之间的创

新能力!那么分省的创新能力可以解释近 M 年来

经济增长的 M!`$

)!$* 尹宗成%江激宇%李冬嵬

"!""G#对我国技术进步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技术进步与

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二者

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当技术进步受到一定冲

击发生变化时!能够给经济增长带来长久%持续的

正向影响$

)!&*刘和东%施建军"!""G#实证研究结

果表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技术转移能力与经济

增长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

稳定的!但从长期看!它们之间却构成了长期的均

衡关系$

)!M*任义君"!""%#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高

校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

关关系!第一典型相关系数高达 "*%%$

)!H*陈柳

"!""K#采用长三角地区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

本土创新能力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

关的关系$

)!K*

"二$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

匹配关系的解释

N-57:P/."#GK!#构建了中心(外围模型!解

释了空间上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匹

配关系的原因$ N-57:P/."#GK!#认为!经济发展

是一个不连续但逐渐累积的创新过程!发展通常

源于区域内的少数&变革中心'!并由这些中心自

上而下%由内到外地向创新潜能较低的外围区扩

散$ 由于外围区创新能力劣于中心区!且缺乏经

济自主!从而形成了二者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并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强化$

有些学者的研究则强调了包括 YWR在内的

各种创新要素在空间科技创新中的重要性!认为

不同空间上创新要素配置的多寡是导致不同空间

经济增长快慢的原因$ Y,P7-"#G%G#以世界上最

发达的 !! 个国家"区域#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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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国"区域#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

师越多!产出的增长率就越高$

)!%*

2/P7-,."#GG%#

发现投入到创新中YWR资本存量增长 #`!总产

出就增长 "*"M` a"*#`!YWR投资的社会回报

率一般为 !"` aM"`$

)!G*张继红%吴玉鸣%何建坤

"!""K#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专利授权总数%发

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与

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增加

专利产出能力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

作用$

)$"*

五%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

增长研究评价

国外关于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增

长问题研究!侧重于从实证计量的角度出发来考

察$ 国外研究结果一般认为!科技创新在空间分

布上具有非均衡性!并且这种非均衡性与地区经

济增长的非协调性相互匹配!同时不同空间的科

技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 国

内的研究!对中国现实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联

把握较准确!但尚未找到对科技创新差距的现状%

特征与演变过程的合理解释!对空间上科技创新

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匹配关系也没有提供合

理的解释$ 另外!国内目前的研究的工具和方法

还偏于传统$

最重要的是!从既有文献看!目前国内外研究

比较普遍地忽视了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结构及由

此产生的经济效应$ 一般研究将空间上的科技创

新行为处理为一个孤岛!而没有考虑到不同空间

之间创新行为的相关性!因而对科技创新能力在

不同空间的分布结构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

研究甚少$ 科技创新已经被确定为递增性报酬产

生的主要因素!而在最近的研究中!普遍忽视了科

技创新所具有的显著的地理空间特征以及科技创

新能力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构因素$ 经济和创新行

为的时空二维性要求研究者的视察单元必然从企

业转向空间!而现有研究抽象掉了空间结构因素!

难以解释科技创新能力与空间集聚%报酬递增%内

生增长等最为重要的一些经济现象!因而具有明

显的局限性$

六%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发展趋势

当前!国外对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的研

究!已经逐渐从单纯的地理空间渗透到社会空间

结构等&软空间'领域$ 比如!;-7<835和 U5<<,.5

"!""&#利用欧洲专利局数据库中意大利人申请

专利的信息构建了一个数据库!并利用这些信息

来表示专利发明人之间的社会空间关系!以此考

察社会空间距离与地理空间距离及其相互关系在

专利引用中所发挥的作用$ 结果表明!当专利发

明人之间的社会空间距离比较遥远时!地理空间

距离很难解释专利引用模式+相反!当专利发明人

之间的社会距离比较接近时!地理接近性对知识

溢出的作用比较显著$

)$#*

此外!师萍!等"!"###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研

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技术效率推动

的!技术进步改善的作用相对有限!研发创新技术

进步与技术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全要素生产率不

是研发创新产出增长的主要源泉$

)$!*但是!对于

具体的地理空间上的科技创新能力而言!其科技

创新能力强弱到底与哪些因素息息相关呢- 进一

步!为何在此地对科技创新能力起作用的因素!在

彼地的实证却显示与创新能力关系不大呢- 万勇

"!"#"#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存在时

间%空间二维度的作用效应!并且在不同时间与空

间维度上会显示出不同的特性$

)$$*如何解释这种

因空间转换而导致的因素&失灵'问题呢- 国内

外一些学者正试图在计量实证的基础上!结合空

间经济学%产业集群等理论来回答$ 可见!就科技

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问题而言!国内外研究的发

展趋势具有越来越&精细化'特征!即强调对具体

因素%具体时间%具体空间三者的&对号入座'!而

非传统的将研究对象看做是统一的%同质的%均匀

的&质点'$

&参考文献'

&#' U5P=*$ 637@O/?5/0R5<?-5](?5,. ,1_..,>/?5>7'8?5>5?9

5. =*@*[7?-,O,05?/. '-7/<+ A>5:7.871-,PV/?7.?R/?/

&+'*637+,(-./0,1Y7)5,./0'./09<5<WV,0589$ !""$$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 卷



$$ !!" +GKL#!H*

&!' 2,<O,$E*$V-,7.)/$[*N,.?,(-/$ NR_@O500,>7-/?Y7L

)5,./007>70+ A>5:7.871-,PV,-?()/0*Z,-\5.)V/O7-$

R7O/-?/P7.?,:7 A7,.,P5/ '> *N,-8/<'-P/:/<$

_@26A$!""K$"!%*

&$' X7<5:,($AWY,P5J5.$b*R,0,8/0\.,c07:)7<O500,>7-<

P/??7-<1,-:7>70,OP7.?, & +'*Z,-0: R7>70,OP7.?$

!""%$:,5+#"*#"#HIJ*c,-0::7>*!""%!"#"+$*

&&' 63,PO<,.$ V$ /.: N,dLX7/.$ [*V/?7.?85?/?5,.</.:

?37)7,)-/O39,1\.,c07:)7<O500,>7-<+ '-7/<<7<<P7.?

&+'*'P7-58/. A8,.,P58Y7>57c$ !""M$ GM ! # "+

&M"L&H"*

&M' 张玉明$李凯*中国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及空间相关

性研究***基于 #GGH*!""M 年省际专利统计数据的

空间计量分析&+'*中国软科学$!""K!##"+GKL#"$*

&H' T5175@(.*@O/?5/0:5<?-5](?5,. ,1O/?7.?<5. 235./&+'*

Y7)5,./0@857.87$!"""$ $&!M"+ &#LM&*

&K' 魏守华$吴贵生$吕新雷*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

素***兼评我国创新能力的地区差距&+'*中国软科

学$!"#"!G"+KHL%M*

&%' 宋丽思$陈向东*我国四大城市区域创新空间极化趋

势的比较研究&+'*中国软科学$!""G!#""+#""L#"%*

&G' 师萍$韩先锋$周凡磬$宋文飞*中国研发创新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特征及空间差异分析&+'*科学学与科学

技术管理$!"##!#"+$ML$G$K!*

&#"' 宋丽思$陈向东*我国四大城市区域创新空间极化趋

势的比较研究&+'*中国软科学$!""G!#""+#""L#"%*

&##' V5075$ N/. /.: Q(/.)3(/Z/.*235./-<Y7)5,./0_.7L

4(/05?95. _..,>/?5,. 2/O/]505?9$#GGML!""&$Y7<7/-83

V/O7-$Z,-0: _.<?5?(?71,-R7>70,OP7.?A8,.,P58<Y7L

<7/-83$=.5?7: E/?5,.<=.5>7-<5?9*!""H$#M$*

&#!' ;-7<835$ @$ /.: U5<<,.5$ N*X.,c07:)7.7?c,-\<1-,P

O/?7.?:/?/+ [7?3,:,0,)58/05<<(7</.: -7<7/-83 ?/-)7?<

& ''*_. [,7:$ b$ Q0/. 7̂0$ Z$ /.: @83P,83$

=!A:<*"*b/.:],,\ ,14(/.?5?/?5>7<857.87/.: ?783L

.,0,)9-7<7/-83+ 637(<7,1O(]058/?5,. /.: O/?7.?<?/L

?5<?58<5. <?(:57<,1@W6<9<?7P<&2'*;7-05.$ b75:70L

]7-)$ E7cT,-\+ @O-5.)7-$ !""&+H#$LH&$*

&#$' 2/.570<*[*2*+*X.,c07:)7<O500,>7-</.: 78,.,P58

)-,c?3 & ['* A:c/-: A0)/-$ 2370?7.3/P$ =X$

E,-?3/PO?,.*#GGH*

&#&' +/P7<@5PP57*_..,>/?5,. /.: <O/87+ /8-5?58/0-7>57c

,1?3705?7-/?(-7&+'*Y7)5,./0@?(:57<$ !""M ! % "+

K%GL%"&*

&#M' 'P5. '$ Y,]5.<X*637Y77P7-)7.87,1-7)5,./078,.L

,P57<, 637P9?358/0)7,)-/O39,1107d5]07/88(P(0/?5,.

7.>5-,.P7.?/.: O0/..5.)&+'*@,857?9/.: @O/87$

#GG"!%"+ KL$&*

&#H' [,-7.,Y*$ V/85Y*$ =</5@*$ @O/?5/0@O500,>7-</.:

_..,>/?5,. '8?5>5?95. A(-,O7/. Y7)5,.<&Y'*A.>5-,.L

P7.?/.: V0/..5.)$ '$ !""H$ $K+#KG$L#%#!*

&#K' X7<5:,($AWY,P5J5.$b*R,0,8/0\.,c07:)7<O500,>7-<

P/??7-<1,-:7>70,OP7.?, &+'*Z,-0: R7>70,OP7.?$

!""%$:,5+#"*#"#HIJ*c,-0::7>*!""%*"#*""$*

&#%' 63,PO<,.$ V$ /.: N,dLX7/.$ [*V/?7.?85?/?5,.</.:

?37)7,)-/O39,1\.,c07:)7<O500,>7-<+ '-7/<<7<<P7.?

&+'*'P7-58/. A8,.,P58Y7>57c$ !""M$ GM ! # "+

&M"L&H"*

&#G' 2/.570<$ [*2*+*Y7)5,./0:5117-7.87<5. ?783.,0,)9+

?37,-9/.: 7PO5-58<&Y'*Z,-\5.)V/O7-$ #GGH*

&!"' 万坤扬$陆文聪*中国技术创新区域变化及其成因分

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科

&+'*科学学研究$!"#"!#""+#M%!L#MG#*

&!#' 魏守华$吴贵生$吕新雷*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

素***兼评我国创新能力的地区差距&+'*中国软

科学$!"#"!G"+KHL%M*

&!!' 2/.570<*[*2*+*X.,c07:)7<O500,>7-</.: 78,.,P58

)-,c?3*A:c/-: A0)/-$ 2370?7.3/P$ =X$ E,-?3/POL

?,.*#GGH

&!$' 朱选功$郭为*基于分省面板的地区创新力与省际经

济增长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LM$#H*

&!&' 尹宗成$江激宇$李冬嵬*技术进步水平与经济增长

&+'*科学学研究$!""G!#""+#&%"L#&%M*

&!M' 刘和东$施建军*自主创新.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的

动态均衡研究 &+'*数理统计与管理$!"#" !M"+

KK"LKK%*

&!H' 任义君*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典型相关分析

&+'*学术交流$!""%!&"+GMLGK*

&!K' 陈柳*长三角地区的NR_技术外溢.本土创新能力与

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研究$!""K!#"+H"LHK*

&!%' Y,P7-$ V/(0[*Z3/?R7?7-P5.7<?37Y/?7,1Q-,c?3

/.: 6783.58/023/.)7&Y'*Z/<35.)?,.+ 637Z,-0:

;/.\ V,0589$ V0/..5.)/.: Y7<7/-83 Z,-\5.)V/O7-$

#G%G$!KG*

&!G' 2/P7-,.$Q*_..,>/?5,. /.: )-,c?3+'<(->79,1?37

7PO5-58/07>5:7.87&['*E(11570: 8,007)7$Fd1,-:$ FS_

M

第 & 期DDDDDDDDD万D勇+空间视角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研究述评与发展趋势



_EN$ =X*#GG%*

&$"' 张继红$吴玉鸣$何建坤*专利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关联机制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科学学与科学

技术管理$ !""K!#"+%$L%G*

&$#' ;-7<835$ @$ /.: U5<<,.5$ N*X.,c07:)7.7?c,-\<1-,P

O/?7.?:/?/+ [7?3,:,0,)58/05<<(7</.: -7<7/-83 ?/-)7?<

&''*_. [,7:$b$ Q0/. 7̂0$ Z$ /.: @83P,83$ =

!A:<*"*b/.:],,\ ,14(/.?5?/?5>7<857.87/.: ?783.,0L

,)9-7<7/-83+ 637(<7,1O(]058/?5,. /.: O/?7.?<?/?5<L

?58<5. <?(:57<,1@W6<9<?7P<&2'*;7-05.$ b75:70L

]7-)$ E7cT,-\+ @O-5.)7-$ !""&+H#$LH&$*

&$!' 师萍$韩先锋$周凡磬$宋文飞*中国研发创新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特征及空间差异分析&+'*科学学与科

学技术管理$!"##!#"+$ML$G$K!*

&$$' 万勇*技术创新.贸易开发度与市场化的区域经济增

长的效应***基于时空维度上的效应分析&+'*研

究与发展管理$!"#"!$"+%HLGM*

"责任编校!朱德东$

!"#$"%&'()"!"*"+,-)&./"#"0&12".(3,".4&'5-$".($'$-+.43"-).&0&6$-+07..&#+($&.

8+1+9$0$(: +.4;-&.&2$-<,&%()=+*"4&.()"51+($+0>",*1"-($#"

Z'ET,.)

"!"#$$%$&'"$($)*"+,(- .,(,/0)0(1! 23,(/-$(/ 4(*506+*17$&8016$"#0)*",%90"#($%$/7! 23,(/-$(/ .,$)*(/ M!M"""! :#*(,#

?9*(,+-(,

6375<<(7,1<857.?5158/.: ?783.,0,)58/05..,>/?5,. 8/O/]505?9/.: 78,.,P58)-,c?3 5</3,??,O58,178,.,P5885-807*

635<O/O7-15-<?09<,-?<,(??37<83,0/-<. <?(:9,. ?3783/-/8?7-5<?58</.: ?-7.: ,1:5<?-5](?5,. ,1<857.?5158/.: ?783.,0,)58/05..,L

>/?5,. 8/O/]505?9]/<7: ,. ?37<O/?5/0O7-<O78?5>7! 5.?-,:(87<?377dO0/./?5,. ,1?37/8/:7P5885-807,. ?378/(<71,-.,.L]/0/.87:

<O/?5/0:5<?-5](?5,. ,1<857.?5158/.: ?783.,0,)58/05..,>/?5,. 8/O/]505?9! ?37. <(PP/-5̂7<?37-7<7/-83 /8357>7P7.?,. ?37P/?8L

35.)-70/?5,. ]7?c77. <857.?5158/.: ?783.,0,)58/08/O/85?9/.: 78,.,P58)-,c?3 ]/<7: ,. <O/?5/0O7-<O78?5>7! ]-57109-7>57c<-7L

<7/-83 <?/?(<4(,,1?375<<(7,1<857.?5158/.: ?783.,0,)58/08/O/85?9/.: 78,.,P58)-,c?3 ]/<7: ,. <O/?5/0O7-<O78?5>7/.: 15./009

]-5710970/],-/?7<1(?(-7?-7.: ,1?37-7<7/-83*

@": %&,4*,

-7)5,./078,.,P9+ <857.?5158/.: ?783.,0,)58/05..,>/?5,.+ 78,.,P58)-,c?3+ <O/?5/0O7-<O78?5>7

H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