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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要素—结构—环境—功能系统视角,从知识要素、知识结构、知识环境和知识功能４个方面提出

了知识经济系统指标体系,并构建了知识经济系统功能驱动力模型.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研究了

我国西部地区(西藏因数据不全而未列入)知识经济系统要素—结构—环境—功能的影响路径,给出了西部

地区知识功能显性强度和条件驱动强度两种评价方法,最后提出了西部地区知识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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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１９１２年熊彼特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新增长理论强调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

用,OECD(１９９６)提出了知识经济概念.知识创新成为

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目前有关知识创新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要素论、结构论和环境论.
要素论学者认为“能力”是投入量和产出量的综合

状态,知识创新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创新要素

投入少,创新产出水平低.要素论者建议加强研发资

金、科研人才、先进技术等创新元素的投入;增加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高新产业园等创新主体的数量.另

外,他们的研究视点是创新要素投入的方式,即引进—
消化吸收或自我发展,外延式或内涵式增加创新要素

等.他们最主要的论点是在比较优势的前提下,依靠

自身资源优势选择创新路径与创新强度,同时,考虑自

身知识含量,有针对性地增加各种创新要素投入,实现

效益最大化[１Ｇ３].
结构论学者认为,仅靠要素增加无法实现知识创

新,只有创新结构和知识创新能力相互联系才能提升

创新绩效.他们从空间角度、系统状态思考知识创新

活动,空间角度又细分为组织结构和空间网络结构,系
统状态又细分为主体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以及要

素投入结构等.他们最主要的论点是创新结构的合理

安排可以提高创新要素利用效率,提升创新绩效[４Ｇ８].

环境论学者认为区,域创新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区域创新效率和区域创新能力,其是区域创新绩效

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他们主要研究产业集群、创新

网络和创新系统中创新环境的运行机制,从行为主体

(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其成员)之
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市场化程度、制度环

境、开放度以及政府支持等方面研究创新环境改善对

创新绩效的影响.他们最重要的论点是,知识环境的

改善能提高创新主体的吸收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９Ｇ１３].
以上研究角度单一,没有从系统、互动、进化角度

分析知识经济发展.JohanHauknes[１４]认为,区域创新

系统是一个系统化、多功能、相互联系、与环境互动的

产业动力系统,应从更加宽广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研究

知识创新活动.ScottStern等[１５]认为,区域创新能力

不仅与创新要素投入有关,还受创新系统环境相关的

其它因素的影响,如产业结构、教育程度、金融支撑、外
贸依存度等.所以,创新系统绩效的差别不仅取决于

该系统的创新能力,而且受到基础设施、创新环境以及

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基于这种思想,李柏洲、朱晓

霞[１６]利用政府科技投入、产学研联系强度以及中小企

业的角色和地位等指标,运用协整方法对区域创新系

统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张媛媛、张宗益[１７]运用回归模

型系统研究了创新环境、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间关系.
白俊红、江可申、李婧[１８]采用非参数分析方法对我国区

域创新系统的创新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但是以上研



究局限于创新与要素、环境因素之间的统计相关性,不
能证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缺少利用有效技术对因

素之间相互影响或循环作用的分析.
本文认为,应从系统视角研究知识经济.在知识

经济系统中,知识功能是知识系统内部固有能力的外

部表现,知识系统的要素及其结构是其能够对外界发

生作用的内在根据,而外部环境则影响和制约知识系

统功能的实现.由此,知识功能是核心,要素、结构、环
境是影响知识功能的因子,知识功能(竞争力)的大小

是知识要素、知识结构和知识环境的综合反映.所以,
基于系统理论,本文构建知识经济功能驱动力模型,应
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从实证角度考察西部地区的知

识经济功能强度,并提出知识功能显性强度和条件驱

动强度两种评价方法.

１　知识经济功能驱动模型构建

１．１　知识经济系统内涵解析

１．１．１　系统及系统功能

贝塔朗非[１９]认为,系统是要素的综合体,各要素按

照一定的比例规则、作用联系组合形成一定的结构,在
结构内部与外部存在与之相互作用的环境.要素是系

统最基本的组成成分,相对于产业系统来说,产业要素

包括资源、资本、劳动力、知识信息等,这些是产业系统

存在的基础.要素之间形成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

序之后就会表现出系统的时空结构,系统结构反映系

统的内部关系.系统环境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系统内部环境影响系统要素联系和系统结构的表现形

式,内部环境变化促进要素重新组合和系统结构重构;
外部环境与系统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

张道民[２０]认为,系统对环境的表达、系统向环境释

放的能量以及系统具有的作用可以表述为系统功能.
李红刚[２１]认为,系统功能是指系统与外界相互作用时

显示出的性质、特征,可以认为是系统的一种表达方

式.系统与外界环境的交流通过系统功能进行表达.
对系统内部而言,系统功能是各要素相互作用产生的

效能综合体,对系统外部而言,系统功能是系统内部与

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时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

功效.
系统功能受到系统要素、系统结构、系统环境的综

合影响.在环境稳定的情况下,系统在要素投入和结

构转化过程中形成内部的自组织功能即自我成长功

能,它是维持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当环境发生变化

时,系统功能会发生巨变且表现形式发生改变,只有新

的要素组合和系统结构才能使其恢复平衡态.系统功

能是系统研究的核心,要素、结构、环境是影响功能的

因子(见图１).

１．１．２　知识经济系统

基于系统视角,知识经济系统是由知识技术要素、
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投入形成一定结构的系统.系

统在不断的要素投入和结构转化过程中形成内部的自

组织功能,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的自我发展功能

和知识再生产功能,即系统经济性的本质特征和系统

知识特征的内在表现,只有实现了这两种功能,才能维

系知识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

图１　系统功能

按照社会功能主义原理,社会系统包含经济系统、
制度系统和意识系统.知识是人类认知系统的结果,
所以,知识经济系统实质上是认知系统与经济系统的

交集.知识经济系统在传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一

定的自然系统中运行,这些环境为知识经济提供了诸

多要素来源,是知识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也是影响知

识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因素.因此,知识经济在与环

境互动作用过程中表现出外部功能,包括知识经济对

传统经济系统的创新带动功能,知识经济系统对社会

系统的促进功能和知识经济系统对环境的保护功能.
知识功能是知识系统影响外部环境能力的集中反

映,知识要素及其结构是知识系统对外界发生作用的

基础条件,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知识系

统功能的发挥.知识经济系统功能受到知识要素、知
识结构、知识环境的综合影响(见图２).知识要素包括

劳动力、资本、主体等,劳动力是知识的携带和转化载

体,资本投入是知识生产和转化的物质条件,主体是知

识产生和转化的场所.结构特征是要素受环境影响的

结果,知识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组合,形成系统要素结

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等.要素结构体现知识投入

的力度和比例,产业结构体现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现状,
市场结构体现知识经济发展转化效率.知识系统环境

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考虑,内部环境包括基

础设施环境和消费环境,外部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对

外开放环境.

１．２　知识经济功能驱动力模型

对于知识系统,要素是结构的基础,结构引起环境

变化,环境影响要素的投入和组合,所以,要素、结构和

环境相互影响.基于此,根据知识经济系统,可以构建

知识要素—知识结构—知识环境三位一体的知识经济

功能驱动模型(见图３)和知识系统指标体系(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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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知识经济系统

图３　知识经济功能驱动模型

　　知识要素由劳动力、资本和主体衡量.劳动力抽

取知识含量比较高的人群,如高校人员和研发人员,这
部 分人是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引领知识经济的发

表１　知识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变量 一层级指标 二层级指标

知识要素

劳动力
x１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x２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x３ 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x４ 每万人研发人员全

时当量

资本 x５R&D经费内部支出;x６ 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x７ 教育经费

主体 x８ 高等学校数;x９ 大中型工业企业单位数

知识结构

要素结构 x１０研发经费/教育经费;x１１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占人口比重

产业结构 x１２高技术产业占 GDP比重;x１３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x１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市场结构
x１５国有控股工业数量占工业企业比重;x１６三资企业单位数占工业企业比重;x１７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

业数占工业企业比重;x１８大中型工业企业数占工业企业比重

知识环境

基础设施环境
x１９移动电话交换机数;x２０长途光缆线路长度;x２１互联网上网人数;x２２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x２３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消费环境 x２４人均 GDP;x２５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x２６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

对外开放环境 x２７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x２８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进出口商品总额

制度环境 x２９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x３０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

知识功能

自我发展功能 x３１技术市场成交额;x３２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x３３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x３４人均高技术产业产值

创新功能

x３５专利申请授权数;x３６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我国科技论文数;x３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x３８

单位人均科技支出专利申请授权数;x３９单位人均科技支出国际论文数;x４０单位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新产品产值

社会促进功能 x４１高新技术产业利税额;x４２人均利税额

生态保护功能 x４３单位 GDP能耗;x４４治理工业污染投资

展.资本选取对于知识创新有直接影响的投入,主要

包括科研经费和教育经费等.知识要素主体是知识创

新的场所,主要包括学校数和大中型企业数两个指标

(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具体效应不明显,不予考虑).
知识结构由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来衡

量.以科研经费与教育经费比重、高技术人员数与就业

总人口比重为代表的要素结构对知识经济发展有很大

影响.高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是知识应用比较集中的

产业,它们代表了知识经济发展水平.所以,产业结构

指标主要选取高技术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FurＧ
man等[２２]指出,企业在知识创新中占主导地位,尤其是

大中企业.所以,市场结构选取不同性质的企业比重.
知识环境由基础设施环境、消费环境、对外开放环

境和制度环境来衡量.基础设施环境是知识经济发展

的前提,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知识信息的

传播和应用.知识产品消费促进知识生产,消费环境

主要由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有利

于知识技术和资本的引进吸收.所以,对外开放环境

也影响知识经济发展.制度环境主要指政府对知识经

济的扶持力度,如教育支出和科技投入.
知识功能由自我发展功能、创新功能、社会促进功

能和生态保护功能来衡量.自我发展功能代表未来发

展潜力的持续增加,是产业增长、市场开拓的潜在能

力,主要体现为高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创新成

果的增加.知识经济主要围绕创新展开,创新功能主

要由新产品产值、有效专利数和科技论文数来衡量.

３４１　第１６期　 　　　　　　　　　张　林,杨志才:系统视角下知识经济功能驱动力研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是高技术产业在一定时

期内通过知识创新创造的价值,有效专利和科技论文

是高技术产业自我发展的重要创新投入,决定了高技

术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知识经济的社会

促进功能是知识经济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体现,如
果知识经济社会功能强,则社会和政策将为知识经济

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有利于增强知识经济竞争力.知

识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知识创新,这种发展

有助于减少传统经济单纯依靠高投入而带来的能源消

耗.所以,采用单位 GDP能耗和治理工业污染投资两

个指标来衡量生态保护功能.

２　实证分析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２３]研究发现,中国西

部地区的知识创新水平一直比较落后.在西部地区知

识创新研究中,学者观点差异较大,有人[２４]提出围绕科

技创新重点、模式、基地展开研究,有人侧重于产业选

择、高校核心和制度创新等方面,也有人倾向于资源技

术、二次创新和创新能力完善,还有人提倡自主创新.
前人的研究定性分析较多,而且缺乏系统分析,区

域整体针对性较弱.西部地区知识经济发展的落后局

面是由于知识经济要素投入不够,还是知识经济结构

不合理,或者知识经济环境不适宜? 西部地区知识要

素、知识结构和知识环境对知识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有

什么区别? 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以后,才能对症下

药,有针对性地提出西部知识经济发展对策.基于系

统视角,本文试图应用知识经济功能驱动模型解决以

上问题.

２．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系统强调相互间的复杂联系,“要素—结构—环

境—功能”是一个系统,相互间存在多重因果关系.结

构方程模型(SEM)是路径分析、因子分析和多重共线

性回归分析方法的综合,是一种能够处理多因、多果问

题的统计方法.本文结合知识经济功能驱动模型,应
用结构方程探究西部地区要素—结构—环境—功能之

间的联系强度.
根据知识系统指标体系(见表１),选取西部各省

(西藏因统计数据不全而未纳入)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知识系

统相 关 数 据 (主 要 来 源 于 «中 国 统 计 年 鉴»),应 用

SPASS１７．０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由知识经济功能驱动力模型(见图３)可知,潜在变

量包括知识要素、知识结构、知识环境和知识功能.本

文的直接可测变量为表１中的第二层级指标,而第一

层级指标属于间接可测变量,需要通过一定途径转换

为可测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二层级指标进行处

理,得到一层级指标综合得分,各指标的主成分方差贡

献率基本维持在８０％以上(见表２),所以,综合得分可

以作为一层级指标的观测值.
表２　主成分分析结果

可测变量 方差贡献率 可测变量 方差贡献率

劳动力 ０．８２１ 消费环境 ０．９９４
资本 ０．８７０ 对外开放环境 ０．８７８
主体 ０．８９３ 制度环境 ０．９９０

要素结构 ０．８５３ 自我发展功能 ０．８２０
产业结构 ０．７９８ 创新功能 ０．８３７
市场结构 ０．８１７ 社会带动功能 ０．８４９

基础设施环境 ０．８１８ 生态功能 ０．９３８

２．２　结果分析

２．２．１　模型拟合度

应用 Amo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时,需要综合应用各

种模型拟合指数来检验模型与数据的适配程度.绝对

拟合指数一般包括χ２、RMR、GFI等,相对拟合指数有

NFI、IFI、CFI等,信息指数一般采用 AIC评价.模型经

过多次修正,拟合结果如表３所示.GFI基本接近理想

状态,其它指数都比较理想,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高.
表３　模型拟合指数

拟合指数
绝对拟合指数

χ２(方卡) RMR GFI

相对拟合指数

NFI IFI CFI

信息指数

AIC
模型结果 １９３．９８２ ０．０４８ ０．８７１ ０．９１９ ０．９３７ ０．９３６ ３１１．９８２
评价标准 越小越好 ＜０．０５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越小越好

２．２．２　结果评价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P值小于０．０５,T
值大于２,路径系数(潜变量与潜变量间的回归系数)和
载荷系数(潜变量与测量指标间的回归系数)具有较高

的显著性水平.
(１)知识要素.知识要素与知识功能之间的标准

化路径系数为０．９６９,知识要素对知识功能有显著的正

影响.知识要素对自我发展功能、创新功能、社会带动

功能和 生 态 保 护 功 能 的 间 接 影 响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５２３
(０．９６９∗０．５４０)、０．３９１(０．９６９∗０．４０４)、０．８４１(０．９６９∗０．
８６８)和０．７３４(０．９６９∗０．７５７).说明对于西部地区,知

识要素投入对知识功能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

知识要素的３个指标来说,资本(１．０００)对知识要素的

影响最大,其次是主体(０．９２７)、劳动力(０．８３０).西部

地区研发投资和教育资金投入成为主要的知识要素,
主体和劳动力投入对知识要素的影响也较为显著.

(２)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与知识功能之间的标准

化路径系数为０．１５２,知识结构对知识功能有显著的正

影响.知识结构对自我发展功能、创新功能、社会带动

功能 和 生 态 保 护 功 能 的 间 接 影 响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０８
(０．１５２∗０．５４０)、０．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４０４)、０．１３２(０．１５２∗０．
８６８)和０．１１５(０．１５２∗０．７５７).说明对于西部地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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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知识结构有利于提高知识效率,促进知识功能的

发挥.对知识结构的３个指标来说,产业结构(０．８０３)
对知识结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要素结构(０．７２１),市场

结构对知识结构的影响较小(０．２４９).高技术产业和第

三产业的发展壮大有利于知识结构优化,但是知识结

构与知识功能之间的路径依赖需要进一步加强.
表４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路径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P值

功能 ＜——— 要素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９
功能 ＜——— 结构 ０．１４０ ０．１５２ ０．０４１ ３．４２０ ∗∗∗

功能 ＜——— 环境 ０．１９０ ０．２１０ ０．０４０ ４．２９ ∗∗∗

劳动力 ＜——— 要素 １．０００ ０．８３０
资本 ＜——— 要素 １．６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０７７ ２１．４０２ ∗∗∗

主体 ＜——— 要素 １．５１２ ０．９２７ ０．０７０ ２１．４４１ ∗∗∗

要素结构 ＜——— 结构 １．０００ ０．７２１
产业结构 ＜——— 结构 ０．６９９ ０．８０３ ０．０８５ ８．２２６ ∗∗∗

市场结构 ＜——— 结构 ０．２４９ ０．２４９ ０．０８９ ２．７７８ ０．００５
基础设施环境 ＜——— 环境 １．０００ ０．８８２
消费环境 ＜——— 环境 １．５４１ ０．９８１ ０．０８０ １９．２６３ ∗∗∗

对外开放环境 ＜——— 环境 ０．９２９ ０．６４０ ０．１０５ ８．８２８ ∗∗∗

制度环境 ＜——— 环境 １．３５４ ０．７９３ ０．０９９ １３．７３４ ∗∗∗

生态保护功能 ＜——— 功能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７
社会带动功能 ＜——— 功能 １．３９７ ０．８６８ ０．０９９ １４．１５０ ∗∗∗

创新功能 ＜——— 功能 ０．４１０ ０．４０４ ０．０８１ ５．０９０ ∗∗∗

自我发展功能 ＜——— 功能 ０．５７０ ０．５４０ ０．０７６ ７．５１７ ∗∗∗

注:＜———表示因果关系,∗∗∗ 表示P＜０．００１
　　(３)知识环境.知识环境与知识功能之间的标准

化路径系数为０．２１０,知识环境对知识功能有显著的正

影响.知识环境对自我发展功能、创新功能、社会带动

功能和 生 态 保 护 功 能 的 间 接 影 响 系 数 分 别 为０．１１３
(０．２１０∗０．５４０)、０．０８(０．２１０∗０．４０４)、０．１８２(０．２１０∗０．
８６８)和０．１５９(０．２１０∗０．７５７).说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

施、消费、对外开放和制度环境有很好的基础,正向影

响知识系统,对知识功能有促进作用.知识环境的４
个指标对知识环境的影响为消费环境０．９８１、基础设施

环境０．８８２、制度环境０．７９３和对外开放环境０．６４０.整

体来说,知识环境４个指标联系紧密,作用明显,但是

知识环境与知识功能之间的路径依赖需要进一步加

强.
(４)西部地区知识经济功能强度评价方法.用归

一化方法对结构方程模型中各变量的标准化系数进行

处理,得到各变量的归一化系数(见表５).根据结构方

程模型中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以相应变量的归一化

系数为权重,构建西部地区知识经济功能强度的两种

评价方法:
方法１:W 显性强度 ＝０．２１Y１＋０．１５７Y２＋０．３３８Y３＋０．

２９５Y４

方法２:W 条件驱动强度 ＝０．７２８(０．３０１V１＋０．３６３V２＋０．
３３６V３)＋ ０．１１４(０．４０７V４ ＋ ０．４５３V５ ＋ ０．１４０V６)＋
０．１５８(０．２６８V７ ＋０．２９８V８ ＋０．１９４V９ ＋０．２４０V１０)

方法１为西部地区知识经济功能显性强度评价方

法,表示知识经济功能外部表现的现状和结果;方法２
为西部地区知识经济功能各种驱动要素强度评价方

法,表示知识经济功能形成的动因和潜在竞争强度.
根据这两种评价方法,可以分析西部知识经济功能形

成的动因,明确工作重点与方向,制定有效策略,提高

区域知识功能的强度.
表５　模型各变量标准化系数的归一化系数

系统变量 二级分量 标准化系数 归一化系数

显性强度

自我发展功能(Y１) ０．５４０ ０．２１０
创新功能(Y２) ０．４０４ ０．１５７
社会带动功能(Y３) ０．８６８ ０．３３８
生态保护功能(Y４) ０．７５７ ０．２９５

条件驱动强度

知识要素(Z１) ０．９６９ ０．７２８
知识结构(Z２) ０．１５２ ０．１１４
知识环境(Z３) ０．２１０ ０．１５８

知识要素

劳动力(V１) ０．８３０ ０．３０１
资本(V２) １．０００ ０．３６３
主体(V３) ０．９２７ ０．３３６

知识结构

要素结构(V４) ０．７２１ ０．４０７
产业结构(V５) ０．８０３ ０．４５３
市场结构(V６) ０．２４９ ０．１４０

知识环境

基础设施环境(V７) ０．８８２ ０．２６８
消费环境(V８) ０．９８１ ０．２９８
对外开放环境(V９) ０．６４０ ０．１９４
制度环境(V１０) ０．７９３ ０．２４０

　　(５)西部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新思路.西部地区知

识经济社会带动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归一化系数分别

为０．３３８和０．２９５,功能强度较为明显,而自我发展功能

和创新功能的归一化系数分别为０．２１０和０．１５７,功能

强度相对较弱.西部地区要增强自我发展功能和创新

功能,扩大知识规模,提高创新潜力.
条件驱动强度中知识要素的归一化系数为０．７２８,

驱动强度比较明显.知识要素中３个指标的归一化系

数分别为０．３０１、０．３６３和０．３３６,比较均衡.西部要利

用知识要素驱动优势,加大各要素的投入力度,提高知

识结构和知识环境的驱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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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驱动强度中知识结构的归一化系数为０．１１４,
驱动强度不明显.知识结构中市场结构指标的归一化

系数为０．１４０,分量强度较弱.为提高知识结构驱动强

度,首先要利用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驱动优势,加大

知识要素投入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壮大.其次,应改

变市场结构,发展能够自主创新且知识含量较高的大

中型企业,提高其知识创新能力.
条件驱动强度中知识环境的归一化系数为０．１５８,

驱动强度较弱.知识环境对外开放指标的归一化系数

为０．１９４,分量强度较弱.为提高知识环境驱动强度,
要充分利用基础设施环境、消费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强

大驱动力,同时完善对外开放环境.创造促进外商直

接投资的条件和优惠政策,增加进出口产品的知识含

量,引进知识创造主体.

３　结语

基于系统理论,本文构建了知识经济功能驱动模

型,探究了知识要素、知识结构和知识环境对知识功能

驱动的影响,并以西部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但

还需要一些扩展研究.如在模型构建方面,可以深入

探讨知识经济功能之间的相关性,从功能协同角度研

究知识经济发展问题.在实证方面,将研究范围扩展

到全国,比较东、中、西部知识经济功能驱动强度,找到

东、中、西部知识功能提升路径,也可以将研究视角具

体到表１中的二级指标,找出某一地区知识经济系统

各部分的优劣表现,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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