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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黄海洋编著的《大学技术创新扩散的机理与模式
研究》从加快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大学技术创新扩散的重要意
义及作用形式，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围绕大学技术创新扩散的系统及要素构成、内在
动力机制、过程与模式、扩散模型、影响作用及路径
等关键问题，研究分析大学技术创新扩散内在机理与
模式，并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快推进大学技 术创新扩散的政策建议。
本书适合相关专业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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