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 跟踪新技个， 开发新产品；e. 协助企业制定技术开发和改造计划， 并对企业技术改追
和牛产中的技术难题进行攻关；d. 对本企业引进技术进行消化、 吸收和创新;e. 在完成企业
任务的前捉下， 承扣社会上各种技术开发的技术服务任务。 由此可以看出， 国有企业的技术
开发机构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 必须充分加强其作用。 只有如此， 才能使我国的技术开发
的重心转移到企业中来。

(2)加强个业科技队伍的建设， 捉高技术创新人员的素质。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决定
于企业人才的数噩与质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才是企业的根本， 要使人才的作用得到充
分发挥， 需要在待遇、 职称、 工作环境上给予保证， 使他们安心于技术创新工作。 但在我国
国有企业中， 技术开发人员的地位不高， 在职称上比在高校、 研究所晋升得慢， 在工资上汗
一线工人收入低， 企业内部严重的 “脑体倒挂” 的现象普遍存在， 挫伤了科技人员的积极
性。 要调动科技人员的技术创祈积极性， 就要从待遇上若手解决。广东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
强， 对科技人员的吸引力大， 很重要的 一 点就是科技人员的经济待遇比较高， 使复杂的脑力
劳动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4. 建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由国家、 企业共担的体系。 技术创新是 一 项 “高收
益、 高风险 ” 活动， 创新风险的承担， 是影响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当
前的悄况石，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但技术创新， 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收益者除
了企业本身外， 国家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收益者， 与之相对应， 技术创新的风险应该由企业
和国家共担。

为了减轻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 可以对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技术创新活动， 实行国家保
险制， 即项目成功， 则盈利归企业所有， 项目失败， 损失由国家负担；银行建立风险投资基
金， 向多家企业、 多个项目投资， 根据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 银行收益将高于贷款， 这样可
以分散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 同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至千小型技术创新项目， 其周期
短、 风险小， 且企业是主要收益者， 可以由企业自行解决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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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由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系教师丛树海、 蒋洪等编写的＜＜财政学原理＞＞ 一 书， 巳正式出
版。 全书约39万字。

该书立足于 “原理 ” ， 注重阐明国家财政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在 “ 收、 支、 平、
管 ” 的传统模式下， 对财政学的内容和写法， 都做了积极的充实和探索， 形成了该书的特
点。在编写过程中， 作者吸取了已有研究成果，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有关文献，体系完整、 内容
充 'r 、 逻辑严评， 是经济类教材和财经人员必备参考书。 （季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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