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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玉红和彭福扬专著的《创新理论的拓荒者》立足于马克思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以马克思的原著为依据，分析了马克思创新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 性；系统挖掘和提炼了马克思关于创
新的本质、科学创新、技术
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创新的价值向度等方面的思想；《创新理论的拓荒者》从学理视角 梳理了马克思
之后的创新理论发展脉络，分析了马克思创新思想
对后来的创新理论的影响，确立并论证了马克思是创新理论的真 正“始祖”地位。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创新
思想的影响，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思想，但在 创新的本质和形式、创新的功能和目
标、创新的价值标准和尺度
等方面与马克思的观点存在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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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红玉，女，湖南娄底人。
湖南大学哲学硕士、法学博士，现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和实践、产业创新与产业发展。
已在《哲学研究》、《中国软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科技进步与对
策》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十多篇，其中《马克思关于创新的思想》、《论生态化技术创新的人本伦理思
想》两篇论文被《新华文摘》摘录。
主研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发改委重大课题、湖南省科技厅重点软
课题等近十项。
目前正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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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奠定了技术创新理论的基础 
    二、进一步证明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 
    三、深刻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第五章 制度创新论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创新  
    一、制度 
    二、制度创新  
  第二节 三个层面的制度创新  
    一、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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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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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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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创新价值向度论
  第一节 创新价值二重性和对资本主义创新价值向度的批判
    一、价值与价值向度
    二、创新的价值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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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的根本宗旨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创新的终极价值目标
  第三节 创新的价值标准
    一、确立人民群众的创新主体地位
    二、确立人民群众对创新成果的享有主体地位
  第四节 对马克思创新价值向度论的简要评价
    一、为人们正确认识创新价值提供科学方法论
    二、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创新价值取向
第七章 马克思之后创新理论的发展(上)
  第一节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一、创新的含义
    二、创新的目的
    三、创新与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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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科学创新与知识创新学派
    一、科学创新与知识创新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二、对科学创新与知识创新学派的简要评价
  第二节 技术创新学派
    一、技术创新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二、对技术创新学派的简要评价 
  第三节 制度创新学派  
    一、制度创新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二、对制度创新学派的简要评价 
  第四节 国家创新系统与区域创新体系
    一、理论研究进展
    二、简要评价
第九章 马克思创新思想的当代价值
  第一节 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一、确立人民群众的创新主体地位
    二、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创新的价值标准
  第二节 重视科学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一、高度重视科学创新
    二、大力弘扬和培育科学创新精神
  第三节 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催生生态化产业集群
    一、用生态化技术创新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催生生态化产业集群发展新的生产力
  第四节 加强制度创新，为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一、健全科技创新制度，激发创新活力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革除束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三、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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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首先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
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在此意义上，并为此目的，运用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
一切领域的知识。
 一方面，这种革命力量体现在自然科学创新，通过不断发现和应用自然规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
的因素，使科学成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与
革命·“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
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
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另一方面，这种革命力量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创新，通过不断揭示、发现社会运行和人自身发展的新
规律，促使人们认识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认识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从而促进人的观念、思想大解放，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向前迈进提
供思想指引。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
、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
这实质上就表达了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具有革命性、建设性的思想导引功能。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理论家所力求探寻的一种革命的科学将成为无产阶
级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先导。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
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有政治性以前，
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
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
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
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
当他们还在深寻科学和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
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
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
革命的科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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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新理论的拓荒者》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把马克思的创新思想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
找出其可资借鉴之处，以全面发挥马克思创新思想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创新型国家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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