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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既要靠党和政府的重视，更要依赖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身努力，从而在更
大程度上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是一个连续性的年度研究报告，根据其基本定位和风格，我
们依据对我国面临的基本经济形势以及需要完成的基本经济任务的判断，每年选择一个在应用价值与
理论意义上具有全局性、现实性和前沿性的主题。
本书的主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财政制度与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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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创新型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与相关财政政策定位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要素主要有六个。
　　（1）创新来源，也就是经济体系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实现创新。
就理论研究而言，一般认为经济体系中专门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研发行为导致了创新，这些人员既可
从业于企业研发机构，也可服务于政府部门的公共研发机构，还可能是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
员。
如果将这些研究人员归并到不同的结构，会发现创新既可能来自于市场，又可能来自于政府。
我国目前市场研发创新的主体地位尚未巩固，大多数创新来自于政府或其附属部门的研发拨款。
　　（2）创新回报，也就是创新发生后实施创新的机构所获取的收益补偿，这是内生增长理论与新
古典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经济运行是在标准的完全竞争框架中进行的，创新技术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扩
散到其他经济体，创新主体不会获取任何收益。
显然这是不符合经济现实的　如果没有任何收益，经济主体也就没有任何激励从事创新，从而也不可
能存在任何形式的创新。
而如果允许创新主体取得一定时期内的垄断收益，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标准竞争框架就将完全崩溃，
经济增长路径也不可能符合帕累托最优。
内生增长理论允许创新机构获取创新垄断回报，这是该理论体系的巨大贡献，从而也实现了熊彼特创
新思想的模型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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