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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江泽民同志的精辟论述揭示了创新在当今时代至关重要的作用，把创新效能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进入新世纪后，创新力在国家实力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国家发展的原动力、综合国力的核心、
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实质是创新力的博弈。
如何通过增强创新力提高区域的发展动力和竞争力，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一、如何理解创新1912年，美籍匈牙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第一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即创新就是把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如开发新产品、使用新的生产方法、发现新的市
场、发现新的原料或半成品、创建新的产业组织等，从而实现经济价值的全过程。
他关于创新的论述主要限于技术和经济层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创新风起云涌，形成了新科技革命的汹涌浪潮，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带来了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
科技上升为第一生产力，创新力成为先进生产力的源泉和决定性要素。
随之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创新从技术层面逐步扩展到整个经济、社会领域乃至整个制度，从
企业行为上升到国家战略。
从广义上，创新可理解为：把一个新想法在实践中与其他要素互动形成新的组合，而实现经济和社会
价值的过程。
由此可见，创新是一个系统，又是一个过程。
创新不是指一项技术的发明，也不是指一个新点子或窍门产生的表面结果。
从上述定义可见，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是一个完整连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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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创新力》包括：创新力的内涵和时代意义；知识社会的特征和规律；低碳浪潮的机遇和挑
战；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和博弈；国际竞争的焦点和挑战；新科技革命的态势和亮点；自主创新的瓶颈
和对策；人才培养的误区和途径；后发优势的发掘和弘扬；中国崛起的信念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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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勇，工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及多所大学兼职教授，2005年以高级研究员身份在美
国哈佛大学研修。
曾任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总执笔人，长期
从事创新战略研究。
现在江西省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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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知识私有与社会共享矛盾，知识与贫富差距生产资料的私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知识社会，物质生产资料已降为次要地位，而知识和创新上升到主要地位。
知识的私有与社会共享将成为知识社会的基本矛盾。
按照现在的观念，一提知识，我们自然地就联想到它的公共特征。
似乎感到理所应当以公用为主。
其实，目前已经出现了知识私有化的严重倾向。
专利、技术诀窍、版权（包括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版权）、技术标准等知识产权在经济活动中，特别
是在市场竞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目前乃至今后，研究开发的投人越来越高，所占企业成本的比例越来越大，企业将拥有技术优势和相
关知识产权作为其命根子，成为其真正的私有看家至宝。
再之，美国、日本、欧洲等很多国家都出台了有关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经费资助的科研成果的知识产
权归科研完成者所有，以鼓励科技创新。
我国也出台了有关政策。
今后，科学与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基础科研的阶段性成果都申请了专利。
如人类基因组测序、某种病毒的发现等，这些人们原来概念上的公共知识，不少都申请了专利。
这意味着这些知识将属于私有，不付费不得随便使用。
按照这些趋势发展下去，到了知识社会，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将归属企业、个人，这必将严格限制并
阻碍知识的公共传播。
知识成为牟利的财源，知识产权就如跑马圈地，一旦批准为专利、特别是标准，即便别人研究开发出
相应的成果来也不能使用，只有向专利或标准拥有方缴费后才有使用权。
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保护知识创造者的积极性，但严重违背了知识造福社会的宗旨。
强调了知识的盈利功能和私人所有，必将拉大不同知识水平国家、地区、人群之间贫富的差距。
事实已经表明，国家、地区、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主要是知识的差距，这种情况在知识社会将进一步
加剧。
这同工业社会的贫富差距主要是资源等生产资料所有的差距完全相似。
财富必然向知识拥有者，特别是创新人才集中，未来的这些“知本家”有的比工业社会的资本家还要
富有。
拥有更多先进的知识，知识水平越高，在竞争中就占据制高点。
对个人如此，对企业如此，对国家同样如此。
知识的这种决定作用，必然激励更多的人争相学习知识、创新知识，更加加速知识的进步。
但是，与资本不同的是，知识财富不具备长期占有性，更不能继承。
资本和财富只青睐新知识拥有者和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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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称不上是学术专著，仅是学习思考的点滴札记。
处在知识社会、知识爆炸时代，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
每个组织要成为学习型组织，每个人终生学而不厌、学无止境。
特别是领导干部工作繁忙，要掌握经济、科技、文化等知识和动态，犹如沧海泛舟，力不从心。
如能以自己浅薄的心得和认识使大家走点捷径、略有裨益，乃莫大安慰。
我们还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深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全球科技、文化、制度创新精
彩纷呈，世界发展变化日新月异，全方位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多元化的合作关系纵横交织，丰富多
彩的世界令人眼花缭乱。
“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不畏浮云遮住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当代伟人毛泽东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的几句诗，颇有启迪。
面对当今世界，要以国际视野去博览，从战略高度去观察，善于理智地去思考，紧贴国情去谋划，务
实创新地去实践。
把握大势，掌握规律，抓住要点，选准对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跨越崛起，迎头赶上。
本书既然是学习和思考的随笔而非严谨的学术专著，书中引用的一些参考资料也没有像学术著作那样
逐一标明出处，敬请谅解。
对于这些作者的工作，本人十分赞赏，对他们给予的营养、启发深表感谢！
书中一些内容已在有关报刊公开发表，在收入时又做了适当修改。
时间仓促，一些篇章写的还很粗陋。
文中会有不少缺点疏漏，敬请指正。
撰写、出版过程中，得到很多同志的指导帮助，在此一并感谢致意！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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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创新力》：纵览世界·前瞻大势·解析创新·开阔视野。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创新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