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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创新”是当代社会里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创新使国家充满生机；创新使企业充满活力；创新使生活充满奇迹。
在创新的时代里。
创新的路径在不断延伸，创新的内涵在不断拓展，创新的方法在不断增加。
翻开这《高等学校创新知识课程系列教材：创新概论》，你会发现创新有许多条路径，有许多种方法
；当你将创新溶入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你的成长经历时，也许会从中受到一点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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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洪敏，汉族，1955年6月出生，河北省乐亭县人，哲学硕士。
现任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兼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哲学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人才学会常务理事、省社科
院中澳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中方主任。
     1985年开始从事哲学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变革与创新思维。
近年来，先后出版了《创新思维》《超前思维》《首脑思维》《追求崇高》等学术专著12部(其中合
著3部)，在国家级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创新思维哲学路径》《创新思维的哲学境界》《创新思维的
主客体运行机制》《关于制衡机制》等论文148篇，总计约305万字。
其中18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评价，21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和
省部级奖励。
先后主持完成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3项、省科委软科学项目2项
、省社会科学规划“八五”、“九五”和“十五”重点课题各一项。
目前正在承担的项目还有“和谐社会”、“辽宁省中介组织研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刨新思维”
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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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创新的意义创新对于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都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是一个人生存质量的核心载体，是一个企业走向辉煌的动力资源，是一个政党不断赢得人心的关
键举措，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途径，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恒久希望。
对于一个人而言，拥有创新，就会拥有生活的乐趣，拥有整个世界。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拥有创新，就会拥有竞争的主动权，拥有整个市场。
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拥有创新，就会拥有执政的能力，就会拥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拥有创新，就会拥有繁荣富强的钥匙，就会拥有新的世纪。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拥有创新，就会拥有发展的机遇，拥有整个新时代。
在新的时代，没有创新，人类就难以更好地生存，社会也不可能更好地发展。
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崭新的变化，而崭新的问题和崭新的矛盾又层出不穷，同时，崭新的
事物也让我们应接不暇。
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里，没有创新，我们靠经验也能较好地生活，那么，在新的时代里，没有创新，
我们就不会生活，不会进步，或者生活得很差，进步得很慢。
因为在新的时代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全新的生活、全新的规则和全新的体制。
不论是一个人、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要在一个全新的框架中生存和发展，就要有一种全新的思
路和全新的机制，而这个全新的思路和机制就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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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新概论》是高等学校创新知识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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