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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

内容概要

《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以科技研究活动为对象，首先简要地阐述了知识经济及其对科技创造的呼唤
，以及科技创造对创造性人才的呼唤。其次较详细地阐述了科技创造的内涵、层次、动力、条件、方
法、规律和思维。再次介绍了牛顿、爱因斯坦、门捷列夫和道尔顿的科学研究方法。最后简要地阐述
了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以及科技创造性人才的风采。《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的读者对象为科技研究、
企业和商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事科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知识经济与科技
创新》也可供中学生和中学教师阅读，使他们对科技创造活动有较全面的了解与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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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知识经济时代　　翻开人类历史，人类经历了原始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
时代，现在行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原始经济时代，时代的主体是游牧民，人们渴望拥有牛羊。在
农业经济时代，时代的主体是农民，人们梦想占有土地。在工业经济时代，时代的主体是工人，人们
追求积累资本。在将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时代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人们竞争创新知识。知识经济时代
呼唤科技创造。　　1.1　知识经济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先后
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知识经济”、“数字地球”等概念。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次
将　　这种新型的经济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后知识经济的概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
可。联合国研究机构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文中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
、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知识”和“信息”并非日常一般意义的知
识和信息，而是高科技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知识”　　“
信息”的有序化、规范化和可操作化。由此可见，“知识经济”就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高科技、新
知识、新信息和新职能的经济。说得通俗一些，“知识经济”是以知识这一无形资产为主要投入的经
济。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社会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知识，因此谁拥有知识，
谁就拥有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那些无形的资产，例如，信息、智力、专利、名牌、软件和信誉等
都是企业的重要资产。例如，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为了知道，如果战争发生，中国是否出兵朝鲜？
欧洲一个名叫德林公司对这个问题作了预测。美国提出咨询，该公司要索取500万美元的咨询费。美国
认为，500万美元可购买一驾战斗机，这太贵了。战后，美国花280万美元向德林公司买回一句话：“
中国将出兵朝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叹道：“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
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信息就是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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