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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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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是解决效率问题的一种方法。同时依靠智力、人力资本和鼓励创新体系的无形因素整合，是集生产和
贸易科技成果的应用和推广。作为发展创新驱动策略本身具有从外源向内生转化的问题的过渡。这是一个变革的技术进步的模式，从
外生到内生，基于创新，依靠原始创新、引进技术创新，形成有着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创新驱动需重视协同方式的
创新。我们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还有个过程，须以此为目的，推进发展方式改变。从创新投放制度创新分析，不单要有政府方面的创新，
同时还需要有市场和创造激励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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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提出：我们国家当前需要执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

济发展转向为创新驱动是要将其当成经济发展新动力，让经济发
展更多依赖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劳动人员素质提升创新驱动。
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为科技创新，包括了科技和制度以及商业模
式的等方面的创新。 

一、经济发展模式、创新驱动的转变 
经过多年实际操作证明，创新驱动是新发展方式的主要部

分。虽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提出了有一段时间，但其进程速度
不快。因为可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点就是找到切入口。 

在现实中经常将转变发展方式与 GDP 降低速度融合，发展方
式转变可让 GDP 速度降低。事实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单单只是
降低速度，而是转变 GDP 增长方式和基础。关键：找寻到更加有
效发展方式，以新发展代替旧观念。通过多年的理论分析与被实
践考证，科技创新是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 

以下几个方面是对发展方式转变对创新的需求： 
1.节约资源 
当前，现有的土地、能源等资源的无法长时间支撑经济的继

续增长，因此，要找到经济增长新驱动力。根据研究者给创新的
定义：创新是要素方面的重组。主要指的是运用技术、企业组织
制度、商业方式等要素对当前物质资源、资本、劳动资源等要素
进行整合，以知识、技术的创新驱动改变管理和物质资本，这样
可提升物质资源生产率。 

2.绿色环保 
中国推进工业化严重破坏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平衡，再加上

由这些由高碳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异常威胁着人类健康和安全。
从可持续发展分析：控制环境污染，减少碳的排放、修复受损的
生态系统只是一般控制工业化进程，而依靠技术创新、绿色技术
的发展，开展低碳技术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显然，绿色创新技术
广泛采用有可能实现绿色低碳生产。 

3.提高竞争的能力 
中国的 GDP 总量为世界第二，但产业结构仍处在一个较低水

平，提升力不足。据竞争理论分析：国家竞争力基础是产业创新。
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需有创新新兴产业启动。现在，国际金融危
机为创造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提供机会，在全球化，信息
化，网络化的条件背景下没有理由错过新技术主产业革命的机
遇，依靠技术、产业创新，大力发展新产业，以此达到提高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目的。 

4.提升品牌价值 
我们的经济是大而不富有，原因在于：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

在低端市场，关键技术、品牌不属于我们。由此而产生的生产值
产值高，但收入低的问题。要改变这一情况，只能转变发展方式，
将“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创造”，依靠原有的创新技术提高
中国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提升中国产品品牌价值。 

二、创新驱动、内生增长 
创新驱动作为发展战备自己有从外生转向内生的问题。即为

转变技术进步方式。中国已有驱动增长科技创新在绝大部分都是
外生的。主要体现在：创新先进技术多数是模仿、引用，创新先
进产业多数为加工代工型的。此方式技术创新是源于国外创新技
术在中国的扩散，其核心仍是在国外。我们现在所用的创新技术

均是国外已成形的技术，核心点还是在国外。此种方式是与国际
相接轨，但无法进入最前端。转变创新驱动方式基本要求：科技
创新由外生转向为内生。这即为基于自主创新，按照原始创新及
引用的技术再进行创新，形成具有自已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
术。 

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动力涉及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创新。原
有经济增长方式表明经济增长是资本、土地、资本等物质要素投
入函数，技术进步作用这些要素外的价值。在这里，技术要素的
作用是外生的。由于新的经济和相应产生的新增长理论出现，对
于技术作用有新认识，知识、人力资本推进科技创新更多的内在
是在物质资本当中，由这来推动的技术进步将有内生性。 

三、技术、创新技术的协同 
创新驱动一定要注意协同创新，最重要的是协同知识创造和

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创新、互动结合是协同创新的最基本的含
义，以促进科技创新能力。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趋势的特点正日益成为新的科学发
现技术创新的源泉，其结果一般是由新的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的
原始创新。因此，企业科技的创新对大学提供创新成果需求越来
越旺盛。究其原因： 

1. 不单单是企业创新需从大学里得到新知识，同时也需通过
大学来得到国际上最前沿的知识。 

2. 从新技术、科学家知识国际流通性分析，新技术流通会有
知识产权的问题，有的还会遇到政府的保护政策。而科学的新知
识、发展在大学间流通就不会遇到此类问题。 

由此可见，科学、知识国际流通性比起技术的流通性而言，
流通性强，其遇到的问题也较少。 

四、结束语 
当前，世界处于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新产业革命已开始有发

展的趋势，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出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势头，科学
技术正在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此可见，我们
需要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动脉，依靠科技力量实施创
新驱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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