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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实践遵循，由

此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建议》强调要“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在于，在国家

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国家

创新体系框架的构建和创新环境的形

成，着重培植和建设一个有创新活力

的国家创新体系，持久有效地激发创

新系统中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其

蕴含着创新精神、技术创新与制度供

给、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性逻辑关系。

民族创新精神是根源所在

如何保持其发展的可持续性，解

决发展的永续动能问题，实际上是一

个创新的路径选择问题。

首先，创新精神是创新力的前

提，创新力的大小体现着创新精神的

强弱。尽管创新基本上属于精神领域，

但是它绝不是人的头脑中自发自然的

产物。正如历史上技术的进步，从来

不是自发的和无代价的，而是制度所

提供的激励机制作用的结果。其次，

要强化忧患意识，引入“他律”的竞

争机制，促使经济个体的主体意识和

自我意识觉醒。当国家的忧患意识渗

透到了国家内部时，经济个体的自我

意识就会觉醒，而自我意识正是竞争

机制发生作用的必要前提条件，民族

的创新精神就孕育在其中。

再次，必须结合先进技术引进，

以自我创新为主；必须以创新的态度

对待传统和外来文明，具有全球视野。

世界各国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

是齐头并进、平衡发展的，国与国之

间不仅存在着发展程度不等的问题，

而且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一个国家如

果不准确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展的战

略机遇，选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

战略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不努力实

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

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就有可能步步

被动，永远落在别国之后，很难自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技术创新与制度供给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强调，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变迁）

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

存在着辩证关系，两者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

    当代经济增长理论、历史及实践

都已表明，制度供给与技术进步至关

重要。技术进步需要制度投资、制度

保证、制度激励与制度诱导。现代经

济增长不仅要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即

技术进步，而且也要优化配置现代生

产要素，即制度供给创新。从某种意

义上说，制度安排到什么程度，技术

就进步到什么程度。制度对创新的作

用机理表明，技术进步受制度约束。

并非任何现存的制度，在任何给定的

时点上，都会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可

能支持创新也可能阻碍创新，或者是

在一个时期支持创新而在另一个时期

阻碍创新。不同的制度系统对创新的

影响因特定的技术特性、技术轨道的

发展阶段不同而有很大不同。为了能

持续地支持创新，制度供给必须变化。

首先，政府体制的改革可以改变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蕴含的系统性逻辑关系
文 钟  瑛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

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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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供给不足，从而对技术创新起到

重要的推进作用。在社会所有制度安

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角色。政府可

以也有能力采取行动改革制度供给不

足的状况。政府的供给意愿与能力决

定着技术进步的方向、速度和规模。

因此，政府首先要着力自身体制改革。

由此，要着力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顶层设计，改革国家科技创新

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

其次，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一方面，政府必须是市场经济

体制下制定竞争规划、纠正“市场失

灵”的“调控者”。政府还应从一般的“经

济人”转移为把技术进步当作战略变

量的“战略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

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在既

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

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不放松“看得

见的手”的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并只

有当“看不见的手”失灵时才动用“看

得见的手”。同时，制定和完善市场

“游戏规则”，自己率先遵守这些规则，

接受这些规则的约束。再一方面，政

府必须作出包括宏观调控、知识产权

保护和反垄断法的限制、社会“公共

物品”以及科教体制等一系列基础性

制度安排，为技术进步创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由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

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

统工程 ,各类创新都在社会经济系统

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国家创新体系是科技与经济结

合并实现永续发展的根本

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促进

和进行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生产、扩散

和应用。

首先，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是

市场经济的深层次规律。20世纪50年

代以来，技术进步已成为各国经济发

展的首要因素，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

的源泉。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就是加

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

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就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趋

势明显增强，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一国一区竞争能力的强弱，集中体现

在技术创新活跃程度与绩效的差异上。

可以说，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包括

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增强的重要标志。

由此，要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

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

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

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其次，技术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的关键。技术创新使生产要素在

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实现了“新

组合”，损失浪费减少、经济结构优化、

规模经济效果显著。经济整体素质的

改善，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扩张

转移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

者素质上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

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提高经济增

长的质量和效益。由此，应深化产学

研合作，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加

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

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再次，技术创新是推动工业化进

程的主要动力。整个工业化进程是一

个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产品结

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是产业结构演进

的基础。产品结构的优化只能通过产

品创新来实现，技术结构的优化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艺创新。加快工业

化的进程，关键是使朝阳产业的技术

创新更加活跃，限制夕阳产业的发展。

技术创新是一个兼有创造和破坏的过

程，它破坏已经过时的产品、工艺和

工业，创造新的产品、工艺和工业，

形成一批又一批的新兴企业和新产业，

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从

而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由此，要着

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完善资金链，聚焦国家战略目标，

集中资源、形成合力，突破关系国计

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最根本的是

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

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

大潜能。由此，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

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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