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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世纪 $# 年代初期开始，世界

经济在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

科技迅猛发展的推动下，世界国

民 生 产 总 值 年 均 增 长 %& #’
（($$% ) ($$* 年），各种高技术、新发明、新

思想一浪高过一浪地推动着世界经济的进

程。企业的规模在 “小型化”操作的基础上

愈来愈大；富可敌国的集团性公司掌握着

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任何一个拘泥于相

对传统产业的国家，在其产品世界性过剩

的境况下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所以，很难想

像占世界人口 ( + , 的中国如果不实行产业

结构高度化将会遭受怎样的冲击。产业结

构高度化的关键是技术进步。要实现产业结

构高度化，就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

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即发展知识

经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我国 "( 世纪赶超型经济起飞。

一、经验：知识经济造
就 了 美 国 持 续 增 长 的
“新经济”

"# 世纪 $# 年代以来，美国已经连续保

持了 (## 多个月的经济增长，这是美国在

"# 世 纪 第 三 个 最 长 的 增 长 期 ， 失 业 率

($$*年年底为 ,& !’ ，是 "- 年来的最低水

平，通货膨胀率 %# 年来最低仅为 "’ 以

内。美国硅谷一年的产值竟达 ,### 亿美

元，美国的经济实力令人高深莫测。在美

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占

"#’ 左右，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已高达 !#’ ) *#’ 。据专家估计，信息高

速公路建成后，知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将可能由 "#世纪初的 -’ ) "#’ 上升

到 $#’。可见，科技进步是美国经济持续增

长的根本原因，这就证实了著名经济学家

索洛的名言“经济增长就是技术进步”。

以信息产业为标志的高新技术产业代

表了 "( 世纪产业发展的方向，高新技术产

业的发展呈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

济的质态变化。美国从里根总统执政时就

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 年全球信息

技术产业投资 !(## 亿美元，其中美国占

,(& -’ ，超过日本和欧洲对信息技术产业

投资的总和。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支出占

./0 的比重，($$! 年超过 ,’，而欧盟国家

平均只为 "& "’。剑桥经济学家 123456 78 )
49: 在 《国际银行信用分析》上载文称，欧洲

在高新技术装备上的投资之所以比美国

低，是因为其成本高的缘故。例如，在英国，

硬件和软件的价格均比在美国的价格要高

" + % 之多。其结果是美国高新技术含量高的

产品迅速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并带动

了已有产业产品科技附加值的提高和产品

应用性的扩大。从 ($;! 年到 ($$! 年，美国

出口总额从 %#$- 亿美元增加到 ;,;# 亿美

元，其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在其出口总

额中所占比重已从 ("’上升到 ,"’。据测

算，高技术产品出口对国民经济的带动度

达 ,& *!，而一般出口产品对国民经济的平

均带动度为 "& -。美国“新经济”的出现靠的

是发展知识经济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而实现

的，美国的经验令人深思，值得借鉴。

二、教训：漠视知识经济
潜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美国著名学者克鲁格曼教授在东南亚

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对 “东南亚经济奇迹”提

出了怀疑。他认为，东南亚模式的经济增长

是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

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和初级产品制造业等

劳动密集型产业才得以实现的。从这个意

义上讲，它迟早会递减收益，其经济增长的

减速是难免的。而遗憾的是，东南亚国家恰

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们一直固守着传

统的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忽视了对教育、

科研和应用开发能力进行足够的投入，导

致本国的科技水平和应用能力大大落后于

发达国家。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对下降，

传统的市场需求逐渐萎缩，出口导向型经

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随着国民经济

收入状况的不断恶化，其货币的真实价值

也受到严重削弱，从而埋下了引发金融危

机的隐患。

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对泡沫经济

的沉淀，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一种调

整。当今，世界产业结构正悄悄发生一场以

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深刻革命。从过去

已发生的棉纺工业——— 钢铁工业——— 电力

工业——— 汽车工业——— 石油工业、耐用消

费品工业直至正发生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

主导产业群的更替表明：在产业发展中，产

业群的历史演进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

简单到复杂，产业总量由小到大的渐进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主体需要满足和主

体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不可逾越性，以及社

会生产力发展中技术的不同阶段的衔接的

不可间断性，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选择、研

究、建设产业群时，一方面必须循序渐进，

把握好产业定位，但某些领域可以实现 “跳

跃式”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兼收并蓄，把握

几次产业群的优势，缩短产业建设高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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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在起点低、发展时间晚的情况下，

用较短时间完成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实

现主导产业及其群体的优化。而在这次金

融风波中，新加坡等国之所以受损较轻，其

根本原因就在于重视知识经济在产业结构

调整中的作用，注重技术的开发和创新，从

而增强了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终

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有力地证明了

利用知识经济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

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亚洲金融危机的

教训表明：对知识经济的任何漠视将导致

经济动荡的严重后果。在未来的经济增长

中，知识经济必将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后劲的重要标志。

三、推动：知识经济带
来高新技术产业兴旺

知识经济首先表现为知识产业化，即

知识取得独立的产业形式，形成新的知识

产业，以信息科学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

的产业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制高

点。高新技术产业是 !’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

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目前已成为美国的第

一大产业，在日本则是仅次于汽车的第二

大产业。伴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

发展，产业发展出现了新动向、新趋势，这

时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衰退。这既是国际

性产业转移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性产业

转移的必然规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

业化进程还未结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

略，就必须敢于迎接挑战，抓住历史机遇，

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使产业结构调整跟上

时代的步伐。依靠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可

以实现有效益的经济增长，并实现资源的

合理配置。中国必须在尽可能广的领域加

大高新技术的运用，以避免在全球化声势

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落后于发达国家。要大

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新材料、

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使其真

正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新增长

点。知识经济着力于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

导产业、支柱产业有以下优点：

第一，产业关联度大，就业吸纳能力

强。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 年统计，

世界总产值 （*+,）中，有 %$-与电子信息

技术有关。对信息产业投入 ’ 元，可以对国

民经济其他部门激发出 %# &. 元。微软每增

加一人就业，就可为其他行业增加 % 个 / &
个就业机会。估计到 !""! 年，全美将有近

半数员工从事与信息有关的工作。

第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极大。美国

过去 ) 年的经济增长中高科技产业占了

!&- 的份额，而传统的技术产业——— 汽车

业仅占 0-的份额，’((% 年美国 *1, 增幅

中有 ’ 2 ) 来自信息产业。’((. 年信息产业

对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

第三，需求收入弹性高，发展迅速。高

新技术产品的广泛应用性，适合消费者消

费结构升级和生产者的需要。如美国微软

公司产生不到 !" 年，资产已高达 ’$"" 亿

美元，产值超过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 （通

用、克莱斯勒和福特）产值的总和。

第四，产品创造需求。个人计算机之父

阿兰·凯把高新技术的真正应用潜力概括

为一句话：一种重要的技术首先是创造一个

问题，然后去解决它。也就是说，高新技术厂

商不应沉湎于自己的产品在设计和科技水

准上的优势和声誉，而应时时刻刻去追逐超

前性的需求，始终关注下一代新产品，同时

能够察觉那些预示未来的“蛛丝马迹”，即顾

客潜在的、不能明确表达的前卫需求。

四、运作：知识经济改
造传统产业

知识经济的发展将把高新技术注入传

统产业，极大地改变传统产业的面貌。

知识经济不仅表现为知识产业化，还

表现为产业知识化，即用知识改造传统产

业，提高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技术化和知识

化的程度，从而促进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

方向发展，降低成本，提高产业的生产能力

和经济效益。’((! 年 0 月国务院批准的《国

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指出，高新技

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

的源泉和基础。高新技术研究从开始就要

注意与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密切结合。由

于知识经济既表现为知识产业化，又表现

为产业知识化，从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和效益得以提高。我国发展知识经济可使

产业结构的低度化升级，加速实现高加工

度化和高新技术化。如果我国不抓住机遇

发展知识经济，那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

升级只能在低层次上进行。我国产业结构

高加工程度低的根本原因就是传统产业的

技术水平落后和对其投入不够。我国企业

目前的技术改造与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比

重均严重偏低。据统计，发达国家企业产品

销售额的 !- / $-用于技术改造与技术开

发 ， 而 我 国 企 业 目 前 只 能 达 到 "# $- /

"# &-。从工业化阶段看，传统产业还必须

大力发展，但是我国的传统产业确实过剩，

怎么办？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用高技术

改造更新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的产品能

够升级换代，这样既可解决过剩问题，同时

又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我国钢铁工业从总

产量上看，年产量达 ’ 亿吨，居世界第一，

但在中国国民经济 ’$ 个主要部门所需要

的’"" 个关键钢材品种中，生产能力不足的

有!& 种，质量达不到要求的有 !" 种，目前

还不能生产的有 ’’ 种。这样，我国一方面

普通钢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每年又必

须 进 口 ’""" 多 万 吨 国 内 短 缺 的 优 质 钢

材。所以，传统产业必须加快技术进步步伐

和加强技术改造，包括注入高新技术，以便

推进技术体系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

五、启迪：知识经济能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原有经济结构下

的生产能力大多趋于饱和，闲置生产能力

大多在 )"-以上，市场上的供求比例已经

发生了逆转，产品的使用价值实现进而是

价值的实现已经成为维持社会再生产的核

心问题。从微观上讲，提高市场购买力，刺

激消费是可行的，但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改

变现有的供给结构，从 “本”上消除 “该有的

和未有的”矛盾，提高我国市场上的 “有效

供给”能力。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

“有效供给”改善消费偏好，不但可以调整

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而且可以获得持续

增长的有效空间。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可

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产业结

构的高加工度化和高新技术化带来的经济

增长，可以持续地为经济实力的上升提供

强劲的动力。

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低度化，是造成我

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而我国当前

的 “有效需求不足”在本质上就是供给缺乏

创造性。为了解决目前的 “有效需求不足”

及其与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矛

盾，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和升级。而产业结构

的演变离不开知识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

用。我们不仅要关心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

的推动作用，而且更应关心知识进步和科

技进步的整合效应，最终将形成知识进步

——— 科技进步——— 产业进步三者同步运行

的新产业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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