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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2009年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严峻形势
，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运筹帷幄、从容应对、果断决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迎
难而上、共克时艰，经过艰苦的努力，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取
得明显成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加强科技支撑作为一揽子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推动技术改造，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超前部署、大力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
科技创新为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作出了重要贡献。
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谋求后金融危机时代长
远发展的共同选择。
很多国家着眼应对危机和危机过后的繁荣超前部署，积极培育和发展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
技术和材料技术等为主要支撑的新兴产业，增加研发投入、出台一系列人才延揽措施，实行有利于创
新的财税政策。
如美国对新能源等的投入、欧盟的经济复苏计划、全球新一代互联网建设以及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建设
等。
从各国的情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对科技进步的激发，经济振兴对科技支撑的依赖，都大大超过了历
次金融危机，全球进入空前的创新集聚和产业振兴时代。
当前，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
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显端倪。
这场新科技革命，将依赖现代化进程强大需求的拉动，将源于知识与技术体系创新的驱动。
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发展的
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
我们必须紧紧把握新科技革命带来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力加强自主创新。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科技规划纲要的战略任务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科技支撑措施，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以支撑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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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的主题是金融危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报告围绕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起源及创新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
报告解剖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并对我国政府及地方政府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作了分析。
然后，报告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实，就如何进行危机后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与产业升级提出了看
法和政策建议。
    此外，报告还对一年以来的若干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包括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跨国公司如何应
对金融危机、集成电路产业的创新能力建设、创新文化建设等。
    本报告可供各级领导干部、有关决策部门、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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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改革开放后，基于与经济总量相比自然资源比较充裕、环境容量相对较大、有无限供给且成本
较低的劳动力优势，中国在门槛较低的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和对环境影响较大的领域实现了快速增长
。
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这种增长方式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地显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弱化，在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在消失，它已不足以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并展现出良好前景。
这是我们分析国内外因素可以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它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将对所有地区、产业和企
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由较充裕变为稀缺，由发展的保障性因素转化为制约性因素，基础生产要
素的稀缺孕育着资源税上调和价格上涨；一般加工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投资扩张的空间逐渐消失；
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环境成本内部化大势所趋；最低工资限逐渐提高，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劳动力成
本呈上升趋势；过量的外汇储备使中国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这些发展条件的变化，使原有增长方式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新的比较优势已经显现，例如，完整的产业体系初步建立，规模化生产格局初步形成，并
较深入地参与了国际分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民营企业快速发展，企业家队伍不断成长；初始
资本积累完成，资金相对宽裕；政府对科技的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增加，企业研发能力提高，自主创
新的欲望增强；职业培训逐渐普及，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提高；高校招生规模扩大，知识型人力资
源优势显现；消费结构升级，社会需求层次提高，为升级后的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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