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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综合分析国际环境和国
内形势后提出的面向未来、体现时代特征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面对汹涌澎湃
的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机遇和挑战的最重要任务。
“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对于我们实施“十一五”规划以及未来更长时期加快科学技术
发展、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用15年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也是
一项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务必深刻认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科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要发挥好科协组织在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建设
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发努力，扎实苦干，动员广
大人民群众投身到自主创新的伟大事业中来，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我们进一步坚定自主创新的信心，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完善自主创新的环境
，总结自主创新的经验。
为此，中国科协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开展了自主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探索，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主
要有《创新思维和方法》、《创新学习》、《创新能力训练与测验》和《创新经典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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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宽广的理论视角与深刻的哲理高度，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一般创新的基本理论问题。
它从本质论、系统论、过程论、环境论、价值论五个基本方面，首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一般创新研究
的核心主题，分别包括创新究竟是什么、创新发生在哪里、创新是怎样实现的、创新如何被促进以及
创新结果的评价等内容。
它既深入揭示创新这一核心概念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又侧重于探讨现实意义上创新的一般机制与目
标；同时，也从理论上重点研究了诸如技术创新、国家创新系统等实际层面的运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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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创新客体具有价值性创新客体是创新主体的整体创新价值观的终极体现，因而创新客体
具有价值性。
所谓创新客体的价值性是指创新客体具有满足主体及社会的目的与需求、实现主体与社会欲望的属性
，这是创新客体的固有属性，亦即内在属性，这种属性不以外界评判标准的改变而改变。
创新客体必定具有价值性，不具有价值性的产物不能称之为创新客体。
创新客体的价值性与效用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本的区别在于创新客体的价值性是固有属性，而创
新客体的效用性是附有属性，前者是不变的、永久的和无条件的，而后者是可变的、暂时的和有条件
的。
创新客体的价值性与效用性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现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所有的创新客体都具有价值性，但并不是所有的创新客体都能实现其效用性。
（3）创新客体具有不完善性创新客体的某方面的不完善性是创新客体的基本属性。
创新客体的不完善性是创新主体与其发生创新关系的必要性之所在。
创新客体的不完善性主要体现在创新客体结构的不合理。
创新客体的结构决定创新系统的功能，因此，创新客体结构上的不合理，必然影响创新客体功能最高
程度上的发挥。
创新客体的结构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时空结构，又包括具体的由其要素构成的内在结构。
时间结构的不合理性在于创新客体在发展过程中不能满足新的要求，不适应新的发展速度等；空间结
构的不合理性在于创新客体所处的空间位置对其功能的要求与该客体实际所发挥的功能之间存在一定
的差距或者产生某种偏差，因而造成其所在空间结构的不合理；所谓具体结构的不合理是指，创新客
体本身作为一个系统，其所具有内在结构（如果存在的话）无法最高程度上保证其功能的发挥，需要
进一步完善。
（4）创新客体具有可变性创新客体的不完善性决定了创新的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得以实现的前提
就在于创新客体的可变性。
创新客体的可变性是指，创新客体在与创新系统其他要素，或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其结构、功能
、形式等可以发生变化，且通过结构或者形式的改变而达到增强功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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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创新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创新理论研究也成为人们探讨的热门课题。
为此，我们承担了中国科协有关创新理论的研究项目，对创新理论问题开展研究。
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对创新理论问题进行探索，预期达到下述四方面目标。
一是从宽广的理论视角与深刻的哲理高度，深入而系统的探讨一般创新的基本理论问题。
二是从本质论、系统论、过程论、环境论、价值论五个基本方面，首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一般创新理论
问题的核心内容，分别包括创新究竟是什么、创新发生在哪里、创新怎样实现的、创新如何被促进以
及创新结果的评价等内容。
三是既揭示创新这一核心概念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又侧重于探讨现实意义上创新的一般机制与价值
目标，同时，也从理论上研究了诸如技术创新、国家创新系统等现实层面创新的运行原理。
四是从理论上对创新活动有一个比较系统而深入的梳理，以便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创新的规律，促进创
新活动。
经过我们对该课题的研究与探讨，初步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以宇宙系统观的视角，揭示了创新这一概念的本体论与生成论本质。
它从宇宙观视野阐明：人类的创新与创造活动，实质就是结合宇宙自然创造的人文创造活动；进而揭
示作为人类生活本质的创新以及作为人类创新本质展现的各种现实形象。
（2）从现实意义上探讨了人类创新活动的载体即创新系统，揭示创新系统的结构、功能、环境以及
演化等方面的整体状况。
（3）对创新过程的机制与条件、动力与激励、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关联以及知识创新与技术转移进行
动态考察，阐明了创新过程是创新主体、创新环境等创新要素之间协同演化过程，是在创新主体的创
新思维带动下的融合过程。
（4）揭示出环境对于创新的作用机制，认为教育、文化、制度三个环境要素的变革，是充分有效地
促进创新活动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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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理论导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系列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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