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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力、知识度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支柱，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这两大支柱。
　　名人、明星、歌星、名牌等，这些都是文化力度很强的品牌。
产品和文化力、知识度相结合就能产生扩散效应，名牌产品和文化力很大、知识度很强的品牌相结合
更会产生强烈的共振作用，那这种产品就能升值。
文化力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文化的特征包括以下四点：（1）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内蕴着主观能动意识；（2）文化是动态发展的
历史现象，需要持续传承；（3）文化无所不包，是历史积淀的“总和”，具有广泛的社会共享性；
（4）文化既以物化形态存在，又存活于人脑中，成为人类特有的创造财富的财富——主要指精神文
化。
　　民族复兴先要文化复兴，全世界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
就中国文化而言，即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文化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化、时尚化、通俗化构成了我们当今的文化。
在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元素中，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核心。
正是由这些多样化的文化相互撞击’，才产生了文化力。
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中，要大力复兴文化力、发展文化力。
21世纪是一个文化争雄的世纪，文化力作为软实力的核心将会被普遍接受和认知。
文化虽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形态，但转化为力则都是精神形态的，是具有能动作用的。
物质文化可以简单继承，供生存享用或作为工具应用；精神文化则必须创造性传承，激活人的创造力
。
传承精神文化的过程，无论是科学技术传承，还是人文观念传承，都是释放文化力的过程。
现实生活中重继承轻传承的文化倾向应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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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著作是一部关于发展教育和科技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论著，文化力、知识度是社会进
步、经济发展的支柱，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这两大支柱。
文化力力度和知识度(知识量)强度是城市建设的名片；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助进器，以及推动
其他各行各业发展的指路明灯。
    整个著作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论述文化力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问题，文化力涉及社会
、经济各个方面。
民族复兴先要文化复兴，全世界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三大文化体系。
就中国文化，即传统文化而言。
传统文化是文化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化、时尚化、通俗化构成了我们当今的文化。
在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元素中，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核心。
正是由这些多样化的文化相互撞击，才产生了文化力。
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中，要大力复兴文化力、发展文化力。
21世纪是一个文化争雄的世纪，文化力作为软实力的核心将会被普遍接受和认知。
    中篇主要论述知识度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关系，知识度也称文化知识量，而文化知识量的积累
达到某种程度，社会则发生某一质的变化，发生某一生产形式不同于以往的生产形式的变化，发生某
一生活方式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人类从原始渔猎、采食野生植物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知识的原始积累过程，经过漫
长的历程，经历了农业经济知识、工业经济知识，现在已进入知识经济的崭新时代。
    对于知识不需要记忆，更不必死记硬背，而是需要学习掌握和运用知识方法和能力的本领，学会查
找知识、技术的手段和方法。
也许爱因斯坦是第一个反对大量记忆知识的人，而他也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不对无用知识进行记忆的理
论观点。
这些理论和观点是我们从事教育、科技工作必须牢记和遵守及实行的。
    下篇主要论述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有关的其他重要的非经济问题如气象、地质、安全性等。
199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四位年轻科学家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
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本书震惊了世界并畅销全球。
今天，《增长的极限》(中文版，李涛、王智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带着30年来新增
的数据，再次就人类对气候、水质、鱼类、森林和其他濒危资源的破坏敲响了警钟。
我们的著作提出在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节约资源，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绿色经济。
阐述经济的高速增长要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力、知识度的经济学>>

书籍目录

上篇  文化力与经济问题  第一章  教育文化力    第一节  教育文化力的内涵    第二节  教育产业    第三节  
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  第二章  企业文化力    第一节  用文化力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二节  核心竞争力
决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与发展    第三节  企业文化是核心竞争力赖以成长和发展的牢固基石  第
三章  金融文化力    第一节  金融文化力的内涵    第二节  加强金融文化建设，提升金融业核心竞争力  第
四章  商业文化力    第一节  商业文化力的内涵    第二节  商业文化力的影响  第五章  饮食文化力    第一
节  饮食文化的渗透力    第二节    中华饮食文化中的精美情礼    第三节  世界三大菜系    第四节  维生素
不等于免疫力    第五节  增强免疫力    第六节  饮食文化进步的推动力  第六章  工业文化力    第一节  文
化力决定经济水平和战争胜败    第二节  用文化力助推老工业城区全面振兴    第三节  提升老工业基地
的文化竞争力  第七章  农业文化力    第一节  “三农”快速发展    第二节  农村文化力——文化有力推动
新农村建设    第三节  农民文化力  第八章  文化力与旅游竞争力    第一节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第二节  
文化是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第三节  文化是城市形象的基础  第九章  增强文化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节  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构塑优秀的价值观体系    第二节  促进文化向经济领域的渗透，创造优秀
的经济文化    第三节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创造经济新的增长点中篇  知识度与经济问题  第十章  知识
经济学的理论根基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    第三节  历史唯物主义   
第四节  辩证唯物主义  第十一章  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    第二节  技
术适用性原理    第三节  技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原理  第十二章  搜商    第一节  无限放大的知识量    第二
节  经济大发展促使财富大增长下篇  经济学与重要的非经济问题  第十三章  智能经济学    第一节  知识
经济学    第二节  技术经济学  第十四章  经济发展学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第二节  发展经济
学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第十五章  安全经济学    第一节  本学科发展的基础    第二节  安全经济
学的科学    第三节  安全经济学的指标体系    第四节  安全经济学基本原理  第十六章  天气与经济发展的
关系    第一节  气象经济学的内涵    第二节  天气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    第三节  天气对经济发展的负
面影响    第四节  灾害天气的预报与预警  第十七章  地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一节  地质经济学的内涵
   第二节  地质灾害的种类及其危害    第三节  地质灾害的预报和预警    第四节  地震灾害的预报与预警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力、知识度的经济学>>

章节摘录

　　什么是力？
物理学上将力定义为：“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这个定义已作为经典定义写进了教科书，但应该说它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力不仅表现为物体对物体的作用，而且还表现为精神对物质的作用。
这一补充对发展知识经济将产生深远影响，也是文化力及教育文化力提出的依据。
　　我们生存在永恒运动的世界上，一切发展变化都离不开力的推动。
因此我们可以说：力是世界运动之本。
就人类社会运动来说，作用力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力——客观存在之力，它直接影响人类生存与
发展；另一种是人力——主观能动之力，它能有目的地改造世界。
自然力有有益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人力则通过主观能动作用改造和利用自然力。
因此，人类社会运动归根结底是人力推动的运动。
人力中用于改造自然的部分，通常称之为社会生产力，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人力中用于改造社
会生产方式的部分，则是调整、变革生产关系之力，这是与生产力相辅相成的部分。
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
　　我们不想研究是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从物质形态的力的度量观出发，不承认精神
形态的力的存在，这实质等于否定了人脑的功能。
没有精神形态的力的能动作用，一切物质形态之力都将无所作为。
哲学上讲的“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就是指这两种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人类社会的低级阶段，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主要靠体力劳动来维系，到了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脑
力劳动才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幸福之源。
提出精神形态的力，是力的理论与时俱进的新发展。
　　文化力是不是软实力的核心，我们要看其是否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在软实力范畴，文化是否具有
主导性，二是在硬实力范畴，看文化是否具有先导性。
文化是文明基石。
文化力是文化活动的引擎，它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活动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凝聚成永恒
的民族精神。
同时，文化是社会肌体健康的基因。
没有先进文化力灌注和支撑着的政治，会产生强权专制或懦弱腐败，会产生迷信与盲从，甚至是冷漠
、无情和残酷。
没有文化力对经济的推动，经济也难以维系持久的繁荣与稳定的发展。
文化力推动着政治、经济协调进步，共奏凯歌。
文化力与物质科技硬实力，相互作用，相互依靠，难以分离。
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风鹏并举，协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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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力、知以度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支柱，礼会进步、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这两大支柱。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力、知识度的经济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