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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共分导论、理论篇、实证篇和战略篇四部分。
在“导论”中论述每次重大科技革命将引发产业革命，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每次世界经济危机
往往会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客观规律。
在“理论篇”中深入阐述了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和经济的内在机理关系，提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
的源泉，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只有依靠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单位能源经济效益、产业结
构调整、市场化程度等五大因素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居民收入增加
、贫富差距缩小。
在“实证篇”测算了1980～200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科技进步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的贡献及其与贫富差距的关系，并对2010～2020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了预测，还对我国
四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现状作了评价和比较分析。
在“战略篇”介绍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战略和发展高新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应对全球金融
危机的举措；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演进过程，论述了科技进步对
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和现存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依靠科技进步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未来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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