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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令世界瞩目。
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整体上仍然属于要素驱动型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简
单劳动加工，企业发展表现出过高的对外技术依赖，多数企业仍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创新驱动，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提供有力和持久的技术支撑，加快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
”创新将取代自然资源富足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等因素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发动机，并提供持
续的驱动力。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将转变为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产品附加值为目的的创新
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将更加注重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协调，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
　　浙江作为我国经济大省，近几年来高度重视科技进步，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科技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引领作用曰益显现，但仍然存在创新投入很高、创新产出较低的问题，创新能
力仍然不强。
当前，浙江正处于人均GDP从5000美元向1万美元发展转型，即从中等发达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变的
关键时期，国际国内环境的重大变化又为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全球金融动荡、世界能源价
格上涨、建设用地紧缺、节能减排约束加强、人民币升值和劳动用工成本上升等，使得浙江经济转型
升级的重要性、紧迫性更加凸显。
2008年9月，浙江省省政府发布《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08-2012）》，对未来5年我省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进行了重大战略部署，以支撑浙江创新型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
　　创新型经济相关研究早已在西方发达国家展开。
美国麻省技术联合会（MTC）从1997年开始每年发布关于麻省创新型经济运行情况的报告，为推动该
地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政府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欧盟从2001年开始运用“欧盟成员国创新积分卡”对各国创新能力和经济效益进行定量比较分析，其
现已成为国际上有关创新评价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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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伴随着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出现新一轮的、不同于以往经济增长周
期的经济增长（被称为新经济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在西方应时而生，经
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
新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放在经济增长的尤为突出的位置，技术创新更多地进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视
野，影响着发展研究与发展政策。
　　新经济增长理论以特殊的知识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论为发展主体，由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
的经济学家建立。
他们在继承和发展技术进步论和人力资本论的基础上，在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系统内
部力量，尤其是在内生知识进展和技术变化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
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问题的研究，建立起新的经济
增长模型，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的源泉，提出了新的政策建议。
正如罗默理论认为：“经济收益递增型模式，是以知识创新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它
不仅可能形成资本收益的内部递增，而且能使传统的生产力要素也随之产生递增效益，从而牵动整个
经济的规模效益递增，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增长极限。
”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实质是在强调创新。
首先，摆脱了索洛模型中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而强调了规模收益递增，即双倍的资本、劳动力及其
他生产要素会导致多于双倍的产出，含义之一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比索洛模型要大。
其次，摆脱了索洛模型中的所谓稳态收入水平。
当新的投资外部性很大时，资本的收益递减不一定会发生，所以增长不会减慢，经济也不一定会达到
稳态。
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解释在许多国家观测到的持续的人均增长的事实而不依赖于外生的技术变
化，因此，这种理论常常被称作内生增长模型。
在这种模型中，强调了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以及从有更先进研究能力的国家转移技术的
潜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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