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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知识人文化的趋势
 

  

    近两年来，“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字样在报刊上频繁出现，人们对其含义也耳濡目染，对于知识经济具有的高科技

特征，尤其是信息技术（电脑和网络）在其中的意义有了深刻的印象。比尔·盖茨至今带有神童神色的表情及其所代表的巨大财

富，几乎成了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神话和旗帜；GDP数值及其结构分析更让具有科学精神和计算能力的人踏实放心。但这样

的印象并非事实的全部。在我们看来，知识经济不仅意味着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后发生的一种新的技术文明，而且势必意味着

知识概念自身含义的改变。 

    “知识就是力量。”弗朗西斯·培根400年前的一句名言至今让中国人感到振奋。但是，今天的国际知识界已对这个观念表示质

疑，认为这个说法太容易让人仅仅从物质实力的角度去理解知识，或者仅仅注重与增强物质生产力相关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知识

经济展示的现实是，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人文知识日益成为推动知识进步，并进而推动整个现代经济的主导性因素。人

类的知识越来越向认识人类自身发展，就像古希腊哲人所说的，成为“认识你自己”的人文性质的知识。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经

济现实中看到的正是这个知识“还乡”的趋势。 

    知识经济的确为高科技所激发所推动，也的确能够以一系列“硬性的”经济学指标加以表示，但当我们完整地观察和理解这一经

济甚至社会发展态势时，就会发现，知识经济决不仅仅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进步，而且也是以人文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交

往“技术”的进步；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转化为信息化技术而成为经济性资源，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学的知识通过信息技术而成

为可交易的产品，在这种产品中，自然科学技术可能只是一种“载体”。我们所面临的是知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的人文化。让我

们粗略地看看其中较能说明问题的几个方面。 

    一般地说，在买方市场为主导的现代社会里，商品中知识含量的增加尤其要体现为产品舒适度、美观性和文化意蕴的增加，随着

产品的升级换代，单位产品中增加的知识含量更多是所谓人文知识，这一点我们在不断面对计算机视窗界面，不断点击鼠标或敲击

键盘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而一次性市场销售行为也正在创新过程中更多地变成更具人情味的售后服务、在线管理。即使是说生产线

上运用的管理技术与工业设计也在创新中更加突出人性化特征，“以物为本” 的监控技术正在变为“以人为本”的交往技术；与

此相应，企业作为人力资本向教育部门所要求的不仅是高素质的“技术人”，而且也是更具创造性和合作精神的“文化人”。尤其

在环境和能源危机日重的今天，生产经营活动中使用的自然资源不得不逐渐减少，而人文资源的运用和开发正方兴未艾；以“物”

及其“量”为主的生产力正在向以“人”及其“质” 为主的生”力过渡。这就是我们说“知识经济”是高技术与高文化联姻的经

济，是人化着的经济的基本合义。 

    我们再来看看，在知识经济时代构成GDP主要部分的所谓“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怎么个情况。首先，所谓知识密集型产业不仅包

括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一类主要由高学历高素质的员工从事开发生产的所谓“高新技术产业”，而且还包括了以传媒娱乐、旅游、

教育、咨询、律师和服装设计为代表的“高文化产业”。 

    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发展中国家，其“朝阳工业”之一的旅游开发也日渐需要更多的人文知识投入。多年

前的泰安市曾置其丰厚的旅游资源于不顾，盲目追随潮流，在泰山脚下兴建“《西游记》宫”，其门可罗雀的结局不难逆料，还对

“有眼不识泰山”做了一次现身说法。其实在旅游开发尤其是传统旅游景区的开发过程中，规划建设环节之前还必须有一个以传统

资源评估、现代意义解释、项目主题创意和市场初步分析为内容的策划环节，有了策划环节的成功，才会有日后长期的收益业绩。

而策划工作仰仗的是专家们在文化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美学方面的综合学识。 

    至于在“高新技术产业” 内部，人文知识含量高的部门正受到日益多的重视。据1999年5月31日《科学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北

美行业分类系统已经修改了“信息产业”的分类标准：计算机和通讯设备制造业竟然被“逐出” 信息产业领域，归人传统制造业

范畴。据说比尔·盖茨也不无忧虑地预测说，过上十年，默多克的新闻出版业会比他本人所在的计算机软件业前景辉煌。这说明，

信息产业正日益变为负载着高文化的高技术产业。 

    再进一步也不难看到，文化市场的发展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产业对世界格局的形成具有真正的战略意

义。发达国家高技术手段负载着的高文化产品连同其价值观，正迅速渗透到世界各地。如据报载，美国音像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

从1985年的第11位跃居到1994年的第6位，成为仅次于飞机出口的第二大出口商品，其国际市场占有率达40％。《环球时报》称，

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中，60-80％来自美国。美国影片生产量占全球电影总产

量的6—7％，却占据了放映时间总量的50％。 

    相形之下，我国的文化产业却表现出硬件发展迅速，产品制作严重短缺的局面。也以音像业为例：我国现有收录机1亿多台、家

用录像机3000多万台、CD机1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VCD机1千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面对这个庞大的硬件

市场，音像制品发行销售管理却十分混乱。据统计，1996年我国正式出版的音像制品销售额仅20亿元，而盗版制品销量约为正式出



版物的10倍，销售额达200多亿元，甚至有专家估算，其实际销售额可达600亿元。严格地说，我们的文化部门还没有被当成一个产

业部门去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几乎还没有形成。这种局面如不改观，我们的高技术搭台，别人的高文化唱戏的结局将是无可避免

的。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文资源本应成为创造更高价值、更具战略性的可开发资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三个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人类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严重地破坏了自身生存的环境和继续生存的资源

储备，造成了对人类生命、健康甚至伦理的损害，因此知识经济时代中响起了对科学技术后果进行事先评估、对企业的生产过程和

废弃物排放实行更严密的监督的强烈呼声。而市场将对绿色产品表现出更多的热情；高等教育机构中经济伦理学将成为经济学科的

一门主要课程。所有这一切，也势必推动着知识经济的趋势继续向人文的方向运动。 

    知识经济中这种人文化的趋势本不难看到，我们对知识经济理解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是思维上的懒惰和利益动机驱使下的浮躁和

私心造成的，而这对于我们这个正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二十多年来，由于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定地实行了科教兴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科技教育资金和管理方面

展开全方仕国际合作等基本国策，我们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人民得到了相当多的实惠，社会活力增加，国际交往活跃。如果今天

在“知识经济” 中仅仅看到高科技的日新月异，看到经济指标的增长，那么就还没有多少新意。 

    二十多年来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法制建设和观念更新严重滞后，社会分配不公加剧，市场秩序相对混乱，

公民道德意识淡漠，贪污腐化成风，迷信活动抬头，恶性犯罪增加；这一切导致了社会不安定因素长期存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又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衡局面长期不能扭转。实际上这后一方面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而“知

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应对方案的出现正好让我们意识到，侧重在科技方面赶超发达国家作为一种短时期的国家战略是可

行的，而作为长期社会发展战略是不够的；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设法以某种制度化的方式，更多考虑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和

消费偏好指导的问题。发展“知识经济”，创建我们的“国家创新体系”，就正好是一个借以纠偏的历史机遇。我们不应丧失这个

良机。 

  

    党的十四大以来，宣传思想战线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坚待走改革开放之路，特别是近几年，认真贯彻十五

大精神，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取得了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资本、国外资本的不断进入，随着

新的经营形式的出现．对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我国加入WTO日益临近，同国外资本。文化产品竞争的压力就在眼

前，深化改革更为迫切。面对加入WTO的挑战，我们既不能看得过重。不知所措，也不能等闲视之，不以为然。一定要高度重

视，未雨绸缪，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只有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才能增强活力，才能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才能解决好事业发展

中的困难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