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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知识城市”的基本内涵 

城市知识化是知识城市的形成过程，知 

识城市是城市知识化的目标。知识城市是追 

求知识和发展的城市，它超越传统的工业化 

城市模式，以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为其深厚的 

生存背景和发展空间，视知识为再生资源，从 

而为培育新经济发展模式奠定基础。城市传 

统的工业、金融、商业的功能将相对弱化，而 

教育和创新将成为其最显著的功能。知识城 

市是未来城市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知识城 

市是以知识为生产与生活活动的基础，不断 

以知识武装各类产业，并对知识自身的发展 

创造有利条件的城市。从战略地位上看，知 

识城市是知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要素质量配比方面，城市的知识生产者具 

有高密度、高水平；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城 

市的科技能力和投入能力应当较突出；在产 

业进步的知识贡献率方面，城市的知识贡献 

率应当超过其它要素和其它城市；在城市需 

求结构方面，城市知识需求和与知识经济相 

关的需求强度很高；在城市能量输入输出方 

面，城市知识输入输出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城市管理方面，城市要有知识型的政府和 

公务员；城市吸引外地人才的优惠政策和生 

活工作条件应优于外地一般城市；城市对高 

新技术产业和项目的开发，在投资、税收及土 

地使用等方面的条件应优于一般城市。 

随着城市知识化的不断推进，知识作为 

核心资源和关键要素的作用日益突出和强 

化，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具有某种无限性 

的知识要素；城市具有良好的知识生产、知 

识交流 、知识共享 、知识服务以及合作研究 

的知识基础设施；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 

中心，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目的，以发达 

的科学教育事业为支撑，不断提高市民的整 

体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城市实现可持续发 

展。它着眼于城市长远建设的大计，保持资 

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及社 

会的协调发展；以创新作为城市的灵魂，倡 

导思维创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 

和管理创新，从而为城市的繁荣发展提供不 

竭的动力和源泉。 

为了迎接 21世纪的挑战，欧洲联盟委 

员会在 1997年 7月提出，欧洲的发展“将知 

识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不久又发布了题 

为《走向知识化的欧洲》的纲领性文件。知识 

城市是在知识经济大背景下出现的客观必 

然趋势，而城市自身的知识化水平则关系到 

城市未来的发展。 

2 建设“知识城市”的基本任务 

2．1 强化知识化意识。促进全社会知识化 

当代社会发展不仅要求实现一种数量 

上的增长和规模上的扩张，同时也包括结构 

优化、技术变迁、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等内 

容的同步跟进与协调配合，而这些内容正是 

以知识化为其基本导向和特征的。作为社会 

发展的一项新的基本准则和原理，知识化机 

制的确立使得当代社会发展在一种通过知 

识的生产、更新和知识传播有效利用而实现 

的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开始走向更加坚实的、 

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轨道 ，社会知识化的进 

展将会把人类社会带入知识社会。城市知识 

化着眼于从根本上建立城市的知识化生活、 

工作和交流方式，因而需要强化政府、企业 

与公众这三大城市行为主体的知识化意识， 

促进全社会知识化。首先，为了创建知识化 

城市，政府应当主要在政策法规、教育培训、 

基础设施3个方面加大投入，提供良好的知 

识化环境。在城市知识化建设中，政府知识 

化要起带头和示范作用。企业知识化是城市 

知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要建立高效、 

和谐的企业知识管理体系，对相关知识进行 

全面系统的管理和充分利用 ，对已初步实现 

知识化的企业，应该以知识管理和企业知识 

化为基础，加快建立知识管理体系，全面实 

施企业知识管理 ，进一步提升企业知识化水 

平，推进企业知识化。公众的知识化意识和 

参与程度，是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否实施的重 

要条件。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的监督、正确的 

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与良好的文化氛围，都 

将促进城市的知识化发展。 

2．2 完善城市知识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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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在任何产业的发展中都是物 

质基础，所谓“基础先行”，知识化发展同样 

如此。城市基础设施包括生产性设施 (水、 

电、气、路、邮等)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医院、 

学校、图书馆、体育馆、商业及服务业设施 

等)。城市基础设施是指城市中为满足城市 

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需要而建设的各种设 

施以及相应的机构、系统、组织和服务。一个 

知识化城市，各种基础设施都应是先进的、 

完善的，既能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又 

能给城市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对于 

一 个城市来说，发展首先必须是城市基础设 

施的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综合服务功 

能的物质载体，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城市现代化水平高低 

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知识基础设施是实现 

城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 

的必要条件，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 

用。从城市知识基础设施的内涵来看 ，要把 

科技和教育看作是经济的内在部分，而不是 

游离在经济之外的东西，同时强调知识的生 

产、交流、共享和服务，是一个问题的4个方 

面，而不是 4个独立的环节。而且这种创新 

和求知活动是在全社会广阔天地中进行的， 

是在人和各种机构联系起来的庞大社会知 

识网络中进行的，在这个网络中，人和各种 

知识机构相互影响，协同互动。 

2．3 按照知识城市的目标模式。加强城市发 

展的全面管理 

明确建设“知识城市”的发展目标，实现 

现代公共管理理念与中国传统行政的全新 

结合，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真正 

成为符合市场经济和国际化竞争要求的“服 

务型政府”，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建设提供 

良好环境。把物质形态的经济中心与作为精 

神形态的知识中心二者统一起来，并使后者 

带动前者协调发展。在加强全民教育的基础 

上，不断优化、调整城市知识结构、劳动结构、 

产业结构和管理结构；以知识创新为核心，正 

确处理科学技术创新与管理制度创新的关 

系；促进知识的引进、消化与自我更新有机结 

合；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龙头”，促进符合 

国情市情的技术梯度合理分布与积极变化； 

把知识的生产、传播、供应和消费统一起来， 

促进基地一产业一设备一人才配套、协调发 

展；进一步研究改善知识商品的生产经营与 

流通的正常关系，发展技术一知识市场，正确 

处理知识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的关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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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等价交换的关系和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的关系；大力促进知识的城市交流、跨地区交 

流和跨国交流，挖掘知识资源共享的潜力和 

价值；把人的培养和素质提高始终作为根本 

性的任务和条件。在城市管理方面，城市要有 

知识型的政府和公务员：城市政府管理人员 

在知识的掌握、驾驭和使用能力方面要超过 

一 般市民，管理思想、方式和手段具有高知识 

密集度和高知识产出率；知识城市运用现代 

知识经济的手段，组织效率和管理效率要高 

于其它城市；城市对高新技术产业和项目的 

开发，在投资、税收及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条件 

应优于一般城市。 

2．4 加快人才培养 

当前国际竞争本质上是人才和知识的 

竞争。知识作为现代生产力结构的重要因 

素，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作为 

生产力主观因素的人，由于知识和知识作用 

的增长，人力资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知 

识化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 

想真正实现城市知识化，必须构筑人才高 

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提高人的综合素 

质为目的，以发达的科学教育事业为支撑， 

不断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城市管理者和市民的素质决定着城市的命 

运，21世纪的城市发展和竞争，其实质是人 

的素质的提高和竞争。没有高水平、廉洁高 

效的管理者，没有高质量的城市人口，就不 

可能建设真正的知识城市。这就要求在城市 

中推行知识战略，重新整合和配置全社会的 

学习资源，以达到知识共享和知识便利，在 

未来的知识竞争中打造出城市的核心竞争 

力。当前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人才和知识的 

竞争。城市知识化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 

程，需要全市人民的广泛参与，推进城市知 

识化进程，还需提高全民的知识化意识。 

2．5 加快发展城市知识产业 

城市化的推进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 

离不开知识产业的发展。知识产业是指生产 

和提供知识产品的产业。知识产业生成于第 

三产业内部，成长于信息产业兴起之时，独立 

化于知识经济到来之日。在农业经济走向工 

业经济的过程中，第三产业逐渐从第一、第二 

产业内部分离出来。不仅信息生产、加工、处 

理、存储等构成的信息产业群被划入第三产 

业，而且教育、科技和文化等构成的知识产业 

群也被划入了第三产业。马克卢普认为，知识 

产业包括5个层次：①研究开发。②所有层次 

的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培训、教会 

教育、军训、电

⑧通讯和中介媒介(图书、杂志、无线电、电 

视、艺术创作)。 信息设备或设施(计算机、 

电子数据处理、电信、办公设备或设施)。⑤信 

息机构和组织(图书馆、信息中心、与信息相 

关的政府、法律、财政、工程、医学等部门)。知 

识化带动工业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发挥后 

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城市 

的产业结构直接决定着城市资源的配置。产 

业结构的调整，要有计划地从依赖物质资源 

向依赖社会资源、人才资源转变。目前总的发 

展方向是在规划的基础上，通过龙头项目或 

主导行业的拉动，使城市向高技术、高服务、 

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污染、可循环的产业构 

成转变。各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的优势和条 

件，有选择地发展某一类知识产业，使之成为 

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2．6 建立合理的知识利润分配制度。缓解社 

会矛盾 

杰里米·里夫金预言，由于“智能”机器 

将使劳动被排除在经济生产过程之外，信息 

时代将结束普遍的劳动工资制度。这引发了 
一 种巨大的危险，如果公司的生产、金融效 

益只是用来增加企业利润和股东们的财富， 

提高领导人和高技术劳动精英阶层的薪水， 

这对不可避免的广泛失业者或整个城市来 

说都不啻是一场恶梦。因此，建立一种不同 

于以往的分配机制或福利政策，以一种巧妙 

的方式使这种由知识带来的利润得到合理 

分配，已成为保证城市未来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3 建设“知识城市”的对策建议 

“知识城市”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 

成的，更不是简单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 

技术产品的堆积就能实现的。政府和有关单 

位及专家应认真研究知识化城市建设中的 

产业链模式，通过政策、法律和调控的手段， 

保证知识化城市建设的良性发展；而各类企 

业应当在知识化城市的产业链中明确自身 

的定位，努力成为国家信息化建设中的可持 

续推动力。 

3．1 制订“知识城市”发展战略 

城市发展战略是城市经营的灵魂，科学 

合理的发展战略是城市健康发展的根本保 

证。任何城市经营活动都必须符合城市发展 

战略，这样，城市建设才能不走弯路或少走 



弯路。城市发展战略是对城市发展的全面 

的、长期的、根本的谋划，是城市各项工作的 

指南和纲领。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应该充分分 

析城市面临的各种环境和城市具备的独特 

资源，结合城市的优势和机遇确定城市定 

位，并确定城市的发展目标。 

3．2 建设“知识城市”首先要求政府的知识 

化 

政府不仅要为城市知识化提供良好的 

发展环境，而且应加快自身知识化建设，为 

社会知识化起带头和示范作用。通过政府知 

识化，提高城市管理决策水平，政府在城市 

知识化进程中应充当更积极的角色。一个知 

识化的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要 

素之一。城市知识化建设是一项涉及全社会 

的工程，因此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推 

动。在城市知识化进程中，作为组织与管理 

者，政府应在产业政策与法规的制定、维护 

信息公共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好自 

己的工作。政府也是城市知识的参与者，既 

可以直接参与知识、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投资知识、信息公用设施的建设，又需要从 

事政务知识化建设，利用知识提高行政效 

率，服务于市民。率先实现政务领域的知识 

化，有利于推动国内知识产业的发展，极大 

地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知识化进程；对于转 

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密 

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建设廉洁、勤政 、 

务实、高效政府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3．3 发展知识化城市 。不能偏废其它事业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城市，都要求建成门 

类齐全的城市工业体系、金融商贸体系和成 

熟基础设施，不能因为发展信息化、知识化 

城市，就完全抛弃其它的产业。那样适得其 

反，不仅知识经济发展不起来，其它应有的 

城市建设也将被打乱。发展信息化、知识化 

城市，应当与发展城市其它产业协调起来， 

可以采取倾斜政策和重点导向战略，但是， 

不能以偏概全。 

3．4 建设“知识城市”应与企业知识化结合 

起来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不能知识 

化，国民经济就不可能知识化；当一个国家 

中的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关键性企业都已实 

现了知识化时，这个国家才算实现了企业知 

识化。企业知识化的标志是企业加大对R&D 

的投入，提高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能力，提 

高产品的知识含量；企业注重对员工的培 

训，开发拥有熟练技术和较高知识水平的人 

力资源；企业挖掘内部关键性的隐含经验类 

知识，提高企业的知识编码化水平；企业建 

立和培育内部知识平台和外部知识网络，提 

高企业利用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为搞活 

战略资源——知识，必须提高员工的学习积 

极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企业来说，需要 

营造一种好的企业知识气氛，建立一个自我 

组织和灵活、高效的网络，以分散式的组织 

结构，促进无等级制的快速的知识流动。这 

就意味着企业管理方式要相应地知识化。特 

别是企业领导者必须转变观念，他们不应再 

把企业员工看成企业运作的执行者，而应看 

成拥有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知识的个体， 

必须重视知识资本，启动知识管理，最大限 

度地促进企业知识共享和流动。 

3．5 不断完善城市知识化的相关政策法律 

法规体系 

城市知识化涉及到知识产权、信息安 

全、信息污染、信息公开，以及由此带来的有 

关立法、税收、道德等多方面的问题，这就亟 

需一套完整配套的信息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加以规范 为城市知识化的发展营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 

3．6 建设“知识城市”应依靠和借助民间力 

量 

知识化推动新经济在城市中的更快发 

展，而新经济的主体应是年轻的非公有经济。 

这是因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如信息产业)面临 

技术和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非 

公有经济对机会的反应更敏捷，表现更出色。 

知识产业是最适合于风险资金参与的产业， 

由民间风险资金推动的创业失败对社会稳定 

威胁也较小

中，政府投资竞争性信息产业的趋势没有减 

小，还有增加的趋势。在没有建立起合适的国 

有资产退出机制之前，城市在知识化发展过 

程中应防止国有资产的过多介入。政府应制 

订政策，制汀相关的法律文件，突破禁区，尽 

可能地开放所有与“知识城市”相关的产业， 

尽可能地吸引外资和民间资金，特别是民间 

资金的投入。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政府的 

经营职能，应当由经营主体逐步向管理职能 

转化。在政府统一管理下实行多元化的经营， 

有利于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各种社 

会力量的优化整合和发挥，从而实现城市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应当 

打破垄断经营主体的观念，推行经营主体多 

元化的格局。让社会力量当好经营主体的主 

角，在经营主体上必须有所创新和突破，坚持 

能进能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政府要 

向着宏观决策和微观服务的管理职能转变。 

同时，降低城市经营准入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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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Knowledge City：An Economics Consideration 

Abstract：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the mankind has entered the knowledge economy。information．intensive 

society．The essay starts from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llectualizati0n． defines and analyse the basic intension．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knowledge city，etc．Finally the essay discusses how to promote the urban intellectu— 

alization as well as its related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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