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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大力培育新动能。

新动能是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通过科技创新形成的生产能力，其基本要素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

数字资本。从技术分布来看，新动能主要分布在智能化、生态化、概念化三大技术领域；从经济分布

来看，主要分布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服务等六大产

业。新动能培育的监测指标具体包括新动能的投入、新动能的产出、新动能的结构三大类。本文针对

我国现行体制机制存在问题，借鉴国际最新政策趋势，提出培育新动能不能简单沿用工业时代的政策，

必须采取与第四次产业革命相适应的新兴政策，这些政策的方向是科技资源资本化、政社合作创新、

系统创新，建议采用 15 项相关政策工具。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must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vigorously cultivate new kinetic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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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kinetic energy is the productive capacity formed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s production capacity is formed b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s basic elements include the human capital, knowledge capital and digital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distribution, the new kinetic energy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three major 

fields of intelligence, ecology and conceptualization, whi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distribution, it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ix major industries, such as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igh-end equipment, new materials, new energy, biological medicine and modern services. 

The monitoring index of new kinetic energy includes three categories: input of new kinetic energy, output 

of new kinetic energy, and structure of new kinetic energy. Aiming at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China and drawing on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policy trends,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the 

policy of cultivating new kinetic energy should not simply follow the industrial era. The direction of these 

policies is capit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innovation of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cooperation, and system innovation, it include 15 relevant policy tools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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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FOCUS AND POLICY DIRECTION OF 
CULTIVATING NEW KINETIC ENERGY IN CHINA

我国培育新动能的战略重点和政策方向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 [1]。高质量发展需要转换旧动能，

培育新动能。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快建设

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

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

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

点、形成新动能 [2]。”2018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也要求“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经济结构加快

优化升级 [3]。”

1  新动能的关键要素

培育新动力能，首先要解决新动能是什么

的问题。

动能一词是从物理学借用的概念，物理学

的动能是指物体做功的能力。而经济社会领域

里所说的新动能，是指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

通过科技创新形成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

包括物质资本，但关键要素是人力资本、知识

资本、数字资本等无形资本。

200 多年前，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

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首次提出劳动、资本、

土地是一切社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三个要素 [4]。

实际上正确地指出了工业社会经济的三大要素，

即今天所说的传统生产要素。传统生产要素为

人类的工业化提供了发展和增长的动能。这里

的资本指资本品，劳动指劳动力。在这三大要

素中，资本品是关键要素，正如——在原始社

会谁身强体壮谁就能获得食物等生活资料，在

农业社会谁拥有土地谁就能获得地租——一样，

在工业社会，谁拥有作为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

谁就能控制生产和分配。

而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人类正在

进入智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也相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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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本转变为无形资本，即人力资本、知识

资本、数字资本。或者说在智能社会，新动能

的关键要素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数字资本。

虽然劳动力、资本品和土地仍然是经济发展的

要素，但关键的要素则转变为人力资本、知识

资本、数字资本，谁拥有人力资本、知识资本、

数字资本，谁就能够主导生产和分配。因此，

所谓转换发展动力，加快培育新动能，就是把

发展的关键要素从物质资本，转换为人力资本、

知识资本、数字资本等无形资本。这并不是说

生产不需要物质资本了，而是说生产的主导要

素是无形资本。

人力资本，就是通过对人力投资形成的能

够带来价值增加的智力要素，主要包括认识能

力、创意能力、行动能力以及心理素质和意志

品质等。人力资本不等于劳动力，劳动力指人

固有的体力和脑力，而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

成的人的智力，即发明创造的能力。发明创造

能力是无形的，只能存在于人的身上，因此人

力资本也可以说是拥有聪明才智的人，主要是

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和其他知识化的人才。

知识资本就是知识产权资本，即能够创造

价值、具有专享权利的知识，主要包括标准、

专利、版权、商标，以及在迭代创新中产生的

短期约定的知识产权。后者是指借助即时交流

平台，各类创新主体包括研发者、投资者、管

理者、供应商、制造商等，交互协同、共同创新，

然后根据每个主体对价值创造的贡献而不是传

统知识产权，即时约定创新报酬。

数字资本就是数化的资本，核心是软件，

主要包括智能软件、智能硬件、智能系统，以

及相关大数据等。智能系统包括智能生产系统、

智能供应系统、智能物流系统、智能社会系统

等；大数据包括数据的生产、存储、加工、挖掘、

使用等能力。虽然智能硬件、智能系统、大数

据等往往需要程度不同的物理依托，比如数控

机床就离不开金属机身，但主导的因素是软件。

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数字资本在工业社

会或工业社会后期就存在，为什么以前不是关

键要素，而今天却成为了关键要素了呢？这是

因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改变了生产方式，造成教

育的分布化、工具的数字化、创新的指数化，

形成了新的资源禀赋，为新动能提供了充分供

给。在工业时代，这些要素只有少数人和少数

机构才能具备，但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这些

要素普遍化了。

教育的分布化，是指只要愿意，任何人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均可以免费或低成本获取

所需的知识，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人类优质教

育资源。这些知识不仅是人类的存量知识，而

且主要是增量知识，即最新的知识。教育的分

布化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学习方式、思考方式

和进化方式，使人类的智力资源获得了空前的

增长 [5]。工具的数字化，是指数字程序控制的

生产工具和生产工具的虚拟化，以及生产工具

与虚拟生产工具之间的交互结构。例如，数控

机床就是生产工具由数字程序控制；计算机辅

助设计系统（CAD）就是生产工具的虚拟化。

工具的数字化使数字技术成为一种使能技术，

大量形成数字资本。创新的指数化，是指各种

思想、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交互融合，出现美

第奇效应：创新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原始创

新大量出现。创新的指数化使知识产权成为泛

在的资源，而且出现了无数即时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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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情况来看，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实现

了发展动力转换，科学家、工程师成为生产的

第一要素，知识资本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高

等学校、科研机构等知识部门成为社会的主导

力量 [6]。英国无形资本投入超过有形资本投入，

2007 年私人部门无形资本投资占比 58%，物

质资本投资占比 42%，前者高出 16 个百分点。

2000—2007 年，英国私人部门生产率增长的

2/3 来源于无形资本投入。美国由“从事科学

和工程学、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

和娱乐的人们”构成的“创意阶层人士”，

2000 年已经占到就业人口的近 1/3，欧洲平均

也在 25~30%。2011 年，在劳动年龄人口中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美国为 61%，俄

罗斯为 54%，日本为 41%。可以说，科学家、

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在就业结构中已经居于主

导地位 [5]。

2  新动能的技术经济分布

培育新动能不仅要弄清新动能的关键要素，

还必须弄清新动能在哪里，即新动能主要分布

在哪些技术领域、哪些产业领域。不弄清新动

能的技术经济分布，新动能的培育就找不到实

体依托。

2.1  新动能的技术分布

根据 2016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7]，新动能主要分布

在十大技术领域：1、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2、

智能绿色制造技术，3、生态绿色高效安全的现

代农业技术，4、安全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技术，

5、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保技术，6、海洋和

空间先进适用技术，7、智慧城市和数字社会技

术，8、先进有效、安全便捷的健康技术，9、

支撑商业模式创新的现代服务技术，10、引领

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 [7]。

这十大技术除颠覆性技术外，都是从外延

的角度按领域划分的。如果按性质划分，可以

进一步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智能化技术，

第二类是生态化技术，第三类是创意化技术。

智能化、生态化、创意化也正是第四次产业革

命的主要技术特征。

智能化技术就是以数字化为基础，原子世

界与比特世界相融合，物与物、人与人、人与

物相联结，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和生活的全部

过程中实时感知、分析、控制和学习的技术 [5]。

生态化技术就是循环生产、共享使用，从

而把资源消耗速度维持在自然界自我生成速度

以内、把排放水平维持在自然界自我修复水平

以内的技术 [5]。

智能化技术、生态化技术比较好理解，需

要说明的是创意化技术。创意化技术就是来自

全新创意的技术，具有新的技术路线，而不是

在主流技术路线基础上的技术改进。我们中国

所说的原创技术，美国、日本所说的颠覆性技术，

欧盟所说的使能技术，欧洲一些国家和韩国所

说的未来技术，都属于创意化技术。原创技术

强调的是这种技术与其源头的关系，即从基础

研究对这种技术的重要性说的；颠覆性技术强

调的是这种技术与它种技术的关系，即从对其

他技术和产业的毁灭性结果说的；使能技术，

也译为赋能技术，强调的是这种技术与其下游

技术的关系，即说这种技术为下游技术赋能，

THE STRATEGIC FOCUS AND POLICY DIRECTION OF 
CULTIVATING NEW KINETIC ENER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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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下游技术可以使用；未来技术强调的是这种

技术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即说这种技术对发展

有引领作用。以上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均强调这种技术不是顺轨创新，而是新创意的

物化 [5]。 

具体分析新动能技术分布时，需要根据新

动能三大要素与三大技术领域的矩阵关系，进

行数量和质量的描述。矩阵关系见表 1。

表 1  技术与要素矩阵表

         要素

技术        
人力资本 知识资本 数字资本

智能化技术

生态化技术

创意化技术

2.2  新动能的产业分布

根据 2015 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规划 [8]，新动能主要分布在十大重点产业：

1、新一代信息技术，2、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3、航空航天装备，4、海洋工程备及高技术船舶，

5、先进轨道交通装备，6、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7、电力装备，8、农机装备，9、新材料，10、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如果进一步归类，

这十个产业可以简化为五大类：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五

大产业。

2010 年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

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9]，

当时虽然没有新动能的概念，但今天看来，其

确定重点发展的七大产业，都是新动能密集分

布的产业。这七大产业是：节能环保、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

材料和新能源汽车。

综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7]、《中

国制造 2025》[8] 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9]，可以把新动能的

经济分布，确定为六大产业：新一代信息通信

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

现代服务业。这六大产业也是第四次产业革命

的主要产业形态。

分析新动能的具体经济分布时，要根据新

动能三大要素与六大产业的矩阵关系，进行数

量和质量的描述。矩阵关系见表 2。

表 2  产业与要素矩阵表

            要素
产业

人力资本 知识资本 数字资本

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

高端制造

新材料

新能源

生物医药

现代服务业

至此，我们还可以把三大技术、六大产业

编成新动能矩阵表，见表 3。

表 3  技术与产业矩阵表

           技术

产业
智能化技术 生态化技术 创意化技术

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

高端装备

新材料 增材制造

新能源 垃圾发电

生物医药 精准医疗

现代服务业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8.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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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述矩阵关系可以具体确定需要发展

的产业。比如，在智能化技术与生物医药产业

的矩阵点，就可以确定精准医疗产业为新动能

密集产业；在生态化技术与新能源产业的矩阵

点，就可以确定垃圾发电为新动能密集产业，

在创意化技术与高端装备业的矩阵点，就可以

确定增材制造为新动能密集产业，等等。

2.3  新动能密集产业排序

先来看全球的研发排序。2018 年 2 月，美

国《研发杂志》发布《2018 年全球研发资金预

测报告》[10]。根据这份报告提供的数据，按购

买力平价折算成美元，2016 年、2017 年已经发

生的研发经费，以及预测的 2018 年将发生的研

发经费，每年的排行结果、三年累计的排行结

果均为：第一名信息通讯产业（ICT 产业），

研发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5%，预计 2018

年将超过 2250 亿美元；第二名生命科学产业，

研发支出以每年 4% 的速度增加，预计 2018 年

将超过 1800 亿美元；第三名是汽车产业，预计

2018 年接近 1000 亿美元；第四名是化学与先

进材料产业；第五名是航空 / 国防产业；第六

名是能源产业。具体数据见表 4。

表 4  全球主要技术领域的产业研发经费 
（亿美元，购买力平价）

               产业

年份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信息通信技术 2070 2183 2283

生命科学 1700 1776 1843

汽车 967 982 998
化学与先进材
料

463 417 409

航空 / 国防 300 298 305

能源 225 206 214

上述研发排序告诉我们，新一代信息通信

技术产业、生命科学产业成为基础产业，研发

密度遥遥领先；汽车产业作为具有巨大带动力

的产业正在转型，研发密度也非常大，再其次

是材料、国防和能源。

再来看我国的企业技术需求排序。2017 年

科学家在线网站开展了一项企业转型升级技术

需求、高技术企业技术需求调查。调查的结果

是：技术需求最集中的六大行业，依次是化学

化工、新材料、智能制造、能源环保、电子电器、

机械设备、电子信息 [6]。国际产业分类标准与

中国不同，全球产业研发排序与我国产业技术

需求排序也不同，但所涉及的新动能密集产业

绝大部分是吻合的。

3  新动能培育的监测指标

弄清了新动能是什么、在哪里，还要对新

动能的形成进行监测，以便有针对性地培育新

动能。

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核算体系是经

济学的一项核心发明 [11]，能够很好地反映经济

规模、增长速度和收入水平，但却不能有效测

度新动能的形成。为了有效转换发展动力，实

现创新发展，有必要建立一套监测新动能形成

的指标体系。这个指体系应该包括新动能的投

入、新动能的产出、新动能的结构三大类。

3.1  新动能的投入

新动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与创新投入

密切相关的。因此第一大类指标是投入，核心

是研发投入，以及风险投资、技术交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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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培训投入等。研发投入是世界通用的最

重要的投入指标，也是制造业、服务业新动能

形成的基础。衡量的标准主要是研发投入强度，

即研发投入额与 GDP 之比。从国家层面来看，

目前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强度在 3% 左右，最

高的超过 4%；我国 2017 年为 2.12%，2020 年

的目标是 2.5%，估计无法达到。我国深圳市

2015 年超过 4%，北京市 2017 年达到 6%。

其次是风险投资，这是研发产品化、产业

化的基础。衡量的标准主要是风险投资强度，

即风险投资额与 GDP 之比。2016 年，中国创业

投资机构披露的投资额占 GDP 比重为 0.068%，

美国创投机构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为0.37%[6]。

新动能的形成除了研发和风险投资以外，

还与技术交易有关，特别是在科技资源较少的

地区，技术交易成为新动力形成的重要途径。

衡量的标准是技术交易强度，即技术交易额与

GDP之比，我国2017年技术交易强度约为1.6%。

此外，设计投入、培训投入等非研发性创

新投入，也是新动能形成的重要内容，在统计

条件较好的地方，也应加以核算。

3.2  新动能的产出

第二大类指标是新动能的产出，即新动能

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根据目前的统计

条件，可以通过统计获得的指标有三个，即高

技术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战略性新兴

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现代服务业（知

识密集型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很大一部分

是重合的，在实际测度时应予考虑。据推算，

2016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达到了 5.08%，首次超过 5%。据估计，2017

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达 10% 左右，规划到 2020 年

达到 15%。当前，我国现代服务业总体占比不

高，2015 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现代服务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 15.6%，规划

到 2020 年达到 20%。目前我国新动能培育最成

功的城市之一是深圳市，该市的发展已经呈现

出三个为主的特征：经济增量以新产业为主，

新兴产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57%；工业以先

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为主，二者占规上工

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75% 和 66%；第三

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

的比重达 70%。

国际上没有新动能和新动能产出的概念，

但有类似的判断创新型经济成份的指标，如美

国使用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KTI）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指标。2016 年，知

识和技术密集产业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31%，主

要分布在发达国家。美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

业产业占 GDP 的百分比为 38%，在主要经济

体中占比最高。这一指标日本为 36%，欧盟为

32%。

3.3  新动能的结构

新动能不仅体现在投入和产出上，还体现

在优质的技术和知识结构上。因此，第三大类

指标是结构，核心是技术结构，以及就业结构

和创业结构。反映技术结构的指标有两个，一

个是专利强度，即发明专利或高能专利数量（标

准必要专利、三方专利、PCT 专利）与 GDP 之

比，或与就业人数之比；另一个是数字化水平，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18.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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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无通用的指标，宏观数据难以采集；但

有很多研究性指标可以参考，如一些咨询公司

研制的“数字化密度”、“数字化指数”，世

界银行研制的“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指数”、“网

络就绪指数”，以及《中国制造 2025》推出的“宽

带普及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等等。专利强度和数

字化水平指标的经济意义是，国民经济具有什

么样的技术水平 [8]。

就业结构指标也有两个，一个是高质量就

业比重，即大专以上劳动力或大学本科以上劳

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另一个是每万名就

业人员中研发人员（人年）的比重，我国这一

比重 2015 年为 48.5 人年，规划到 2020 年为 60

人年。就业结构指标的经济意义是，国民经济

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人力资本。

创业结构的指标，通常用单位劳动力拥有

的科技型创业企业数，即当年新创科技型企业

与当年全部劳动力之比；再一个是科技型创业

成功企业数占全部企业数的比重，即创业五年

的科技型企业数与当年全部企业数之比，一般

把创业满五年的企业视为创新成功的企业。这

两个指标的经济意义是，一个经济体科技型创

业活跃的程度。

4  培育新动能的政策选择

培育新动能，政策要先行。新动能的核心

是新的生产要素，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紧密相连。

因此培育新动能不能简单沿用工业时代的政策，

必须采取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相适当的新兴政策。

4.1  科技资源资本化政策

根据本地科学家、工程师团队优势和领先

学科，以及可以持续获得的区外相关智力资源，

确定创新发展战略优先级；依靠大学、科研院

所等组织化的科研力量和相关产业，将公共投

资集中投入优先创新、创业领域，形成引领未

来的无形资产。人力资源资本化不是个别的分

散的资本化，而是集中的、组织化的资本化，

而且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为目的。

科技资源资本化的政策工具主要有：

（一）建立城市创新生态联盟。城市政府

与当地大学、科研院所和国家有关研究机构、

以及作为用户的居民，组建创新生态联盟，建

设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区域。联盟成员不是行

政关系，而是以合作协议为基础的伙伴关系，

伙伴成员共同创新、共同投资、共创价值、共

担风险、共享收益。联盟的创新领域选择，以

科技资源为基础，即：按照国际标杆，根据本

地优势学科、优秀研究团体、优质研究成果，

确定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有潜力成为未来增

长支柱的产业、未来增长动力的技术。目的是

打破条块分割，促进高等学校特别是地方高校，

以及科研院所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引领国家和

区域创新发展。

（二）优先规划创新服务业的发展。创新

服务业是通过市场机制为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

提供智力、技术和知识服务的产业，包括研发

服务业、设计服务业、技术转移服务业、技术

改造服务业、专业知识服务业、科技金融服务

业，是培育新动能的战略性产业 [12]。必须明确

创新服务业的战略定位和战略方向，包括创新

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经济地位、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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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制等；就创新服务业发展的愿景、思路、

目标和重点，以及支持创新服务业发展的综合

政策措施等战略性问题，进行战略规划，优先

发展 [13]。目的是解决有效科技供给不足的问题，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辐射带动新兴产业发展。

（三）大学增设技术创新岗位。除教学、

研究岗位以外，大学特别是地方大学增设技术

创新岗位，有条件的大学增设技术学院，吸纳

大学生和研究生就业，促进技术商业化。

（四）大学生、研究生就业相关费用抵免。

研究生在企业就业，企业应为其交纳的社会保

险费用免除，由政府交纳；对接收大学生就业

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相关税收减免；企业培

训人员费用永久免税，促进高质量就业和人力

资本投资。

（五）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社会

福利均等化。企业与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享

受同样的福利政策，在住房、社保、就业等方

面一视同仁，促进人才自由流动和科技人员进

入企业。

（六）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人才计划项目

机制。培养、引进国内外人才以企业需求为基础，

企业提出需求、确定人选、提供投资，政府立项、

配套资助。

（七）实施银发人力资源开发工程。根据

中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充分发挥各

级各类老年科技人力资源的余热，开展科学普

及、科学教育和科技服务活动，缓解科技人力

资源不足的问题。

4.2  政社合作创新政策

科技创新领域的政企合作，就是政府与企

业等社会资本以协议的形式建立法律上的合作

关系，双方在创新决策过程中互动，共同投入

稀有资源，包括资金、人员、设备和信息等，

从而实现科学、技术、创新领域的特定目标。

政企合作关系本质上是伙伴关系，即平等的协

议关系，能够有效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

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企合作创新政策可以广

泛应用于重大创新专项、战略研发项目、技术

转移项目、创新投资基金项目、科研基础设施

项目、科技创新机构建设项目、创新人才项目

等 [14]。

政企合作创新的政策工具主要有：

（八）探索创新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政策调控、奖补

调控、信用调控、服务调控、监管调控五

大工具，政府不干预微观创新活动。目的

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创新宏观管理

体制，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

政府的作用。

（九）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项目机制。

企业出题，政府立项，共同投资，协同创新。

除基础研究项目外，政府根据国家需求向全

社会公开征集研发项目；在此基础上公开向

企业等创新主体招标，包括邀标、竞争性磋

商等形式，评标专家包括经济专家、管理专

家和技术专家，决标后立项；由企业等创新

主体组织产学研用协同的研发团队；企业出

资，社会融资，政府资助，项目资金共同存

入指定银行帐户，分期拨款，专款专用；政

府代表公共利益，对项目提出公益要求。目

的是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增加全社会的

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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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立国有企业进入新动能机制①。对

有条件进入或应该进入新动能领域的国有企业，

提出其资本结构比例的要求，纳入领导班子任

期考核约束性指标。同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完善关于国资监管的相关配套政策，规范指导

国有企业资本进入新动能领域，提高新动能领

域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审批效率；有条件放宽国

有产权交易管理政策 , 同意国有企业参照市场

通行做法与投资企业或其控股股东签订业绩对

赌协议或股权回购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不通

过进场挂牌转让方式实现退出；有条件放宽企

业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管理政策，对于非金融类

国有企业资本进入新动能领域在交易定价问题

上进行差异化监管，建立以近期融资价格、市

场估值等市场化定价方式为主，传统估值方式

为辅的定价机制 [7]。

（十一）建立中小企业创新支持体系。设

立创新券基金，设立创新转型服务专项，对科

技型小企业减、免、退税，为中小企业融资提

供更灵活、更方便的条件。目的是发现和培养

隐形冠军，为颠覆性技术提供生态环境，增加

全社会研发投入。

4.3  系统创新政策

以创新系统为对象统筹制定配套政策，形

成涵盖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全要素，

贯穿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资金链各环节，

基础、目标和工具一致、衔接、匹配的政策组

合，调动相关资源协同创新。把处于并列关系

的不同政策，平行组合起来，配套实施，称之

为横向政策组合；根据创新链的上下游关系，

设立优先序和衔接点，把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

政策组合起来，形成政策合力，称之为纵向政

策组合 [14]。

系统创新政策工具的重点是：

（十二）与研发政策组合的创新采购政

策，即面向创新的公共采购政策。创新采购

是指在创新产品尚不存在，或已存在但尚未

成为商品时，各级政府为从事政务活动或为

了满足公共需求，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以及

政府借款，依法与生产企业签订创新产品购

买合同，按合同约定实施的购买，包括创新

订制采购、创新期货采购、创新催化采购、

创新标签采购等工具。目的是解决研发政策

与采购政策脱节的问题，促进研发快速产品

化，培育领先市场。

（十三）与研发政策组合的知识产权使用

政策，即市场拉动的知识产权政策。除引领型、

原创型知识产权外，取消从供给则补贴知识

产权，转而采取奖励和补助知识产权用户的

政策。目的是挤出专利泡沫，提高专利质量

和数量。

（十四）与财政政策组合的金融政策。金

融政策工具是财政预算通过金融手段，为项目

实施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的交付工具，包括贷款

工具、担保工具、权益投资工具、混合工具等。

目的是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和创新杠杆率，

吸引民间创新投资。

（十五）与创新政策组合的创业政策。创

业政策工具包括创业企业破产保护、破产重组、

破产并购，以及破产再创业等内容。目的是支

持科技型创业，培育新兴产业。

①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刘国军先生在给本文斧正时，撰写了第十项工具，作者采纳并作少数文字改动。

THE STRATEGIC FOCUS AND POLICY DIRECTION OF 
CULTIVATING NEW KINETIC ENERGY IN CHINA

我国培育新动能的战略重点和政策方向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8 年第 4 卷   第 4 期  014

当前，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进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培育新动能

的任务非常迫切。我们必须加大改革力度，采

取新兴的先进政策，大力培育新动能，发展创

新型经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一步

促进中国创新腾飞，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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