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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

财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本刊评论员

世纪之交，惊涛拍岸，全球性的信息化浪潮滚滚而来，

知识经济正以 巨大的力量影响 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世界经济正向知识经济转移，以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无 不

在抓紧制定或实施 面向 21世纪的发展战略，力争在知识 经

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以 掌握知识经济发展的

主动权。
面对世纪之交特别是知识 经济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新

任总理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

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 的施政纲领，并把科教兴国作为“本届

政府最大的任务”。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有决心把科教兴国

方针贯彻到底”。这是面对知识 经济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而

做出的科学决策和战略部署。面对知识 经济时代的来临，

我们财政系统必须迎接挑战，并作出抉择。
首先，有必要进行知识 经济的知识普及。所谓知识 经

济，是指以 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里的知识，包括事实陈述

型知识，科学理论型知识，技术方法型知识和社会人文型知

识。因此，知识经济，就是前述四 类型知识的主体性投入、

创新性生产、数字网络化传播和扩散，以 及快速超空间增值

和整合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这就是说，从生产要素与投入

看，知识资源在知识经济中成为主体性投入要素；从产业结

构看，高新技术产业在知识 经济中成为主导性产业并进行

创新性 生产；从生产过程看，数字网络化传播和扩散在知识

经济中成为主渠道；从生产结果看，知识产品 在知识经济中

成为社会的基本需要。事实上，90 年代以 来，世界经济已开

始向全球化、知识化转移，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与信息和通

讯技术相关的产业发展迅猛，知识、信息、技术、人才在全世

界范围内流动，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注入活力和效率，并

不断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竞争力。
其次，有必要进行知识 经济的理论探索。首先要科学

界定知识经济的本质、内容、特征、功能以 及它对人类社会

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其次要清醒地认 识知识 经济时代到来

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正确分析和判断我国的科技创

新能力，从而加速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再次要深刻

认识我国教育的现状与问题，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转变教育

方式与培养目标，为知识创新、能力培养探寻新的道路，为

后续教育、国民素质的提高开辟新的途径；此外，还必须抓

紧研究知识经济及其发展进程对财政基础、财源结构、财力

分配、财政管理的影响，从而制定合乎经济规律、促进知识

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第三，有必要在财政 系统进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再学习，使之深入人心。实际上，知识 经济是以 知识

为基础把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的经济。人类近代

史告诉我们，世界经济已经经历的三次高经济增长期，都是

以技术革命为先导和主导的。而今，面对全球性信息化浪

潮的涌来，重温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 纪”等科学论断，

倍感世纪伟人的非凡智慧和超人的远见。因此，深入进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再学习，不断提高财政干部的科

技知识水平，对于我们从根本动力上把握经济发展的大背

景、大趋势、大方略，从而不断理顺分配关 系，优化 财税改

革，完善财税体制等，均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四 ，有必要制定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

知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支持和国家财力的投入。
朱镕基总理明确指出，“本届政府决心 精简机构，减掉一半

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 国的方

针”。支持经济包括知识经济的发展，是财政份内的事。当

前，主要是支持国有企业的结构性战略重组，支持新经济增

长点的培育与成长，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财

政部门必须用战略眼光，从经济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系

统性考虑财力分配，千方百计地增加科教投入，同时，在促

进“两个转变”中贯彻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以 促进

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之，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

识、知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更为密切，财政必将发生很多难

以 预料的变化。让我们在贯彻科教兴国方针中，站得更高

些，看得更远些，为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知识 经济的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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