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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 21 世纪的主流经济

黄焕山

马克思曾指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 不在于生产什么, 而在于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
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①21 世纪是靠计算机、软
盘, 靠光纤、信息数据库等劳动资料进行生产的世纪, 这意味, 21 世纪是新的经济时代到来的世纪, 21 世纪
是知识经济占主流的世纪。

一、知识资源是 21 世纪的战略资源

在农业经济时代, 人们注重的是土地资源, 土地是财富之母表达了这一思想, 农业经济时代的战略资源
是土地和奴隶, 谁控制土地、占有奴隶, 谁就可以获得巨额财富; 工业经济时代, 人们注重的是物质资源, 如
货币、机器、钢铁等物质形态的资源, 物质资源以及自然资源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战略资源; 21 世纪是知识经
济时代, 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智慧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资源。

11 知识资源是决定性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资源。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
莱斯特·瑟罗说: “在 21 世纪自然资源不再是竞争的要素了, 拥有自然资源不再是致富的保障了, 不拥有自
然资源也不会成为致富的障碍。日本没有自然资源也富了, 阿根廷拥有自然资源却富不起来。”②在知识经济
时代, 必要的能源、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发展固然很重要, 但已不是决定性的资源, 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将取决于知识资源、人才资源这一战略资源。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说, 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
人力资源、知识资源是开发自然资源、材料资源、能源资源, 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
主动力力量。自然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的竞争时代正在由知识资源竞争的时代所取代, 正在由知识资
源、劳动者的素质决定的科学技术竞争时代所取代, 即由人们常说的人才竞争时代所取代。正如美国前总统
卡特所言: 情报、信息对国家和个人来讲, 如同氧气对于我们的健康和幸福那样的必要。足见知识资源在当
今社会何等重要。

21 知识资源是能动性资源。知识资源、人力资源、人才资源不同于自然资源、材料资源、能源资源。知
识资源、人力资源、人才资源具有能动性、递增性, 是一种能动性资源。知识资源在开发利用中不仅不会减
少, 反而会增加, 它是一种永不枯竭、开发不尽的资源。控制论的奠基人之一N ·维纳说, 可以完全有把握
地说, 每一个人, 即使他是做出了辉煌创造的人, 在他的一生中利用他自己的大脑潜能还不到百亿分之一。
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强调将人“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③。这充分说明人的聪明才智永远
开发不完, 人的智慧潜能可以永无休止的开发。

知识资源、人力资源、人才资源不仅能被开发利用, 而且还可以创造资源、改变自然资源、材料资源、能
源资源。正如马克思所说: “自然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机器、机车、铁路、电机、自动纺棉机等等, 它们都是人
类工业的产物, 自然的物质转变为由人类意志驾驭自然或人类在自然界里活动的器官, 它们是由人类的手所
创造的人类头脑的器官, 都是物化的智力。”④知识改变了自然, 创造了劳动资料, 劳动资料同时又体现与反
映了人的知识水平、智力程度。

31 知识资源是聚变性资源。知识资源、人力资源、人才资源释放的能量具有聚变性、裂变性、扩张性。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这一点早有精辟概括: “一树一获者, 谷也; 一树十获者, 木也; 一树百获者, 人也。”知
识资源、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可以收到“一树百获”的奇效, 这是任何自然资源、材料资源、
能源资源所望尘莫及的。马克思指出: “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
张能力。同时, 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⑤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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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资源、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开发; 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科学技术的助推器、加速器; 通过知识、智慧,

即通过管理将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结合, 将人力资源、人才资源与自然资源、材料资源、能源资源相结合, 其
结合效果倍增, 其结合功能倍增; 知识、智慧不仅使自然资源、材料资源、能源资源变成巨大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 而且还可以开发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本身, 开发人自身的潜能。因此, 我们有理由说, 知识资源
是 21 世纪的战略资源。

二、知识资本是 21 世纪的首要资本

知识经济的显著特征是把知识作为资本来发展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 教育和知识的
进步, 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在各种资本中, 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本。知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
加速作用是任何其他资本无法比拟的。“科教兴国”、“科教立市”、“科技富农”正是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首要
资本的写照。在知识经济时代, 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货币”, 而是知识、智力、
人才资本。

11 知识资本决定劳动生产率。对人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科技的投资即人力资本、人才资本, 或曰
知识资本。马克思说: “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 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 成为专门的和发达的
劳动力, 就需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⑥知识资本不仅可以使劳动力发达, 而且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
产力的这种发展, 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⑦因此, 邓小平直接概括为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 人类的知识产生了四次飞跃: 文字使人类的知识产生了第一次重大飞跃, 在没
有文字的石器时代, 人类劳动生产率每万年仅提高 1%～ 2% , 文字的产生使人类告别了蒙昧时代与野蛮时
代, 使生产力发展; 脑体分工使人类的知识产生了第二次飞跃, 使铁器时代的劳动生产率比石器时代提高了
两个数量级, 即每百年提高 4% 左右; 印刷术的出现和使用使人类的知识产生了第三次飞跃, 18 世纪至 20 世
纪初或上半叶, 英美等国的劳动生产率又比铁器时代提高了两个数量级, 即平均每年增长 1%～ 3% ; 人工智
能、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等的出现, 使人类的知识产生了第四次飞跃, 电子计算机从诞生到第四代, 功能
提高了 100 万倍, 成本下降 10 万倍, 正如莫尔法则 (即每 18 个月微处理机的功能翻一番, 而其价格不变,

或者相同能力的计算机, 其价格 18 个月下降 50% ) 所阐述的那样, 1984 年台式小型计算机每秒只能运算 200

万次, 而在 1994 年就已达到 21056 亿次, 可以预料在 1998 年将超过 20 亿次⑧。关于这一点, 马克思早在 100

多年前就有论述: “一方面, 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昂贵的唯一条
件, 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⑨由此可见,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知
识积累的速度。对于教育、培训的投资即知识资本是挖掘新技术的生产潜力和保持长期增长的关键。

21 知识资本是生产要素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无疑是生产要素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有专家指出, 20 世纪生产要素增长最快的是人力资本, 而在教育和培训方面投资的回报率并没有减少。
日本不惜重金购买技术情报, 花大价钱在知识上投资, 仅从 1945 年至 1970 年间, 日本在这方面的开支虽高
达 60 亿美元, 但它的收益或回报是使日本创造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 万余美元的经济奇迹, 造就了日本成
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奇迹。

人是世间第一个可宝贵的, 人力资本是所有资本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资本, 而人力资本中起关键性作用
的是人的素质, 是知识资本。马克思说: “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
质, 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 因此, 少量的复杂劳
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βκ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复杂劳动、脑力劳动= 体力劳动×体力劳动⋯⋯, 或= 体力劳
动n。脑力劳动的现实体现是科学技术, 是数字化信息和网络技术, 是现实的生产力, 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
的生产力, 应该在马克思三要素的基础上有一个科学技术、知识资本的乘方, 其公式为:

生产力=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 知识资本

知识资本在自然资本、材料资本、能源资本中是最为关键的资本。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是迎接 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需要。知识资本是一种

无形资产, 但它创造的财富是巨大的, 它所起的作用是有形的。一个自然人的素质既决定他本人的命运, 又
决定其家庭的前景; 一个员工的素质, 特别是一个经营管理者的素质, 往往决定一个企业的成败; 一个民族
的素质, 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因此, 我们有理由说, 知识资本是一切资本中的首
要资本。

三、知识产业是 21 世纪的主导产业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产业结构高度化, 意味着由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物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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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产业过渡, 再向技术、知识、智慧密集型产业迈进; 产业结构高度化, 意味着由第一产业——农业占
主导地位, 向第二产业——工业占主导地位过渡, 再向第三产业——服务业占主导地位过渡。进入 21 世纪,

无疑是第四产业——知识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世纪。电子信息产业目前已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产业, 在日本则是
仅次于汽车工业的第二大产业, 这就预示, 在为期不远的 21 世纪, 它将成为世界的主导产业。

11 知识产业是协调世界资源的产业。知识产业是有效组合生产要素的产业, 是能够满足社会需要提供更
多协调资源的产业, 是能够有效协调世界资源的产业。国外的一些虚拟企业就是从事知识生产的企业, 这些
虚拟企业没有生产工厂, 而是采取 计算机调控, 靠主意、靠智慧、靠新思路、靠新设计协调世界资源, 重新
组合生产要素。为中国人熟悉的皮尔·卡丹, 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制衣工厂, 但他把设计方案和新样品提
供给世界各国他认为能够加工的制衣厂, 这些制衣厂按设计或样品生产, 产品成品交由皮尔·卡丹检验, 认
可后, 贴上“皮尔·卡丹”的商标销往世界各地, 皮尔·卡丹每年收入不少于 300 亿美元。同行业销量第一
的“耐克”运动鞋, 其公司没有一名生产工人, 有的只是从事收集情报、研究和设计新款式的人, 以及制作
广告与销售人员。其耐克鞋由世界各地几十家指定厂家生产完成。北京衬衫厂就为“皮尔·卡丹”和美国的
“曼哈顿”等 7 种世界名牌加工服装, 从事“简单劳动”获取加工费, 而那些靠知识协调世界资源的企业则从
中赚取巨额利润。中国目前有意无意从事知识产业的企业只是凤毛麟角, 中国要在 21 世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而日益强盛, 发展知识产业刻不容缓。

21 知识产业完全符合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条件。判断一种产业是否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 其标准众
说纷纭, 但形成共识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 产业关联度大, 它可以带动一大批产业的发展; 第二, 收
入需求弹性高, 在市场上的收益高; 第三, 出口弹性大, 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潜力大; 第四, 在社会销售额、
实现利润、实现利税中占有相当的份额。总之, 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是一种高速扩张的产业。知识产业完全
符合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条件, 其一,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1993 年公布的数据表明, 在全世界的国民生
产总值中, 有 65% 与电子信息技术有关, 即与知识产业有关。与信息技术或知识产业相关的劳动力将超过全
部劳动力的 50% , 另有资料表明, 对信息产业投入 1 元, 可以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激发出 6178 元。足见其
知识产业的关联度大。其二, 知识产业是一种高智慧含量、高技术含量、附加值高、投放产出比大的产业。如
我国 1980 年至 1995 年对电子工业的投入为 670 亿元, 而电子工业系统内实现的产值已经由 100 亿元提高到
2 457 亿元, 增长 2315 倍, 产出与投入比为 317∶1; 1996 年电子工业系统内实现产值 2 982 亿元, 比上年增
长 2113% , 其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其三, 知识产业的出口潜力大, 出口弹性大。如我国 1985 年电子工业出
口创汇仅 011 亿美元, 而到 1996 年 11 月底增至 18917 亿美元, 增长了 1896 倍, 成为我国的主要出口产业。
其四, 知识产业是高速发展的产业, 是增长迅速的产业。如美国微软公司不到 20 年的成长史, 资产就已达到
1 500 亿美元, 其产值已超过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产值的总和, 美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 5 000 家软
件公司, 它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决不亚于名列前茅的 500 家世界大公司。βλ

知识产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可估量。如克隆羊的成功, 标志着新的生物技术世纪的到来; 人工合成人
体染色体的利用, 将改变人的基因遗传或用于治疗遗传疾病;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将给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带
来革命性的变化, 它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模式, 改变人们认识世界、征服世界的方式、手段、能力。所以, 我
们有理由说: 知识产业是 21 世纪的主导产业。

四、知识财富是 21 世纪的第一财富

国民财富的外延在不同的经济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 财富的概念也是发展变化的, 21 世纪的第一财富是
知识、是智慧。

11 财富的历史演变。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社会第一财富究竟是什么? 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存在着根本
的分歧, 重商主义认为社会的第一财富是金银; 重农主义认为农产品是社会的第一财富, 农业部门是创造财
富的部门, 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重农主义认为农业经济是当时经济的主流。18 世纪 90 年代, 世界上谁
最富? 英国的圈地者最富, 这反映了农业经济时代的特征。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 以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为代表, 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
的商品总量, 物质生产部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部门, 财富仅指有形商品而言。直至进入本世纪, 资本主义国
家仍把国民生产总值看成是第一财富, 这大体上反映了工业经济时代的特点。在工业经济时代, 谁最富? 谁
拥有资本、机器、钢铁、货币, 谁最富, 如美国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银行大王最富。

本世纪末开始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 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财富不再是土地, 不再是农产品; 不再是钢铁、
机器, 不再是工业品; 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财富是知识。20 世纪 90 年代谁最富? 谁拥有知识, 谁拥有智慧
的大脑谁最富。美国的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连续 3 年位居世界富豪榜首, 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 40 岁以前
成为资产过百亿美元的人。他靠的是什么? 既不是土地, 也不是钢铁, 而是知识、技术、经营头脑和软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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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型产品, 这就预示: 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是靠人的素质、靠智慧、靠知识致富的世纪。
21 知识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居主导地位。美国前总统里根说: 美国每年经济总收入的 40～ 60% 是图书馆

创造。知识财富的重要性和主导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物力财富,

知识经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财富则是知识, 是“头脑”, 谁拥有了“超天才”的头脑、“最聪明”的头脑, “第
一流”的头脑, 谁就拥有了财富取之不尽的源泉。微软的首要财富就是比尔·盖茨本人和其员工的“头脑”。
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财富的体现,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 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牢固基
础, 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方面。

衡量国民财富如果在知识经济时代仍用国民 (内) 生产总值, 和人均国民 (内) 生产总值就有失偏颇了,

鉴于此, 世界银行正在出台一种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计算各种财富的新方法, 它包括: 第一类
自然资本 (土地、水源、木材及地下资源的价值) ; 第二类创造的价值 (机器、工厂、基础设施、水利系统、
公路和铁路等) ; 第三类人力资本 (人们的生产能力所代表的价值) ; 第四类社会资本 (它不是个人代表而是
以集体形式出现的家庭和社区之类的人员和机构的生产价值)。其中第四类财富尚未统计, 在前三类财富中,

第一类自然资本根据其用途不同有正负数之分, 若将自然资源出口, 并把外汇收入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 则
表明该国财富的保存率为负数; 第二类创造的资产在各国实际财富中的比重为 20% , 或 20% 以下; 第三类人
力资本在各国财富的比重视其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有较大的区别, 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 即发达的国家,

其比重占绝对多的份额, 在整个世界财富中, 其比重也是绝对的大。具体情况见下表:

不同类型国家财富占世界总财富的比重及不同类型财富
占其不同类型国家财富和世界总财富的比重表

该国家类型
占世界总财
富的比重

自然资本 创造的资产 人力资本

占本国家类
型财富的比
重

占世界财富
的比重

占本国家类
型财富的比
重

占世界财富
的比重

占本国家类
型财富的比
重

占世界财富
的比重

63 个原料出口国
(发展中国家)

416% 44% 2102% 20% 0192% 36% 1166%

100 个其他发展
中国家

1519% 28% 4145% 16% 2154% 56% 8191%

29 个高收入国家 7916% 17% 13153% 16% 12174% 67% 53133%

总　　计 10011% 20% 1612% 6319%

　　资料来源: 根据《统计与决策》1996 年 7 期, 黄德发文整理。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29 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力资本已占财富的 67% ; 世界总财富的 6319% 是人力资本。
据此, 我们有理由说知识财富在各类财富中占主导地位, 事实上自然资本、创造的资产也离不开人力资本,

离不开知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于因知识缺乏、人的素质差而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能源, 甚至
浪费自然资源、能源, 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综上所述, 21 世纪的到来,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意味着国际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人才, 是知识、是智慧,

意味着得人才者得财富, 拥有知识资源即拥有财富。对于人的素质教育、创造才能的教育、通才教育已迫在
眉睫, 否则, 就会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落伍。

注释:
①③⑤⑥βκ马克思: 《资本论》, 中文版, 第 1 卷, 204、202、664、195、5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②莱斯特·瑟罗: 《21 世纪的角逐》, 中文版,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1992。
④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文版, 第 3 分册, 35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⑦⑨马克思: 《资本论》, 中文版, 第 3 卷, 97、120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⑧βλ《中国经济导报》, 1997- 1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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