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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国力竞争的基石和动力保障。从青少年发展规律与知识经济发展

趋势关系来看，青少年将成为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中坚力量，知识经济的兴起对青少年创新能

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探讨如何加强对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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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知识经济已经悄然兴起，人类社会发展已经开始经历由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社

会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文明社会转型。从本质上看，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主要是因为：首先，知

识经济所赖以运行的知识资源是人类创新的结晶，是人类一系列创新的积淀。其次，没有创新，知识经

济的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再次，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国力竞争的基石和动力保障。从发展趋势看，创新

是新的知识社会的主导词。可以预见，创新精神将是知识社会主流文化的灵魂，创新行为将是知识社会

成员的最显著特征，创新能力将是知识社会人才的核心素质。从青少年发展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关系看，

青少年将是知识社会的创新主体和主力军，知识经济的发展也将为青少年创新主体地位的提高和创新能

力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21世纪即将出现的知识社会，是一个以年轻人比年长者

更确切地感受现实的后喻文化为主导的后喻社会，其主流即是青少年社会地位主体性的显著而迅速的增

强，青少年社会生产、生活和文化等的创新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日益显著。其原因在于：知识经济较之

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社会生产的主导性资源发生了变化，具有共享性、开放性特征的知识资源、智

能资源的基础性地位的确立，使人类社会生产领域的代际平等得以实现，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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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中的显著作用，使这种现实出现了：谁更好地掌握这种高新技术，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谁就

赢得了居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当然，这是一种机会平等。青少年具有思维敏捷、活跃、

不保守、敢于冒险和创新的天然品格，加之知识创新的着重点前移至知识基础创新和电子、电脑技术提

供便利，他们在这样一种代际竞争格局中据有十分有利的地位。有的学者充满信心地预言：青少年将成

为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知识经济兴起对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创新问题古

来有之，其何以在世纪之交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和最强烈的共识？究其原因，在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引发的

生产方式的转型导致创新模式也在转型，创新的战略意义日益突现。这种转变对创新主体的素质，特别

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创新的时代意义的集中体现。 

1、知识经济兴起要求增强青少年创新能力的主体性。工业经济时代的最大弊端是人的主体性的

缺失、丧失或迷失，“单向度的人”和“异化”是准确的概括；知识经济时代应该是人的主体性重新恢

复并得到高扬的时代，因为它是以人的智能、德能、体能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的学者将主

体性原则作为回应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第一大原则。人的主体性的根本特征是具有“为我”的目的性、

自我调节的自主性和改造对象的能动性。青少年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体力量之一，既是其缔造者又是得

益者。以人的智能及其产物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将有助于克服工业经济时代那种为追求物质利益最

大化为原则而导致人沦为机器和技术奴隶的行为和现象，为这一转变提供了一次历史性契机。青少年的

创新能力，必须首先高扬“人是目的”的主体性原则，必须捍卫和追求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必须时时

处处考虑人和人的利益，必须以人为目的来选择、确立和发展我们未来时代发展所需要的高技术和社会

性组织形式。当然，工业社会留给人类的“异化”现象不可能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那一天即被擦抹干

净，这将是一个艰巨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青少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自身的主观世界得到改

造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

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善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

言，”这是一种能动性的“改变过程”。只有增强创新能力的主体性，青少年才能在将来的知识经济时

代中不致沦为电脑和网络的奴隶，不致使人自身成为生物技术过程中的车间里的“产品”，而是真正成

为知识经济主人，知识社会的主人，新世界的主人。 

2、知识经济兴起要求增强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全面协调性。片面性是工业经济时代留给人类的

严重后遗症之一。工具理性膨胀而价值理性萎缩，人与自然对立，人与社会异化给世界造成了许多问题

甚至灾难。特别是反映在知识方面，在青少年中表现出如下的偏向：文理分家，专业划分过细，知识结

构不完善；只注重技术和谋生手段，实用主义倾向严重；缺乏哲学和人文知识的修养，不注重方法论的

研究与学习，视野狭窄，思想贫乏，理论建构能力即对世界的理性把握能力较弱；社会发展的经验已经

充分表明，知识作为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力量，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给社会带来空前的灾

难。特别是作为知识经济主体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掌握在具有不同的价值观的人的手中，其后果也一定

是不一样的。知识经济是以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些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知

识、人文知识，这三部分知识构成了知识社会进步的两大动力：意识形态和科技进步。尤其是高技术的

发展，给青少年提出了加强人文精神修养的重任。建立在人文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对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正确把握能力，与科学技术探索能力一同构成经济时代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历史内



容。在知识社会里，纯技术的创新能力将过时，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相统一的创新能力的全

面协调发展将成为主流，人的发展将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新时代。 

3、知识经济兴起要求增强青少年创新能力的系统性和开放性。知识经济不但是能力经济，而

且是创新能力经济，系统性创新能力的经济。以创新思维为基础的创新意识、创新方法与技术、创新精

神及创新环境构成青少年创新能力的系统结构。同时，青少年创新能力系统将成为国家创新系统、全球

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的创造行为将成为一种大系统行为。知识经济是一种全球开放性经

济，创新、知识经济是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World、wide、web 之类的信息网络技术将

带来全球性的根本变化。有的学者将这种从基本上是封闭的、孤立的工业经济向开放的、全球性的知识

经济转变称为从I（Isolate）到G（Globalization）转型。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分析与高

度整合的高度统一的时代。要求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具有全球开放性，即借助于日益发展的电子、微电子

技术冲破地理、空间、时间的间隔，充分吸纳和开发过去、现在、未来的信息资源，服务于人类幸福和

全面自由的发展。 

4、知识经济的兴起要求增强青少年创新能力的敏锐性和实践性。知识经济全球化特征，使得

在其兴起过程中的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创新成为个人、公司和其他一切经济实体、政治实体成功的基

础。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赢家不再是占据了大量物质资源者，而是那些首先认识到新思想并迅速付诸实

践的个人、公司与其他经济实体、政治实体。尤其是电子互联网络的发展，只要一按鼠标，信息和资金

瞬间便可传遍全球。这一点赋予“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以崭新的含义，那就是创新主体的创新能

力必须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和实践性，即迅速地抓住创新机遇并能够迅速地将获得的新信息、新知识转化

为现实的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需求，尽可能多地推广应用到生产、生活和经营中去。创新

能力的灵敏性和实践性是以超前意识、前瞻性的思维构架为基础的。从青少年个体发展来看，这种灵敏

性和实践性还表现为能够迅速地适应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长期保持旺盛的创新活动力。知识经

济兴起，使从一而终、一次择业定终身、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经在快速地离我们远去，青少年不得不

面临一个不断变化和需要不断适应、不断创新、不断更新自我的择业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近年

来青年中兴起的“培训热”、“技术储备热”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 

5、知识兴起要求增强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的社会性。作为国家、社会性创新发展的有机组成部

分，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增强社会性。国家、社会组织、家庭、企业、学校都承担着义不容辞的

责任。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青少年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将从工业经济时代和条块分割转变为知识经济

时代的社会协同的大培养格局。 

 

（原载《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1999-2000》，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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