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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的机遇与挑战
■文 / 胡志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近
几年来，大家都看到世界

上各种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层出不穷，基本上都认为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到来或者

加速演进，从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

革命》，到最近施瓦布的《第四次工

业革命》，国内外各界对未来经济和

科技发展的想象也是丰富多彩。德国

大企业已经组建联盟建立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平台，德国国家出台“工业4.0”，

这也是对未来的预期。去年 G20 提出

了数字经济议程，号召各国共同推动

数字经济发展。现在热点是人工智能，

我们刚刚颁布了面向 2030 年的人工智

能规划。共享经济、移动社会也在成

为一种势头。这么多人们对现状的感

受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反映的是一种

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本质上是技术

革命推动带来的。

怎么理解技术变革和经济结构变

革的关系呢？近代以来，18世纪末到

现在人类社会一共发生了 5次技术革

命，都是一个连着一个的，一波接着

一波，它是连续的技术革命。我们现

在属于第五波，是 90 年代初或者 80

年代末开始，以微电子、计算机、互

联网、信息通讯技术即 ICT 为核心的

技术革命。

一波技术革命的周期大约 50年，

大约半个世纪。我们以 ICT 技术革命

为例，假定 1990 年是 ICT 技术革命的

起点，分上下半期四个阶段。上半期

是技术群的导入、引入、成长阶段，

下半期是成熟、转移、扩散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 ICT 新产品、新产业，作

为技术革命的核心主导产业爆炸性增

长，如电脑、芯片、互联网、信息通

讯产业爆炸性增长。第二个阶段是进

一步成长、扩张，新技术体系和基础

设施进一步完善成熟，开始向其它领

域扩散。因为过度乐观，这个阶段也

往往是非理性繁荣阶段。进入下半期，

第三阶段回归理性，ICT已经相对成熟，

主导产业的边际收益加速递减，它本

身需要靠扩散来获得额外利润，ICT向

其它领域的扩散加速，产业革命或工

业革命也就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每

年都有新的热点领域，但是转瞬即逝，

因为新的热点又出来了，这是扩散现

象，ICT技术成熟，门槛低，创新周期

短，到第四阶段热点轮换的速度会更

快，产品和产业的周期越来越短。实

际到第四阶段整个社会资金已不再全

力追逐 ICT 改造获得利润，有相当一

部分资金已经开始追逐酝酿下一波的

技术革命了。

这里有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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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期和下半期差别非常大。上半期

或导入期是扩张繁荣期，下半期或展

开期是清算收缩转型期。

以 25 年为一半来算，我们刚刚

进入 ICT 技术革命下半期（严格来讲

2015 年正式进入收缩转型期），属于

转折期的尾巴部分。导入期是扩张繁

荣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赶上了这

波技术革命周期的扩张繁荣期，我们

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就让经济跃

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到了下半期就完

全不一样，市场开始萎缩，继续扩大

规模卖不出去了，这是收缩转型期。

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的问

题，为什么要“三去一降一补”，跟

收缩转型期的主要矛盾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国家进入经济新常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为了新动能转换。

从周期角度来讲上半期属于 ICT 导入

带来的动能，下半期 ICT 扩散展开是

动能，新旧动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主要讲讲 ICT 技术革命展开

期或转型期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收缩

转型期，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变

了，如果说导入期主要以 ICT 自身的

原始创新和自身的演化进步带来的整

个经济体系的扩张作为动能，到了转

型期就是 ICT 向整个经济体系扩散和

渗透类创新作为动能。ICT自身也还在

演化发展，可门槛越来越低了，参与

的人越来越多了，充分竞争使得它垄

断利润的能力也越来越差了，意味着

它已经不是主要动能了。经济增长全

靠净利润，此时净利润靠低门槛的 ICT

向其它领域的扩散，就是与其它领域

技术的融合创造利润空间，我们叫融

合创新。这时候 ICT 还是主导，还是

核心要素，只是门槛相对低，周期短，

我们仍然处于 90年代以来的同一波技

术革命周期中，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

新的技术革命开始。现在国内外关注

的新工业革命或数字经济就是这种表

现形式，下一个十年可能还会有更多

新概念新名词出来，但都逃不了它是

这波技术革命的新的表现形式，是下

半期全面扩散和渗透类创新的表现形

式，这是今后 10—20年资本追逐的一

种方向。

对中国来讲，前几轮技术革命（工

业 2.0、3.0）成果我们还没有消化改

造完，我们在全球经济的分工价值链

也还处于中低端，工业化、农业现代化、

城镇化等也需要与技术革命（信息化）

同步。我们必须在转型期加快推进融

合创新。

这个时期也是结构改革期。在市

场越来越萎缩的情况下，所有经济部

门都面临着被ICT改造的挑战和机遇。

谁运用新技术率先改造，谁就能活得

更好。对某些企业、个人、社会或者

国家来讲，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代，

而对某些来说就是最坏的时代。

现在也是公共治理转型期。这可

能更需要时间，因为它总是滞后一步。

在技术革命进入转型收缩的时候，国

家治理转型会面临很多矛盾。旧的产

业淘汰，新的产业兴起，产业发展的

地区不平衡，结构性失业等，都是必

须面对的新问题。国家治理必须要有

非常强的政治领导力，必须要有坚定

的结构改革决心。政府治理要有企业

家精神，要加强学习，敢于接受新事物，

敢于去掉阻碍进步的旧规则。

转型期，是赶超型国家窗口机遇

期。ICT改造为主导的动能，技术相对

成熟，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处于同一起跑线。我国经济发展特征

和技术革命周期密切相关，改革开放

30多年，在世界技术革命扩张繁荣期，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我们的制造业规

模世界最大、最全。所以中国有机会

或最有机会引发制造革命，或者说新

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相比发达国家，

我们越是不发达阻力越小，空间越大。

这是发展中国家开辟新的生产率增长

路径的机会，近代世界史证明只有开

辟新的生产率增长路径才能赶超先进。

当前，世界技术革命进入收缩转

型期。2019—2029是ICT融合创新期，

2029—2030 是 ICT 融合创新和下一轮

技术革命酝酿期。要抢抓机遇，坚持

创新发展，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大力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

别强调依靠创新。强化经济范式和发

展模式转型，强化非 GDP 导向，注重

结构、质量、效益。以融合创新和产

业变革为导向，推动经济发展更加协

调、共享、绿色、开放。

2017 年 9 月 14—15 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举办的“中国科技论坛·创新驱动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

议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速记稿整理，经作者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