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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人类文明发展:基于创新范式的视角

陈　 劲1,2,　 杨　 硕1,2

(1.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2. 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　 要:创新与文明进步是人类发展的永恒话题,本研究基于创新范式视角探究科技创新对人类文明演

进的助推作用。 通过对创新成果分类比较发现创新成果影响力随着文明阶段演变而大幅攀跃,表明创

新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日趋显现。 此外,当前科学家和政府部门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坚力

量,而广大群众和用户是全球未来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基于此,我国应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不断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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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是引领经济社

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作为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他强调指出“纵
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

力量。”“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

禀赋。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

强,惟创新者胜。”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助推下,创新

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美国经济学

家布拉德福德·德隆发现,人类 97% 的财富是在过

去 250 年内(1750—2000 年)创造的,仅用了人类历

史上 0. 01% 的时间。 而人类在此前漫漫几十亿年

的历史长河中仅创造了 3% 的财富,这意味着科技

创新水平的提高使人类生活质量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1]。 由此可见,创新无疑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核心主题,只有创新才能不断刺激新的经

济增长点,持续提升国家竞争力。 除经济效益外,人
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也与科技创新密不可分[2]。 发明

专利一旦被采用,便不再是“纸上谈兵”,部分专利

的应用甚至可以改变世界。 技术创新是以发明专利

为基础,仅获取专利的发明并不能产生深远影响,只
有在专利转化为商品,开辟了新市场并改善生活质

量,才可谓推动了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进步。
哈罗德·埃文斯证明了科技创新对社会发展的

贡献,他在《美国创新史》一书中提出美国的繁荣史

是善于发明创造的历史,美国对科技有执着追求,从
在大平原用风车取水的居住者到互联网的网络精

英,实用发明已成为美国卓越背后的主要驱动力[3]。
十分强调实用主义的美国认为创新不能仅停留在理

论创新上,而应推动创新的商业化。 基于此,本文认

为基于发明专利的创新是一个综合过程,是从新产

品产生到商业化并大规模推广使用,已呈现出大众

化趋势的一种产品、服务或模式。
虽然已有学者验证了科技创新对人类社会发展

的卓越贡献,但现有研究尚未从创新范式视角剖析

创新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缺乏关于创新对人类文明

推动作用的系统研究。 此外,大多研究基于定性研

究方法考察创新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采用定量研究

对创新与人类文明发展关系的研究较少。 为填补这

一不足,本研究通过问卷设计遴选出人类历史上最

具影响力的 50 种创新成果,进一步按照人类文明发

展阶段以及熊彼特、新熊彼特和后熊彼特创新范式

对创新成果进行分类研究,以探究在不同创新范式

指导下创新成果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力。



1　 创新范式的演变

1. 1　 熊彼特创新范式

创新是驱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强大动力[4 - 5]。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
中首次提出创新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认为

创新是对现有资源的重新整合,以实现创造性破坏

和变革式发展。 在熊彼特创新理论中,创新的 5 种

情况指的是生产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生产工艺、
开辟一个新市场、获取一种新原材料供应源以及建

立一个新的组织[6]。 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为后续创新

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理论。
创新的本质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

“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把一种未曾出现的关于生

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中,以
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而企业家

扮演着不断引进“新组合”以实现创新的角色。 具

体而言,熊彼特创新范式可分为熊彼特 I 型创新和

熊彼特Ⅱ型创新[7 - 8]。 熊彼特 I 型创新提出企业家

是推动企业创新的关键力量,主要关注企业家行为。
然而熊彼特在后期研究中,更加关注大企业的创新,
着重强调了大企业对创新活动的作用,认为创新活

动是一件极具冒险的事情,大企业有能力承担创新

失败的风险,高市场集中度将助力大企业进行创新,
被称为熊彼特Ⅱ型创新。 熊彼特创新范式摆脱了驱

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土地和制度等要素的传统理念,
关注点从最初的企业家转移到大企业身上,重点强

调了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9]。
1. 2　 新熊彼特创新范式

熊彼特认为经济创新过程是改变经济结构的

“创造性破坏过程”,将生产者理解为创新的唯一主

体,过分重视企业家和大企业对创新的推动作用,而
对政府、中小微企业及普通大众在创新方面的引导

作用分析不足。 随着以商业创新为主的熊彼特创新

的不断发展,仅依靠生产者为主的创新模式已显露

出偏离用户需求、创新边际收益递减等弊端。 将生

产者理解为创新的唯一主体,会导致创新活动受到

一定程度的抑制。 此外,熊彼特创新范式未设定创

新所需的环境与前提,无法解释创新为什么会周期

性发生。 随着技术变革和科技革命的周期性涌现,
经济学家开始思考技术变迁问题,新熊彼特理论应

运而生。 新熊彼特主义拓宽了对创新主体的定义,
关注科学家和公共部门的作用,关注更广泛的社会

群体的开放式创新活动,从而激发全社会创新的活

力。 创新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行业,也是其他企业

的制胜命门[10]。
新熊彼特主义主要有 2 个分支,一是以门施和

多西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派,为打破熊彼特仅关注企

业家创新的局限性,他们提出了基础技术创新的环

境和长波变动模式,认为经济危机等衰退期会迫使

企业寻求新技术。 二是以弗里曼和纳尔逊为代表的

制度创新派,更关注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在 1987 年首次被英国经济学家

克里斯·弗里曼明确定义,他认为技术领先国家之

间的追赶和跨越,不单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更是国家

创新体系演变的结果[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

1997 年的《国家创新体系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不同

主体和机构间互相作用的结果,是系统内部各要素

之间不断作用和反馈的结果。 国家创新系统强调了

国家政策在推动创新系统性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已成为影响政

策制定的重要理论体系。 虽然新熊彼特主义 2 个分

支存在差异,但均发源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紧紧围绕

创新这一主题,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提

供秩序保障,而技术创新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基础,在
新熊彼特创新范式的指导下,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

增长紧密结合起来。
1. 3　 后熊彼特创新范式

埃弗雷特·罗杰斯从发展变革的传播视角对创

新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首次提出了“发展的范式”
并归纳总结了发展范式的主要原理。 他调整了早期

技术决定论和过度唯物主义等研究的思路,认为创

新的扩散是创新成果体现的重要过程。 罗杰斯从社

会整体的视角而不是技术决定论的视角进行了全面

概括,对后续的创新发展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11]。
创新的扩散意味着一种新的观点、思想、技术一旦进

入社会系统,就随着时间推移从社会系统中的一个

决策单位不断地传播至下个单位。 罗杰斯指出任何

创新必须通过扩散传播才能实现发展,将创新从技

术延伸至市场,又从市场延伸到全社会。 创新传播

理论认为创新的成果通过更广泛渠道能够在全社会

产生巨大影响。
在过去的 30 年中,埃里克·冯·希普尔和亨利·

切斯布鲁 2 位先驱学者为创新民主化的理论构建做

出了贡献。 冯·希普尔介绍了创新的来源[12] 和用户

创新理论[13]。 他们认为除生产者外,最终用户和供

应商也能够成为创新的来源,对生产者范式提出了

初步挑战。 冯·希普尔前瞻性地思考了一种适应知

识社会的,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大

众创新、共同创新、开放创新为特点的用户参与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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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态,构建了一个知识社会条件下的创新民主化

图景。 他关注到创新愈益显示出民主化倾向,以用

户为中心的创新系统正在快速发展。 随着知识经济

时代的到来以及先进技术的大量涌现,用户创新将

进一步得到发展,企业不应仅寻求用户需要什么样

的产品,而应该提供用户创新工具箱,让用户设计和

开发产品,从细微修改到重大创新均由用户完

成[14]。 冯·希普尔凭借对创新源研究和民主化创新

的开拓性研究将创新源理论引入至更深层次,从信

息与环境的依赖性、信息转移成本的角度对创新源

与创新过程提出了独到见解。 冯·希普尔教授还在

进一步致力于拓展其关于领先用户的开创性研究,
揭示了向市场公开新产品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居家创新是免费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在家庭情境下以关爱为驱动、应用为导向的新创新

模式。 作为创新者以个人成本和无偿劳动开发新产

品、服务或流程的过程,居家创新具有简单、免交易

过程、草根性等特点[15 - 16],是处于价值链末端、个性

化需求满足的创新行为,把普通大众的情感、知识融

入创新过程中,并最终会带来整个社会福利的改

善[17]。 居家创新需求往往源于创新者在生活工作

中遇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以满足个人或家庭需求。
创新动力源于从创新过程中获得满足情绪、技能增

加、动手乐趣、助人为乐的成就感。 许多居家创新者

乐于将创新成果与他人分享,甚至甘于放弃知识产

权申请,居家创新以人文关爱为驱动力,旨在提升幸

福感与生活品质。
根据上述创新范式的演变历程,熊彼特、新熊彼

特以及后熊彼创新范式的关注点及经典理论,如
图 1所示。 熊彼特创新范式聚焦于以企业家为创新

主体的创新,强调生产者范式的封闭式创新[7,18];新
熊彼特创新范式拓宽了创新主体的边界,认为科学

家和政府部门在创新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后

熊彼特创新范式在新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基础上进一

步拓展,认为非生产者对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强调

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和用户是创新的活力源泉,创新

范式的演变体现了创新思想从封闭式向开放式创新

的转变,创新主体从生产者向非生产者以及更广泛

的社会大众的演变[19]。

图 1　 创新范式的演进及关注点

Fig. 1　 The evolution and focus of innovation paradigms

2　 人类文明发展阶段

创新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源于对人类文明起源的

思索。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究宇宙、人类来源以及

探索人类、地球和宇宙的未来走向。 未来学家约翰·
奈斯比特认为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传统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以及信息社会 3 个阶段,这 3 种社会分别

对应着农业、工业和信息 3 种文明形态[20 - 21]。 习近

平总书记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指出“人类先后经历

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

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22]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 3 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农业时代,以自给自足的农业活动为基础的

生产方式,能够解释人类文明史上绝大多数时间内

的经济运行规律;自 18 世纪开始,人类社会从农业

社会迈入工业社会,出现了现代科学与工具系统,将
主要经济活动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之上,逐渐演

变为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自 20 世纪初以来,随着

技术资本的逐渐沉淀,利润中心由有形财物生产转

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劳动力也由农转工、工转商,
各种资源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发展成为以服务业为

基础的经济模式。 20 世纪中叶以后,计算机的诞生

标志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产生价值并代表着

先进生产力[23]。
在星罗棋布的人类创新成果中,有必要进一步

探究对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有卓著贡献的创新成

果。 以人类文明前进的足迹为轴,本文尝试将创新

分为农业文明创新、工业文明创新和信息文明创新

3 种类型,分析不同类型创新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

献,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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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新类别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Tab. 1　 Innovation categories and their impact on human civilization

创新的类别 起点 代表性创新成果 创新的作用 创新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农业文明创新 公元前 3 500 年 犁、联合收割机、轧棉机等 节省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率 对农业革命产生巨大影响,推动

了工业化进程

工业文明创新 18 世纪 60 年代 蒸汽机、电、半导体等 进一步提供生产率、解放劳动力 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

信息文明创新 20 世纪 50 年代 计算机、移动支付等 改变传统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摆脱时

空限制

改变经济运作方式、加快进入文

明社会,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

　 　 常见的标志着人类文明的 4 个标准分别是城市

建立、文字产生、独特发达的礼仪文化以及人造金属

器与冶炼。 首先,英文中“文明” (Civilization)一词

来源于拉丁文 Civis,原意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质含

义为人类生活在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后来引

申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发展状态。 伯恩斯等[24] 认为

探讨城市起源与探讨文明起源是高度一致的。 文明

被定义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其行政、经济以

及社会机构均发展至较高水平,足以处理复杂社会

中的各类难题。
其次,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现代文明的诞生。

人类发展中精神层面的创新来自文字,文字拓展了

人类交流的方式使人类得以自由交流。 恩格斯[25]

指出语言是在集体的劳动中发生的,劳动创造了语

言。 远古时期,语言传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
类只能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表述自我,无法实现传

千异地,留千异时。 为了弥补语言缺陷,即时高效地

记录事件并行久传远,于是便产生了文字。 文字在

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它拓宽了大脑记忆时

限,对文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字与人

类文明的贡献可谓相辅相成,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

类能够记录自己的言行,使用理性思维将人从本能

性反应的动物中脱离出来,因此文字被视为人类文

明诞生的重要象征。
标志人类文明的另一标准是发达的礼仪文化。

“文明”观念在欧洲经历了一个漫长演变过程,它源

于中世纪宫廷社会的一套行为准则,并借此表达自

我意识,反映这一行为准则的核心概念便是“宫廷

礼仪”,在文艺复兴时期演化为“礼貌”。 18 世纪中

叶出现“文明”一词,直到 19 世纪才发展成为具有

现代意涵的“文明”概念[26]。 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中,礼仪文化与文明密不可分,充分反映了人类

行为准则的核心概念。
此外,人造金属器发明与冶炼为人类文明大发

展奠定了基础。 例如,铁器农具使人类劳动产品从

“被动赐予”转变为“主动索取”,经济活动开始主动

转向生产力发展的领域,逐渐探索获取最大劳动成

果的途径和方法。 铁器的广泛使用推动生产力的提

高,使一些民族率先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也推

动一些民族脱离奴隶制的枷锁而迈入封建社会。 强

汉盛唐拥有的坚实农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

铁制工具的推广使用。 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

演进与创新难以割裂、密不可分,创新极大推动了人

类文明的进步,使人类从茹毛饮血时代迈入薪尽火

传的文明时代。

3　 评价方法及结果

3. 1　 问卷调查及信效度分析

为了揭示创新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度,本文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由于创新与人类文明是较为

专业的内容,为避免普通大众对创新影响的理解差

异过大,本研究调研对象主要集中在从事研发与创

新管理的学者和高新技术企业工作人员,如科技管

理类学者和企业研发管理专家,以更为客观地对创

新成果的影响程度进行合理评价。 本次问卷调查时

间从 2022 年 6 月 19 日至 2022 年 7 月 22 日,共回

收问卷 305 份,其中有效问卷 279 份,26 份问卷由

于多数选项未填写或者出现大面积雷同被视为无效

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1. 5% 。 在有效问卷中,
受访人员包括 116 位企业研发人员,占比 41. 58% ;
企业研发管理人员 42 位,占比 15. 05%;学者 121 位,
占比43. 37% 。

本研究采取文献调研、问卷设计、小规模调研、
问卷修改、大规模调研等基于问卷的实证方法展开

研究。 问卷内容的设计紧扣创新成果与人类文明关

系,在大量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

结果明确问卷设计内容。 在初步完成调研问卷设计

后,先进行小规模的预调研,然后根据预调研结果及

专家的反馈意见完善问卷内容,正式调查问卷形成

后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大规模调研。
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采用因子

分析对问卷的理论构思效度进行检验,以验证理论

构思的合理性。 问卷的信度检验是指测量所得结果

的内部一致性程度,能够考查问卷测量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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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前,应考察其信度以确保测

量质量。 本研究采用 McDonald 的 ω 系数和标准化

Cronbach 的 α 系数来分析信度,若信度系数值高于

0. 8,则说明信度高。 本研究数据 McDonald 的 ω 系

数和标准化 Cronbach α 系数值均高于 0. 9,综合说

明问卷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信度分析结果

Tab. 2　 Reliability analylis results

类别 McDonald 的 ω 系数 标准化 Cronbach α 系数 项数

农业文明创新 0. 949 0. 940 13
工业文明创新 0. 991 0. 991 55
信息文明创新 0. 962 0. 954 13
全部创新成果 0. 993 0. 992 81

3. 2　 最具影响力的创新成果

通过解析有效调研问卷,整理得到对人类文明

最具影响力的 50 种创新成果。 根据创新成果的问

世时间,划分为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以及信

息文明阶段创新成果,如图 2 所示。 农业阶段产生

了纸币、指南针、火药等 14 种重大创新成果。 工业

阶段出现了青霉素、火箭、汽车、飞机、无线电等 25
项创新成果。 在近 200 年的历史中,工业阶段的重

大创新成果数量庞大,是农业阶段(5 000 年历史)
的两倍多。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类正式迈入

信息文明阶段,短短 70 年里涌现出电脑、互联网、移
动支付、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 11 项改变人类生产

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方式的重大创新成果。

图 2　 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 50 种创新成果

Fig. 2　 50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that affect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由图 2 可知,文字、电、印刷术和电脑的排名位

列榜单前四且均值超过 85 分,表明这 4 项创新成果

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十分显著。 得分排名前十的创新

成果还有:半导体电子产品、造纸术、互联网、内燃

机、蒸汽机和青霉素。
文字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位居榜首,对文明的传

承和交流具有深远意义。 文字促进了人类信息传

递,是精神文明的一项重大成果。 文字的出现是人

类从蒙昧无知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文字的产生突破

了语言在时空上的局限,使人类语言得以传播的更

深更远,增加了社会群体的活动范围、交往飞跃性和

异地交际可能性。 群体内部以及群体之间的社会联

系日益密切,促进了多种类、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促
使社会整体得以迅速发展。

电的发明是现代工业化的基础,对人类社会的

进步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善了人们的生

活环境和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 电的发现和应用

极大节省了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使人类的信息

触角不断向外延伸。 电对人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一方面体现在能量的获取转化和传输上;另一

方面体现在电是信息技术的基础。 电的发现可谓是

人类历史的革命。 在如今社会中,人类对电的需求

不亚于人类对氧气的依赖,如果没有电,人类的文明

将会在黑暗中探索。
印刷术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还促进

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推广。 优惠的书籍价格帮助普

通大众获取知识,继而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并为更多人提供改善社会处境的机会。 印刷术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工具,它促进了文化和知识的传播,为
各地区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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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为纸币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和物质条件。 如套色

印刷术的产生对于纸币防伪起到极大作用,对纸币

的广泛流通起到关键作用。
电脑的发明增强了人类的运算能力,把人类从

无尽的脑力活动中解放出来,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提

高了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速度与准确性,加快了

人类向信息化社会迈进的步伐,是科学技术发展史

上的里程碑。 此外,半导体电子产品、造纸术、互联

网、内燃机、蒸汽机、青霉素是前十种最具影响力的

成果,这些创新成果的问世极大提高了人类文明程度。
3. 3　 创新范式对创新成果的指导性

熊彼特创新理论重点强调了企业家对创新发展

的推动作用,充分体现了经济性。 新熊彼特创新范

式强调了科学家和公共部门的作用,关注技术变革

和科技政策创新。 后熊彼特经济学范式更加关注以

用户为中心的创新,以“需求推动”为视角,通过创

新的扩散传递至社会系统,加速产品开发速度,整体

社会福利也随之增加。
本研究进一步将各文明阶段的重大创新成果按

照熊彼特、新熊彼特和后熊彼特创新范式进行划分:
由企业家主导研发的创新成果属于熊彼特主义;科
学家或政府主导的创新成果属于新熊彼特主义;而
由普通大众和用户研发的创新成果被划分至后熊彼

特创新范式。 具体划分及得分情况,如表 3 所示。
在熊彼特主义范式的引导下,创新成果对人类文明

的影响程度在工业阶段快速上升,由农业时期的

70. 84 上升至工业阶段的 77. 40,在信息阶段呈现出

稳步增长趋势,表明企业家在工业及信息阶段助力

人类文明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发展。 在新熊彼特主义

和后熊彼特主义范式的指导下,创新对人类文明的

影响程度随文明水平的提高而稳步上升。 此外,农
业文明阶段的重要创新成果得分均值为 75. 42,工
业文明阶段的关键创新成果均分稳步增长至

75. 56,诞生于信息文明阶段的创新成果均分高达

76. 54,文明阶段的创新得分呈现出线性上涨趋势,
这表明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随之涌现出

的创新成果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日趋凸显。

表 3　 不同文明阶段创新成果分类及得分

Tab. 3　 Classification and scoring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ivilization

农业文明阶段 农业 工业文明阶段 工业 信息文明阶段 信息 均分

熊彼特主义 望远镜 70. 84 内燃机、无线电、光学镜片、汽车、
电话、柴油机、蒸汽机、胶片

77. 40 手机、晶体管、移动支付、
半导体电子产品

78. 14 77. 12

新熊彼特主义 钟表、纸币、杠杆、造纸

术、火药

73. 90 X 光机、火箭、电、电池、核裂变、雷达、
水泥、青霉素、飞机、抗生素、照相机、
电子显微镜、电报、巴氏灭菌法、电视

74. 22 个人电脑、全球定位系统、
高铁、编译器、互联网、人工

智能、基因编辑

75. 63 74. 53

后熊彼特主义 印刷术、文字、麻醉剂、
犁、船、火柴、笔、指南针

76. 93 疫苗、灯泡 78. 25 77. 20

各阶段均分 75. 42 75. 56 76. 54

　 　 从创新范式得分来看,熊彼特主义和后熊彼特

主义引导的创新成果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程度较大,
得分均超过 77 分;在新熊彼特范式主导下催生的创

新成果得分相对较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熊彼

特范式指导下涌现的创新成果高达 27 项,表明科学

家和政府部门在关键创新成果的研发过程中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图 3 所示。 在农业文明和工业

文明阶段,以用户或普通大众为主体研发的创新成

果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程度最高,得分高达 76. 93 和

78. 25;在信息文明阶段,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创新成

果对文明影响占据主导地位(78. 14)。
综上所述,从创新成果对文明的影响程度而言,

后熊彼特主义指导下产生的创新成果得分最高,表
明广大群众和用户已成为创新的中坚力量。 值得关

注的是,新熊彼特主义的引导下的创新成果得分虽

然较低,但得分趋势呈上涨态势,表明科学家在创新

中日益重要;此外,从创新成果数量来看,新熊彼特

主义主导下的成果数量最多,表明科学家和政府是

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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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文明阶段的创新成果得分情况

Fig. 3　 Scores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ivilization
注:球体面积代表创新成果的数量。

4　 结论与展望

4. 1　 研究结论

人类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科技创新的发展史。
人类通过科技创新不断衍生出强大动力,推动人类

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 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定性

方法分析创新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而鲜有研究从创

新范式视角定量考察创新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作

用。 为深入探究创新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本研

究首先遴选出对人类文明最具影响力的 50 种创新

成果,进一步按照人类文明发展阶段以及创新范式

类别对 50 种创新成果进行分类研究,以探究在不同

创新范式指导下创新成果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力。 研

究结果显示:第一,文字、电、印刷术和电脑的影响程

度位居前列,这表明促进思想传播、信息交流的创新

成果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 第二,农业

文明阶段的创新成果得分最低,诞生于信息文明阶

段的创新成果均分最高,创新成果均分随着文明演

进呈现出线性上涨趋势,表明创新对人类文明的推

动作用日趋显现。 第三,从创新范式分类角度来看,
后熊彼特创新范式指导下的创新成果得分最高,表
明广大群众和用户已成为创新的中坚力量。 从创新

成果数量来看,新熊彼特范式指导下的重要成果数

量最多,表明科学家和政府部门已成为推动人类文

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4. 2　 研究展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为推动人类

文明发展,结合本文研究结果,我国应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新,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优化科技创

新环境,以创新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加快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体实现路径如下: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

新的落脚点”,创新的最终动力来源于人民,需要面

向广大人民群众,鼓励广大人民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中。 单纯依靠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进行创新已不

足满足社会发展,当前广大群众和用户已成为创新

的中坚力量,应发挥用户在产品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2)应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产业化的良性循环是实现创新的关键路径,
也是实现产学研融合的必然要求,需要科研院所、高
校和企业之间协作配合。 在全面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科学家在科技创新中的引

领作用;同时企业能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应进一步

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发挥企业家在创新的关

键作用。
3)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的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

散、事业衰。”因此,为了提升创新能力,应构建激发

自由探索和原始创新的环境,营造鼓励科技创新的

科研氛围。 此外,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和用户成为创

新的中坚力量,应构建创新公地为人民群众和用户

等非生产者群体提供创新支持,便于创意和创新资

源在公地成员之间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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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paradigm

CHEN Jin1,2,　 YANG Shuo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Innovation and civilization progress are the eternal topic of hum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paradigm,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boosting effe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evo-
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rison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stage, which
indicates that innovation is increasingly playing a role in promoting human civilization. In addition, scientist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become the backbone of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t present, and
the masses and users ar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future glob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 China should un-
swervingly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dhere to people-centered innovation, and
constantly unleash the innovative vitality of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to help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great
national renewal.
Keywords:human civilization; innovation paradigm; post-Schumpeteria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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