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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正在孕育兴起袁带动关键技术交叉融合尧群体跃

进袁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遥 越来越多的有

识之士认识到袁在未来的 10~20 年袁第三次工业革

命将汹涌而至袁 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在制定创新战

略袁以图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遥 作为后发国家袁我
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尧结构调整阵痛

期尧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复杂阶段袁[1]

抓住和用好这一战略机遇袁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袁
实现赶超跨越发展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夯实牢固的经济基础袁意义重大袁影响深远遥
一尧第三次工业革命院将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全

球变革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袁 尤其是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发生以来袁 各国奋力应对危机的创新举措尧能
源价格的持续高涨尧 环境生态问题的日趋严峻尧互
联网技术与再生能源技术的融合趋势等种种迹象

表明袁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孕育和展开遥 尽管人们

对如何定义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存在分歧袁但一般认

为袁 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就是以数字制造技术尧互

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

代表袁从而导致工业尧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

的过程袁这一过程不仅将推动一批新兴产业诞生并

发展以替代已有产业袁 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尧制
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袁最终

使人类进入生态和谐尧绿色低碳尧可持续发展的社

会袁 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

展遥 [2]根据历史的经验袁工业革命作为创造性野毁灭冶
过程袁不仅能够诱发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袁而且能

通过一种类似自增强的机制对世界发展产生颠覆

性影响遥
其一袁塑造人类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遥 第一次尧第

二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均以化石能

源为动力袁其结果是人类在美化地球的同时袁也极

大地损害了地球袁人类也被逼到了死胡同遥 一方面

化石能源的枯竭渐渐临近曰另一方面由此造成的环

境和生态后果不断突破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底线遥
以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技术相集合为主要特征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摆脱第一次尧第二次工

业革命发展道路袁重塑野低碳冶时代新的经济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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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袁从而使人类社会走上绿色的尧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遥
其二袁变革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遥 里夫

金在叶第三次工业革命曳一书中指出袁第一次和第二

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拔地而起的工厂和大片的工业

区以及集中化的生产方式遥 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

料尧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之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

对传统生产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遥 新的生产方式将

以互联网技术与网络平台为支撑袁数字化尧智能化

大规模定制为主要特点袁 以保障个性化消费的实

现遥 在这一生产方式下袁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程

度将越来越高袁产业边界趋于模糊遥 全新的生产方

式与生产流程也决定了未来的生产组织将呈现出

完全不同的方式遥 野分散生产袁就地销售冶将成为新

生产组织方式的主要特征袁生产组织虚拟化趋势明

显遥 对生活方式而言袁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也将

是颠覆性质的遥 例如袁在柔性生产和个性化制造条

件下袁购物在 3D 打印店里就能完成袁边消费边生产

将成为常态袁消费的同时就是生产袁消费者也可以购

买家用 3D 打印机袁像从前那样自给自足袁由此有可

能带来反城市化趋势曰[3]在政府改革方面袁[7]由于每

个人都可以借助互联网表达自身的诉求袁民众的表

达意愿和参与度大大增加袁民众的诉求日渐多元和

复杂袁因此政府管理的难度空前加大袁金字塔型的

组织体制将被更为分权化尧扁平化的组织体制所替

代袁集权式的管理方式也必然被分权式的管理方式

所替代遥
其三袁重构国际经济格局遥 首先袁改变国家间的

比较优势遥 随着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袁工业

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运用尧野无人工厂冶及野少人工

厂冶的出现将深刻改变传统的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线

式生产模式袁劳动力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作用和总

成本中的比重都将大大下降遥 因此袁第三次工业革

命可能继续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比较优

势方面的差距遥 其次袁促进洲际经济一体化遥 [4]第三

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袁如物流基础设施和智能电网

等大多以各大洲为重心袁网络化特点突出袁能够大

大促进洲际经济发展袁 有利于形成洲际政治联盟遥
例如最近欧盟与非盟建立了伙伴关系袁共同致力于

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建设遥 再次袁革新世界经

济地理遥 在生产制造环节袁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尧资本

和市场等先发优势将获得新的比较优势袁改变产业

空心化态势袁重新做大做强自己的实体经济遥 同时袁
由于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高度融合袁发达国家将占

据高端服务业的制高点遥 最后袁重塑国家间利益分

配机制遥 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推动生产关系巨大变革

的同时袁诱发分配方式的变革遥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

的推动下袁 发达国家在生产制造环节攫取的利润更

高袁 并凭借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相关专业服务业的

比较优势袁享受更多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野结构红

利冶遥 [5]

二尧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与机遇院基
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考察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袁凭借传统的比较优

势袁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袁成为野世界

工厂冶遥 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汹涌浪潮袁我国经济

发展既面临着要素成本优势弱化尧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等严峻挑战袁也蕴含着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尧抢占

发展制高点尧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难题袁进而实现向

工业强国尧经济强国跨越的重大契机遥 前所未有的

挑战与机遇既彰显着加快经济转型的紧迫性袁 也昭

示着我们把握机遇加快经济转型的可能性遥
渊一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严峻挑战

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放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大

背景下审视袁我们不难发现袁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

大挑战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袁突出表

现在院
其一袁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巨大遥 一方面袁第三次

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应用袁在国际竞

争中袁劳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将大为减弱袁对于劳

动密集型产业占比相当大的我国而言形成了严峻

的野倒逼冶形势曰另一方面袁为了应对第三次工业革

命袁发达国家政府从技术尧制度和组织等方面加快

了新能源尧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袁我国新兴产

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将大大增加遥 [6]

其二袁引进吸收先进技术的难度加大遥 在日趋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袁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领先优

势袁发达国家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加强对关键领域的

技术攻关和技术垄断袁 这对于我国利用后发优势尧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形成了抑制袁我国引进和吸收先

进技术的难度将空前加大遥
其三袁与发达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差距可能

拉大遥 面对渐行渐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袁中国制造

固有的低成本尧政府扶持尧巨额外资参与等优势将

逐渐削弱袁研发能力不足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弊端

将可能拉大与发达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差距遥 以

信息技术为例遥 进入新世纪以来袁全球范围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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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互联网为基础尧 以信息技术深度应用为支撑尧
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为牵引的新一轮技术

创新浪潮遥 面对这一趋势袁各国纷纷加大投入袁加快

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袁抢占未来竞争制高

点遥 我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接入国际互联网后袁
互联网产业发展速度一直很快袁但与国际上先进国

家对比差距仍很大袁并且近年来这种差距还有进一

步扩大的趋势遥 [7]

其四袁体制机制改革的阻力增大遥 第三次工业

革命从表面看是技术的变革袁更深层次看则是制度

与管理的革新袁 它对中国最大的挑战还是体制尧机
制的改革问题遥 [8]比如袁我国企业对加强技术研发和

产品开发袁特别是提供个性化尧定制化产品等方面

重视不足袁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习惯于粗放的经济增

长模式袁热衷于片面追求经济规模袁这与定制化尧柔
性化尧个体化尧开放化和融合化的新工业革命特征

相悖遥 此外袁科技与经济脱节尧创业投资不发达尧科
技管理体制不完善尧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尚未真正建立等都将导致我国许多新兴产业起步

时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袁但到了产业化阶段之后差

距迅速拉大遥 要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袁加快中国经

济升级的步伐袁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遥 当

前袁我国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袁既面临思想

观念的束缚袁又面临利益固化的藩篱袁改革的艰巨

性尧复杂性前所未有袁这无疑会增大改革的阻力遥
渊二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得机遇

纵观工业革命的历史袁我们不难发现袁英尧德尧
美尧日都是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工业革命提供的野机
会窗口冶迅速实现赶超袁迈进发达国家行列的遥 [6]中
国曾经与两次工业革命擦肩而过袁并为次付出了沉

重代价遥 此次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初现端倪的时刻袁
中国首次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袁这也为我

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袁主要

体现在院
其一袁 为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带来契机遥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关键环节遥 一方面袁野第三次工业革命冶会通

过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袁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曰另一方面袁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推动二尧
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上袁促进我国传统制造

业加快升级步伐遥 同时袁我国还将能充分利用巨大

的消费潜力袁通大野大规模定制冶快速开启国内市场

需求袁优化需求结构等遥 所有这些都将加快我国经

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步伐遥
其二袁为我国实现绿色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遥 实

现绿色发展袁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题中应有之

义遥 一方面袁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能源互联网

将对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产生深刻变革袁有助于我

国充分利用极为丰富的风力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袁
在解决能源供给问题的同时袁推动经济更加低碳地

发展曰另一方面袁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引领更少资源

消耗尧更低环境污染尧更大经济效益的先进经济模

式袁有利于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遥
其三袁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遥 建

设经济强国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目标遥 我

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袁 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袁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尧问题

和风险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遥 从各项综合指标

看袁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袁但还不是经

济强国袁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依然任重道远遥 [9]

其中最主要的差距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袁在关键核

心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遥 第三次工业革命

将掀起以能源互联网尧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一轮

重大科技创新浪潮袁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有力

支撑遥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和新能源领域袁我国

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袁甚至可以说是处在同一起跑

线上遥 从总体来看袁尽管发达国家技术实力仍明显

占优袁将引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遥 但我国如果

能够抓住新技术研发及扩散加快的机遇袁着力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袁并充分发挥产业化能力强以及超大

规模市场的优势袁完全有可能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

革命中实现野追赶冶甚至跨越式发展袁加快经济强国

建设步伐遥
综上所述袁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袁我

国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袁才有可能在未来的

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尧赢得未来袁否则就会被

时代潮流所抛弃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会

失去强大物质技术支撑遥
三尧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尧加快我国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袁笔者认为袁要有效应对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严峻挑战尧充分利用其提供

的机会窗口袁 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袁
至少要在如下方面大下功夫院

一是加强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面研究袁系统

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大势遥 做大事袁必先观大

王仕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机遇与路径选择

7



2014年 3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2卷 第 2期

Challenge, Change and Choos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hift-mode
要要要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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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 Department of the Nanjing Army Command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45袁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in the breeding and the breakthrough period, will have a revolutionary impact
on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surges, we must fully recognize the urgency to speed up the trans鄄
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grasp the opportunity to fa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economic devel鄄
opment, accelerat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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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遥 要积极开展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关新兴产业发

展的研究袁 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可再生能

源尧3D 打印技术尧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趋

势尧新特点曰加强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的研究袁分
析可能给我国打造经济升级版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曰
跟踪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袁尽快抓紧制定相

关国家战略规划袁 完善和落实现有产业发展规划袁
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理论支撑和经

验支持遥
二是推动野两化冶深度融合尧野四化冶同步发展袁

走好中国特色的转型升级之路遥 要紧紧抓住第三次

工业革命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机遇袁加快信息化建设

步伐袁走好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遥 当前袁信息化迅猛

发展袁 全球制造业的生产组织体系正加速重构袁必
须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袁大力发展新兴产

业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尧管理

机制新尧资源消耗低尧环境污染少尧人力资源充分利

用尧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好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

化道路遥 必须更加关注野四化冶相辅相成的关系袁利
用工业化尧信息化和城镇化给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重

大机遇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尧经营规模适

度尧市场竞争力强尧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

型农业现代化道路遥 要注重利用信息化提升和整合

城镇功能袁在城镇市政建设尧综合治理尧交通运输尧
人口管理等方面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袁促进城镇可持

续发展袁走出一条以环境友好尧资源节约尧以人为

本尧文化生活丰富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

化道路遥
三是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袁 推动创新驱动发

展遥 改革是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举

措袁要全面贯彻叶中共中央关于关于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曳袁 全面深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

点的各项改革袁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袁为打造中国

经济升级版提供坚强制度保障遥 特别要围绕第三次

工业革命发展的趋势袁 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袁努
力营造人才辈出尧人尽其才尧才尽其用的良好社会

环境袁鼓励人才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实现中

国梦的伟大奋斗曰同时还要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和技

术创新工程袁 加快建设企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袁加
快国际科技资源流动和重组袁 积极培育创新文化

等袁从而为经济方式转变提供更加成熟尧更加定型

的制度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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