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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 模 仿 性 创 新 迈 向 颠 覆 性 创 新

中国企业已经到了颠覆性创新阶段。以往中国企业一

般采取从下往上打的策略，也就是别人有个东西我们拿过

来，从中低档开始慢慢提升品质和技术水平，从下往上打，

慢慢把别人挤出去。这种做法自己很辛苦、别人也恨我们，

这是 一 种 模仿 性 创 新。美 国 很 多 企 业 的 策 略 是 从 上 往 下

打，先有一种心态，即为改变世界做点什么，然后有一个新

创意，做好顶层设计，建立模型，形成商业模式和盈利模

式，向市场渗透、向下渗透，形成标准和潮流。这就是颠覆

性创新。互联网时代，知识的获取更容易，行业门槛更低；

中国企业通过多年积累和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实力，现

在我们已有条件实现颠覆性创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应该更多鼓励中国企业从模仿性创新迈向颠覆

性创新。

四 、创 新 需 要 全 社 会 参 与

创新驱动发展应该是一个社会性活动，需要社会方方

面面的参与，需要营造创新型国家的社会文化氛围。在互

联网时代，以用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开放创新、大众

创新、共同创新将 成 为 一种“新 常 态”，这 就 是 现在 大 家 热

议的“创新 2.0”。我们已经到了创新 2.0 的时代，政府、企

业界、金融界、传媒界等社会各界应携手营造创新驱动发

展的社会文化氛围，鼓励创新、宽容创新过程中的挫折，推

动知识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参与。对一些国

内是空白的战略新兴产业领域，面临全球化竞争，能否成

功具有不确定性，金融界出钱支持需要智慧和勇气。说到

这里，我特别敬佩国开行陈元老行长提出的“开发性金融

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创新实践推动了我国显示器

件、太阳能等多个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大到强的发展。

王东 升 认 为 创 新 2.0 时 代 ，创 新 需 要 各 方 参 与、持 续

坚持；要以用户为中心、需求 为 导 向，进 行 系 统性 创 新 ；中

国 已 到 了从 模 仿 性创 新 向 颠覆 性 创 新 迈 进 的 阶 段 ； 要 培

育全 社 会 参与 的 文 化氛 围 ，共 同 营 造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的 生

态系统。

创 新 2.0 研 究 群

大家说 Innovation 2.0 Research Group WeChat Discuss ion

创 新 2.0 研 究 群 聚 焦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发 展 所 催 生 的 知 识 社 会 以 人 为 本 、用 户 参 与 的 的 下 一 代 创 新 ，创

新 2.0，及 其 引 发 的 产 业、政 府、城 市、民 主、治 理 等 形 态（企 业 2.0、政 府 2.0、智 慧 城 市、合 作 民 主 等）。

@ 杜 徳 平（太极 文 化 专家、城 市 管

理和科技创新专家）：

没事别老瞎造词：“新常态”（new

normal），一查就是对“反常”（abnormal）。

通常两个不同状态的转变，需要转型

（paradigm shift）完成之后才算成立。谁

告诉你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完成了？“新

常态”绝非简单的转换和对旧方式的新

解读，就这么着打个比方吧：某人贪吃

懒动结果得了三高。在不可逆的病变来

临之前，有高人不光不实施积极锻炼改

变生活方式（转型），相反地说三高是你的

新常态，你接受它，活出你自己！ 噢耶。

@ 李崇纲（工信部情报所舆情研究

中心主任）：

哈哈，新常态的解释到位，我有这

个感觉，没有理解这么生动。

@ 焘江（北京大学移动政务实验室

（mGov Lab China）主任）：

新常态和太极文化 V5，新常态需

要新的制度环境、全新的创新生态。感

谢各位老师、朋友的参与和相伴，是您

的参与让创新 2.0 研究群更有价值，送

别充满美好回忆的 2014，迎接更美好的

2015[胜利][抱拳]。

@ 南霸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老师）：

习近平提出“新常态”的语境是针

对中国经济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经济问

题，反映了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

判断。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可能包括如

下含义：一是不追求过高的 GDP 速度。

二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三是在提出新

常态的同时，也强调需要维持一定的增

长速度。这显示出决策层对经济增速下

行仍有容忍度，也说明经济增速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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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关注点。整体来看，

中央领导强调中国经济“新常态”，似乎

暗示只要经济运行能不出大的风险，能

够平稳运行，便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新

常态”代表了一种全面改革的系统思维，

以及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出大问题的从容

心态。

@ 老宋（独立策划人、中国环境文化

促进会理事）：

同意，补充一点，习近平指出中国经

济呈现出新常态中创新驱动很重要，也

即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 南霸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老师）：

强！工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的支柱，

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

方面，在新常态下呈现新的特征，也面临

新的机遇和挑战。伴随中国经济的“新常

态”，是创新发展的“新常态”。把握和引

领创新 2.0“新常态”，将是实现创新驱动

发展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课题。

@ 陆 首 群（中 国 开 源 软 件 （OSS）推

进联盟主席、 中国工业经济 联 合 会副 会

长、电子政务理事会理事长，曾任 国务 院

信息办主任、吉通集团董事长、首 信集 团

董事长）：

中国经济在常态下的增长方式将由

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要素

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轨道。“创新驱

动”的核心是依靠科技和体制机制创新

充分释放企业和市场活力，重点是搞活

市场主体的小微企业。“创新 2.0”可作为

“创新驱动”的优先选择模式，而“创新驱

动”也为“创新 2.0”带来发展机遇。中国

经济转轨可能不会顺当：搞活小微企业

是中国也是世界难题，如“投融资难”久

未解决，“搞活”问题我们已喊了一阵但

收效甚微；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均显疲

态，房地产下滑拖累内需波及经济（有人

说中国经济增速明年可能破 7 进 6）。为

保中国经济中高速新常态稳健持续运

行，当务之急要双轨抓：决不放弃抓“要

素驱动”防其过度下滑，认真应对房地

产、地方债、影子银行、产能过剩等不确

定风险；认认真真抓“创新驱动”，切实落

实扶持小微企业创新创业与搞活的各项

改革举措和政策环境（纳入“体制机制创

新 2.0”）。双轨抓有利向创新驱动转轨，

我们可以期望转轨时刻将在中国大地上

掀起草根创新、万众创新、小微创业、大

众创业生机勃勃、规模宏大的创新创业

浪潮（这也是李总理近来两次谈及的）。

@ 梅绍华（证券日报社副社长、中国

企业家思想公众号负责人）：

赞同！也分享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向松祚对新常态的解读，向松祚

认为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一个的大转折，

新常态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新。一个是新

速度，过去几年我们增速非常高，都是

8％以上，甚至有几年是两位数，现在我

们的增长速度会逐步的放缓。其实下降

很多人是不太适应的，因为速度的下降，

它意味着比如说企业的收入利润也会放

缓，财政收入放缓，甚至有很多其他指标

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有很多人不太适应

这个新速度。第二是新亮点，过去支撑中

国经济的一些传统行业可能已经不能再

快速增长了，比如房地产等行业会慢慢

进入到非常低速的增速。那么新的增速

就靠新的行业，比如说新的服务业、新能

源、新科技等等。这个新常态是从传统的

行业转到这些新的行业，同时区域也会

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东部沿海地

的区域增长速度显然会于低中部和西部

地区。第三个就是新思维。当增长速度稍

微缓一点的时候，政府和企业要有新思

维，以及我们对整个中国经济的看法的

根本性转变，这在整个新常态里面是最

重要的。

@ 陆 首 群（中 国 开 源 软 件 （OSS）推

进联盟荣誉主席、 中国工业 经 济 联合 会

副会长、电子政务理事会理事长，曾任 国

务院信息办主任、吉通集团董事长、首 信

集团董事长）：

近年来一些后工业国正在开展新工

业革命（如由里米？里夫金提出在美英开

展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由埃里克？布赖恩

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提出在美开展

的第二次机器革命，由德国政府主导的

工业 4.0 战略，由法国政府主导的工业复

兴计划），这些概念有很多相似性也有不

同处。如里氏主要谈绿色新能源，布麦侧

重智能机器数字创新，工业 4.0 谈智能制

造（里氏认为处于初级阶段），法国新工

业目标涉及高端制造、新能源、绿色环

保。相似处：1.将一个生态空间（现实物理

空间）拓展为两个生态空间（增加虚拟网

络空间），可将在虚空中开发存储的新一

代资源和技术作用于融合在物空中现 0

实的生产方式，进行重构升级（虚空中的

资技比物空中的业态高一个代级起引领

作用），2.开发知识、信息资源取代人力、

自然资源使其成为生产系统赖以发展的

主要资源，知识资源具有共享性、永续

性，自然资源具有排他性、消耗性；3.开发

以互联网为载体而汇集的深度信息技术

碰撞、融合、重构工业生产方式使其创新

升级；4.以大规模个性化（或定制化）的智

能生产方式取代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

产方式；5.新工业革命将从（经济）要素驱

动转向创新推动，其核心是充分释放企

业和市场的活力；6.新工业革命采用知识、

信息资源和技术，以“知识社会创新 2.0”为

创新模式。该创新模式不光用于经济生态，

还可用于社会生活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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