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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经济增速放缓、产业转
型是近两年中国政府、企业
家、学术界讨论最多的话题。
当下，谁都知道发展新经济，
然而所谓新经济的内涵究竟
又是什么？业界存在各类不
同的观点。近日，在复旦大学
举行的 !"#$ 复旦管理学论
坛上，科技部原副部长、复旦
大学教授张来武提出了一个
新观点：新经济的关键是发
展第六产业。
张来武认为，无论产业

转型还是企业创新，关键是
要在新经济下做文章，发展
新经济的关键是发展第六产
业。对于第六产业，许多人不
熟悉。先看问题：中国为什么
经过 %&多年的高速发展后
现在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经济转型升级为什么即使在
上海也如此艰难，不要说全
国，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我
们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到
哪去了？我们的政府治理精
英聚集，他们的能耐到哪去
了？实际上，这些问题还都是
表象，根本的问题在于传统
的主流经济学、管理学到目
前为止已经难以解决经济层
面的各类矛盾，我们的经济
学、管理学需要理论创新。
张来武引用了习近平总

书记最近的一次讲话内容，“当代中国
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
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
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
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
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
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张来武认为，面对转型中国发展

的时代背景，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发展
亟需创新，其中，产业结构和布局关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上，关于产
业融合一直流行着所谓“第六产业”的
说法，最早由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今村奈良臣在上世纪 '&年代提出一、
二、三产的线性结合，即三大产业的线
性融合。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线性结合
或融合远远不够，眼下，三大产业需要
首先深度融合“第四产业”(即互联网
⊕)和“第五产业”(即文化创意⊕*，最
后构成新兴的“第六产生”。中国的“第
六产业”应该完成这个深度融合。而传
统的三次产业理论是没有“第四产业”
和“第五产业”的，这正是我们构建系
统的六次产业理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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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张来武认为，只有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推
动产业融合，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新。即使是
“第六产业”，同样是基于传统的三次产业理论
而衍生出来的，这种基于一、二、三产业的简单
的线性结合是远远不够的。

张来武介绍，现在提出的“六次产业”理论
与之前的“第六产业”概念有本质不同。之前的
关于第六产业的所有观点都是在三次产业理
论之下，它只是农业经济学在三次产业理论之
下的突破，并没有融合产生一个新产业。在三
次产业经济学中，增加传统的三次产业理论所
没有的“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我们要真正
走向六次产业的经济学划分，即实现产业经济
学的突破。总的来看，六次产业理论较之前第
六产业概念更加系统和全面，将会形成一个创

新性的理论体系。
什么是系统的六次产业理论呢？张来武解

释，先要构建六次产业理论，在原有的一、二、三
产的基础上，有必要做实第四产业、第五产业和
第六产业。第四产业就是互联网⊕，第五产业就
是文化创意⊕，第六产业就是一二三产业综合
再融合。为了突出与当下流行的“互联网+”的
区别，这里使用的带有圈的加号说明，第四产业
跟第三产业中信息化产业是不同的。在三次产
业理论的第三产业中，信息化基本上是工业化
的延伸，工业化的信息服务。但第四产业不同，
第四产业就是一个新的平台经济，是一个互联
网物联网的平台经济。这个运算就是用⊕号，传
统的+号只是支持它最简单的意思，在一个系
统中⊕的运算可以是任意法则的运算，这个运

算在中文里可以被称作“融合”，在经济学和管
理学中就是“创新”。
以此类推，第五产业可以模拟互联网⊕的

概念，称为“文化创意⊕”。第五产业的理论基础
是三条线。第一条线就是把人们的精神需求转
换成市场附加值，把定价系统涉及到文化。第二
条线就是把一二三产业综合,融合设计出来，把
三产理论中不同的产业风格进行融合，这种策
划能力与设计能力就是第五产业。第三条线，即
第五产业也是生产人力资本和人工智能的产
业。什么是“第六产业”呢？它是以一产为对象，
要解决现代农业问题，一二三产业不断融合，不
断降低成本，不断产生叠加效应，最后产生的效
益远远大于 #+!+%的产业总和，产生的新的产
业就叫第六产业。

! ! ! !张来武指出，当代中国的发展受困于原有
的经济理论框架。无论是自由经济学还是古典
经济学，主流经济学都是以三次产业理论为主
要理论，尽管三次产业理论在历史上做出巨大
贡献，但是那是人类从农业经济社会走向工业
经济社会时期的产物，所以，只是局限于农业、
工业及服务业。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经济社会向
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不仅
需要产业分工、产业规律的研究，更需要产业
综合的研究。然而，传统的三次产业理论是一

种相对“粗糙”的划分。按照那套理论，第一产业
指农业，第二产业指工业，第三产业指服务业。
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兴行业的出现，
已超出了原有的三次产业理论的解释范畴，主
流经济学也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挑战。
对主流经济学而言，人力资本问题、博弈论

和创新经济学都对其构成挑战。上世纪八十年
代，美国经济学者发现，如果按传统主流经济学
观点研究经济发展的贡献问题，无法明确最大
的贡献来源于哪里，直到人们发现人力资本。人
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就是对主流经济学的颠覆性

挑战之一。此外，纳什均衡和创新经济学也对主
流经济学构成直接挑战。博弈论告诉人们，传统
主流经济学的最优均衡理论力量往往和现实的
专业决策和现实的国家治理存在距离。与此同
时，“创新”在经济领域被越来越多地提到，也越
来越冲击着主流经济学。
张来武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工业社

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相应地要求
在主流经济学领域从传统的经济学走向创新经
济学，在产业理论领域则促成三次产业理论走
向六次产业理论。

! ! ! 张来武举了一个第六产业的实例：伴随着
全国 '&多万科技农业特派员制度的实施以及
珠海（横琴）国家食品安全创新工程的全面开
展，应用第六产业创新来解决现代农业和食品
安全问题，都推动着六次产业理论的发展。

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第四产业”可以解决
从土地到餐桌上物联网模式，并利用“第五产
业”解决电子溯源节点的第三方检测检验问题
及从土地到餐桌的系统监督和诚信问题等，通
过系统性策划设计，最终通过第六产业的系统
经营加以解决。比如，建立第六产业试点基地，
成立第三方检测创新联盟、诚信联盟，利用严
格的筛选、检测机制，打造基于食品安全的电
商。如果没有第四产业的渗透，没有第五产业
的策划和不竭附加值的源泉，就不可能从三次
产业衍生出第四、第五和第六产业。

张来武进一步举例说，第六产业，跟简单
的信息拼凑是绝对不一样的。以汽车产业为

例，如果把钢铁、玻璃、轮胎简单相加，没有汽车
产业，“只有经过设计把它们无缝融合，形成了
新的需求和需要，才有汽车产业。经济学的判
断，是把玻璃、轮胎、钢铁的利润拿走，如剩下利
润比拿走的利润高，则一个新的产业诞生了。”
一二三产业能不能融合的核心在于融合以

后剩下的利润能不能变多，如果能变多就是第
六产业，这个第六产业是怎么诞生的呢？光有一
二三产业线性相加还不够，如果没有第四、第五
产业是不可能诞生第六产业。第四产业是平台
经济，有它自身的产业规律，而第五产业则是我
们最重要的创造。构建第六产业，需要发展第五
产业，要有智慧、科学、艺术的策划，还要有管理
学系统策划，缺一不可。同时，我们要学会怎么
把精神需求转换成市场定价。为什么人们总是
在品牌上做文章，其实这就是人们的精神需求。
越关注精神需求越有市场，关键在如何把握人
们的精神需求并恰当转换市场附加值。有人说

阿尔法打败了李世石是偶然，其实是永久打败
了，是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方法，造就了一个
天天能跟自己下几万盘棋的人。人工智能造就
了这个技术，说明可以把人力资本和人工智能
产品化，这将是第五产业的另一产业模式。
张来武归纳，第六产业是一二三产业综合

以后，再通过第四、第五产业加以融合产生零边
际成本，使得效益不断地叠加的产物。但是，对
于六次产业理论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保持清
醒的头脑。一方面既要追求相关学科在理论上
的突破，包括对经济学的颠覆，对管理学的颠
覆，以及对社会学的颠覆。同时，构建六次产业
理论体系，就必须做好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中
国的“互联网⊕”第四产业，还没有成为理论上
的第四产业，需要大力培育“文化创意⊕”第五
产业，更要注重把一二三产业融合起来，推动中
国第六产业的诞生，从而使得中国真正产业升
级到第六产业，实现真正的产业融合与创新。

科技部原副部长、复旦大学教授张来武认为———

转型与创新要围绕新经济做文章
本报记者 张炯强

!

张
来
武
提
出
发
展
新
经
济
的
新
思
路

本
报
记
者
胡
晓
芒

摄

发展"六次产业理论的新思路#新实践

突破"从传统主流经济学到创新经济学

跨越"从第六产业概念到六次产业理论

! ! ! !张来武!北京大学数学系博士!美

国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曾任北

京大学团委书记!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宁夏回族自治区

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现任复旦大学六

次产业研究院院长! 中国软科学研究

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来武同志在数学#经济学#管理

学# 教育学和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均有

研究!主要科研成果有$教育也是生产

智力资本的产业 %# $三螺旋创新理

论%#$六次产业划分理论%#$以六次产

业理论引领创新创业%等!创建$农村

信息化示范省建设模型及主要指标体

系%"张来武同志长期致力于农业科技

创新! 是科技特派员的设计者和领导

者!组织起草国务院文件$关于深入推

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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