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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揭示。有些重要现象或者事实刚刚出现，需要引起人们的

注意；有些重要现象或者事实早就存在，但被人们熟视无睹

或者被掩盖起来，或者出现概率比较低，或者缺乏数量概念

。揭示新现象、新事实可以帮助人们更客观、全面地认识世

界，或引起人们对这些现象和事实的重视，以便作进一步的

研究。 例如19世纪前期，奥斯特（H．C．Oersted）在物理

实验时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以后法拉第（M．Farady）发现

了电磁感应现象这些物理实验的新发现，揭示了电与磁之间

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建立现代物理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社

会学方面，19世纪马尔萨斯揭示了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造成

资源紧张的现象，为后来发展中国家制定人口政策提供了依

据。 又如对现代人的平均身高，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城市居

民的消费结构，我国大中城市家电的普及率，国有企业职工

积极性状况，某产品的市场供求状况等等的调查统计，由于

这些新的调查数据往往是科学研究或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因此都是有价值的。国人的平均寿命数据是中国政府制定福

利政策、保险公司决定保率的基本依据；国有企业职工积极

性状况的调查统计是制定改革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计划的重

要依据。 2．新概念的提出或概念的新界定。概念是建立科

学的基础，是对事物本质的概括，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概念是客观事物的抽象，是人们实践经验的概括。新概念

的建立往往能为实践的突破提供依据。 例如 1980年，匈牙利



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提出了短缺经济的新概念，反映了计

划经济体制下企业预算约束软化，造成资源普遍短缺的规律

，从而为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有些概

念虽然为人们所常用，但理解或运用不统一，造成了沟通的

困难或实践时的偏误，这时就需要加以澄清，重新界定概念

。例如，缪国亮在1999年2月2日的《经济日报》上曾著文《

“国有资产” 和“国有资本” 哪个提法更科学》，提出必须

区分资产和资本的概念，在改革中着重考虑国有资本问题。

3．新观点的提出或对原有观点的新表述。概念是界定被认识

的对象，观点是对因果关系、发展规律或是非曲直的看法。

观点的创新，如对规律的新发现、对形势的新认识、对事情

或人物的新评判都可以使人们逐步接近真理，增加共识。 如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于16世纪初提出的“日心说”，推翻了

古希腊托勒山的“地心说”，这一新观点的提出被视为是天

文学的一次伟大革命，从此使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

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

邓小平同志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崭新

的观点，其结果是大大推进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4．对原有

结论或实践方法的新论证。没有经过论证或论证不严密的观

点和方法很难令人信服，会影响其传播和推广。对于某些原

有的科学假设和观点给予进一步的论证，从而使这些假设得

以进一步确立，使这些观点更加令人信服，这是科学发展的

必由之路。对某些观点重新进行辨认，对某些重要结论或数

据作新的考证或修正都是有价值的。 例如1998年10月15日《

经济日报》所载《我国为何重新划分经济类型》一文，就是

牛文文对国家统计局1998年颁布的新统计方法所作的理论说



明。 5．新方法的提出和应用。新方法指的是分析解决问题

的新途径、新程序，也包括新的表达法。新方法的提出往往

能把人们的认识或实践大大推进一步。它可以分为新的研究

法、新的表达法、新的计算法、新的操作法四种。 如管理学

方面，20世纪6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杜拉克针对个人目标与组

织目标的矛盾，提出了目标管理方法，把组织需要与个人需

要结合在一起，该方法在全世界得到了应用，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新的会计准则在我国的建立和应用，揭示了国有企业

在资本结构方面隐藏的矛盾，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改革。 6

．新工具、新手段的发明和采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都离不开必要的工具。新工具、新手段的发明相当于人类手

和脑的延长，可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在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硬手段” 的发明和应用比较多。

例如显微镜的发明为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研究提供了极为

重要的新手段，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功不可没；计算机、复

印机、扫描仪、条形码、收银机、自动提款机等的发明和应

用，意义都十分重大，尤其是计算机的应用被视为20世纪最

重要的发明，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就更加深远了

。 社会科学等方面“软手段”的发明和应用对于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意义同样重大。1998年4月，我国财政部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规定了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准则

，进一步规范了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1998年3月12日《经

济日报》载文《中国能建成这么多国际大都市吗？》，提供

了包括经济综合实力、就业人员结构、交通邮电信息、城市

基础设施、跨国公司和财团总部、科技教育文化设施、城市

人口等衡量国际大都市的指标体系，为我国控制大城市发展



规模提供了依据。 7．新政策、新策略的提出和实施。这是

社会科学或软科学中特有的创新范畴。在社会科学或软科学

中，这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类研究成果。在人类活动中，无论

宏观管理还是微观运行，均有大量实践问题要处理，有些可

以依靠传统的体制和政策来解决，而有些问题则必须提出新

的体制、政策和策略。 例如为了刺激住房消费，建立住房公

积金制度，制定了购房贷款和减免个人所得税政策；为了加

快资金周转，制定了现金支付价格优惠策略；《经济日报

》1999年12月22日报道杭州万向节集团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实行了动态分层管理策略。根据员工的技能、贡献、工

龄等划分为试用工、合同工、长期工和终身职工等多个层次

，不同层次待遇不同，根据定期和不定期考核情况确定员工

的层次升降或保持，结果形成人人奋发向上的局面。 8．建

立新的理论体系和策略体系。出于教学、研究和实践的需要

，常常要将分散的知识或策略组织在一起，形成有机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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