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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转化创新和变革创新的理论概念、创新模式进行了叙述与总结，从创新目标、结果产生机制、创

新结果输出、创新度、主导组织、组织参与过程６个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并根据比较分析结果，提
出转化创新与变革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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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１世纪是知 识 经 济 时 代，也 是 知 识 创 新 时 代。在

知识经济时 代，科 技 创 新 是 提 高 社 会 生 产 力 和 综 合 国

力的战略支 撑，已 成 为 国 际 竞 争 格 局 中 致 胜 的 主 导 因

素。随着经济 全 球 化 与 信 息 技 术 的 加 速 发 展，创 新 要

素空前活跃，在 社 会、经 济、技 术 等 领 域 涌 现 出 各 种 类

型的创 新 活 动，如 变 革 创 新（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转 化 创 新（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开 放 创 新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及社会创新（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等［１］。
在诸多类型 的 创 新 活 动 中，变 革 创 新 与 转 化 创 新 的 英

文表述极为相似，但 其 概 念、理 论 模 式 则 不 尽 相 同。转

化创新能推 动 理 论 成 果 转 化 为 实 践 应 用，变 革 创 新 能

引发新创意、新 范 式 的 产 生。随 着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业革命的 兴 起，转 化 创 新 与 变 革 创 新 在 推 动 科 技 成

果应用与 引 发 新 思 想 的 过 程 中 发 挥 着 日 益 重 要 的 作

用。因此，本文在总结 两 种 创 新 模 式 的 基 础 上，对 转 化

创新和变革 创 新 进 行 比 较 分 析，并 探 讨 其 对 经 济 发 展

的作用。

１　转化创新基本思想

１．１　相关概念

近年来，“转化”（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一 词 经 常 出 现 在 医

学领域的基金项目 与 学 术 机 构 的 创 新 活 动 中。转 化 研

究（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转 化 医 学（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和转化创 新（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等 词 语 的 交 互 使

用令读者深感 迷 茫。１９９４年，转 化 研 究 这 一 概 念 首 次

出现于乳腺癌易感基因 和 其 它 癌 基 因 的 早 期 监 测 过 程

中［２］。２００３ 年，美 国 ＮＩＨ 将 其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定义为：知识的转化或 者 从 分 子、生 物 理 论 研 究

到实践科学的转化，包 括 临 床 实 践 和 应 用 技 术，其 核 心

内容是将医 学、生 物 学 基 础 研 究 成 果 迅 速 转 化 为 可 供

临床应用 的 理 论、技 术、方 法 和 药 物［３］。１９９６年 Ｇｅｒ－
ａｇｈｔｙ［４］首次提出“转化医学”这 一 概 念。徐 幻 等［５］研 究

人员将转化医学定义 为，以 患 者 为 中 心，从 临 床 工 作 中

发现和提出问题，由基 础 研 究 人 员 进 行 深 入 研 究，再 将

基础科研成 果 快 速 转 向 临 床 应 用，基 础 研 究 人 员 与 临

床科技工作 者 密 切 合 作，提 高 总 体 医 疗 水 平 并 最 终 服

务于患者。总 体 看 来，转 化 医 学 是 生 命 科 学 与 生 物 医

学发展的产 物，是 将 基 础 医 学 研 究 成 果 快 速 转 化 为 临

床应用的过 程。从 概 念 角 度 讲，转 化 研 究 较 转 化 医 学

的应用领域 更 广 泛。但 到 目 前 为 止，转 化 研 究 的 具 体

实践仅出现在医学领 域，在 其 它 领 域 涉 及 甚 少，因 而 在

一些研究中，转 化 研 究 与 转 化 医 学 在 概 念 上 并 无 本 质

区别［６－１０］。
随着转化研 究 在 医 学 领 域 的 快 速 发 展，转 化 创 新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一词也逐渐出现在 人 们 的 视

野中。本文尝试根据广义的学术创新定义［１１］和熊彼特

的创新理论体 系［１２］，将 转 化 创 新 理 解 为 一 种 全 新 的 研



究模式，即为了消除基 础 研 究 与 应 用 研 究 之 间 的 鸿 沟，
使基础研究成果快速、有 效 地 运 用 于 实 践 中，而 将 基 础

研究成果迅 速 有 效 地 转 化 为 可 供 实 践 应 用 的 理 论、技

术、方法或成果。

１．２　转化创新基本模式

转化研究是 近１０年 来 国 际 生 物 医 学 领 域 的 重 要

研究方向，其 价 值 已 引 起 了 学 者 的 广 泛 关 注［１３］。美 国

ＮＩＨ于２００６年 成 立 了 临 床 与 转 化 型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ＣＴＳＡ），协助 各 院 校、机 构 打 造 一 个 综 合 性 临 床 与 转

化科学的学术中心，至２０１２年已经成立了６０个转化研

究中心［１４］。同时，转 化 研 究 拥 有 的 相 关 国 际 期 刊 已 达

２０余种，２００９年９月 美 国 科 学 促 进 会（ＡＡＡＳ）创 办 了

《科 学》子 刊《科 学 转 化 医 学》（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５］。《科学转化医学》杂志的使命在于通过为

基础、转 化 和 临 床 研 究 者 提 供 交 流 平 台，促 进 人 类 健

康［１６］。《科学》杂 志 作 为 国 际 影 响 力 较 大 的 杂 志，仅 创

建了两个子 系 列 期 刊，而《科 学 转 化 医 学》便 为 其 中 之

一，可见医学转化创新的重要性及其发展的高速性。
转化医学的深入发展引发了相关研究人员对转化

医学模式 的 探 索。目 前，转 化 医 学 的 主 要 模 式 有２Ｔ、

３Ｔ和４Ｔ模式，本文通过 对 这３种 模 式 的 分 析［１７－２０］，总

结出转化创新的基本模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转化创新基本模式

　　（１）在基础科学 发 现 阶 段，注 重 学 科 基 础 知 识 的 积

累，关注学科 前 沿 知 识 的 发 现。在 已 积 累 专 业 知 识 的

基础上，针对实际应用 中 存 在 的 问 题，结 合 前 沿 领 域 的

新知识，界定转化创新 的 主 题 范 围，进 一 步 识 别 研 究 目

标。
（２）在主 题 研 究 阶 段，首 先 确 定 主 题 范 围，对 研 究

主题进行剖析，界定概 念、明 确 研 究 内 容 并 分 析 研 究 目

标的内部机制。关注 实 践 中 遇 到 的 问 题 并 分 析 问 题 出

现的原 因，在 科 学 发 现 与 实 际 问 题 之 间 寻 找 结 合 点。
预估新发现 可 能 的 应 用，调 研 现 有 应 用 状 况 和 影 响 应

用的因素。
（３）在转化前期 阶 段，首 先 对 基 础 科 学 发 现 转 化 到

实际应用中 的 可 行 性 进 行 评 估，在 作 出 积 极 的 判 断 之

后，根据主题 研 究 阶 段 对 研 究 目 标 内 部 机 制 和 实 际 问

题的分析，确 定 问 题 的 解 决 方 法，组 建 实 验 模 型 框 架，
进行实验测 试，并 分 析 实 验 效 果 的 可 接 受 性 和 安 全 性

等指标。这些 指 标 的 分 析 结 果 或 许 会 激 发 新 问 题、新

想法、新创意 的 出 现，需 要 与 前 两 个 阶 段 相 结 合，深 入

审视目标识别及问题分析。
（４）在转 化 后 期 阶 段，按 照 转 化 前 期 的 实 验 框 架，

将前期的模 拟 实 验 应 用 于 现 实 世 界，在 真 实 的 环 境 中

检测实验效果、进行效 果 比 较 研 究，这 一 阶 段 在 转 化 医

学中属于临 床 实 践 阶 段，通 过 这 一 阶 段 的 实 践 可 建 立

实践指导书。
（５）传播 阶 段，也 是 研 究 成 果 的 宣 传 阶 段，通 过 多

种宣传形式加深广 大 受 众 对 研 究 成 果 的 理 解。在 这 一

段也可能形 成 政 策 建 议，从 政 策 层 面 影 响 研 究 成 果 的

广泛应用。
（６）实践阶段是 转 化 研 究 成 果 的 大 范 围 实 施 阶 段，

这一阶段需要将研究 成 果 及 时、有 效 地 运 用 于 实 践 中，
以提高群众的健康 水 平 与 生 活 质 量。这 一 阶 段 还 包 括

实践效果分 析 研 究，主 要 讨 论 研 究 成 果 在 实 践 中 运 用

的具体成效。效果的 反 馈 有 助 于 基 础 科 学 发 现 阶 段 想

法的形成，并激发基础发现的创意。

２　变革创新研究概述

２．１　变革创新概念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首先使用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一词定义为：
有潜力彻底改变我们对 科 学 领 域 或 工 程 领 域 现 有 重 要

概念理解的 创 意 或 能 够 引 导 一 个 新 的 范 式、崭 新 的 科

学领域或工程领域创 建 的 研 究；将 变 革 研 究 定 义 为：能

够促使新范 式 或 者 新 的 科 学 领 域 发 生 彻 底 改 变，以 促

进科学知识显著进步 的 方 法 或 解 释，即 变 革 创 新，变 革

创新可以通 过 推 翻 根 深 蒂 固 的 范 式 产 生 新 的 范 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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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实现科学知识的 显 著 进 步［２１］。Ｏｕｄｅｎ［２２］把 变 革 创 新

等同于突破 性 创 新，Ｍｏｏｒｅ［２３］将 突 破 性 创 新 定 义 为 需

要改变行为方式的 创 新。由 此 可 见，变 革 研 究、变 革 创

新、突破性创新存在一 定 的 联 系，且 在 一 定 的 条 件 下 可

以互用。
变革创新依 靠 的 是 打 破 现 有 范 式，主 动 进 行 自 我

观察，有意识地识别 新 的 模 式，以 求 突 破 性 发 展。变 革

创新是一个 思 想 水 平 上 的 创 新，即 对 于 用 现 有 模 式 解

决不了的问 题，寻 找 新 的 解 决 问 题 的 模 式。在 变 革 创

新过程中，思 维、习 惯 和 行 为 模 式 都 要 发 生 基 本 变 化，
是基本认同的转变。

２．２　变革创新理论

变革创新围 绕 一 个 全 新 的 价 值 观 定 位 展 开，因 而

需要创建一 个 新 的、涉 及 各 方 利 益 的 创 新 系 统。根 据

Ｏｕｄｅｎ对变革创新系统的阐述，本文总结了变革创新过

程的一般步骤。

图２　变革创新步骤

　　（１）变 革 创 新 的 背 景 文 化。创 新 活 动 发 生 的 文 化

背景、文化体 制、社 会 结 构、政 治 经 济 状 况 等 因 素 是 确

立目标框架的前提。一 个 潜 在 的 系 统 性 文 化 体 制 结 构

决定了群体 的 行 为 模 式，行 为 模 式 同 样 也 决 定 了 问 题

的解决方法。当 目 前 的 解 决 方 法 失 误 时，不 得 不 转 变

已有范式，这也是新范 式 产 生 的 前 提。Ｓｅｎｇｅ［２１］运 用 冰

山比喻解释了组织结 构、行 为 模 式 和 问 题 之 间 的 关 系，
露出的冰山 一 角 可 认 为 是 问 题，问 题 下 隐 藏 着 引 发 问

题的行为模 式，行 为 模 式 下 方 则 是 孕 育 这 些 模 式 的 系

统结构。因此，在变革 创 新 的 开 始 阶 段，需 要 深 入 理 解

整体社会文 化 和 各 潜 在 参 与 方 的 文 化 体 制，便 于 打 破

现有模式、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主张。
（２）确定 并 丰 富 变 革 创 新 目 标。建 立 变 革 创 新 目

标需综合考虑 经 济、社 会、生 态 等 各 方 面 因 素，变 革 创

新在追逐利 润 的 同 时 也 追 求 整 个 社 会 财 富 的 增 长，通

过实现社会 价 值 创 造 经 济 价 值。目 标 确 立 之 后，就 要

筛选变革创 新 可 能 的 参 与 方，在 筛 选 过 程 中 需 注 意 参

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文 化 的 相 容 性、长 期 定 位 的 统 一

性及价值主 张 的 认 同 性 等，这 一 系 列 因 素 关 系 到 变 革

活动能否持 续 进 行 下 去。通 过 参 与 组 织 的 目 标、参 与

原因、参与目的、兴趣 点 等 对 可 能 的 参 与 方 进 行 深 度 剖

析，并进一步分析创新目标的可行性、合理性。
（３）确定 创 新 过 程 中 可 能 涉 及 的 利 益 方。利 益 方

的识别能激 发 对 创 新 活 动 中 角 色 定 位 的 考 虑。因 此，
应运用相关识别方法 识 别 出 核 心 利 益 方、次 要 利 益 方。
之后，还需对这些利 益 方 的 特 征 及 相 互 关 系 进 行 分 析，
这些特征和相互关系会影响到下一步的角色定位。

（４）创新 过 程 中 的 角 色 定 位。在 识 别 出 利 益 方 之

后，需要对变革创新活 动 所 需 的 角 色 进 行 定 位，为 下 一

步筛选执行创新活 动 的 参 与 方 作 准 备。系 统 中 的 角 色

一般有用户、中 介、产 品 提 供 者、服 务 提 供 者、竞 争 者、
投资者等。

（５）创新 活 动 的 实 施。创 新 实 施 环 节 即 是 把 以 上

内容付 诸 实 践。在 实 施 过 程 中 建 立 参 与 方 的 信 任 关

系，解决团队内外部利益冲突，为目标开发扫清障碍。
如果创新活 动 成 功，则 可 依 据 具 体 情 况 将 活 动 的

步骤、原 则 等 制 度 化；如 果 创 新 活 动 无 法 继 续 进 行 下

去，需深入分析原因并 重 新 审 视 创 新 活 动 的 文 化、经 济

背景及以往 创 新 活 动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新 创 意，为 创 新 活

动的成功实施寻找新的突破点。

３　转化创新与变革创新的区别

转化创新与 变 革 创 新 的 发 生 背 景、开 发 过 程 及 结

果输出均存在较大 差 异。为 了 对 这 两 种 创 新 有 更 清 晰

的认识，本 文 从 目 标、结 果 产 生 机 制、结 果 输 出、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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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主导组织、组织参与过程６个方面对转化创新与 变 革创新进行比较研究，如表１所示。
表１　转化创新和变革创新的区别与联系

类别 目标 结果产生机制 结果输出 创新度 主导组织 组织参与过程

转化创新
将基础研究 成 果 迅 速、有

效转化为实际应用
自上而下

基础研究的实际应 用、相 关 领

域新政策的形成
低

大 型 组 织 政 府 资 助

机构

正 式 参 与 转 化 创 新

的全过程

变革创新
打破现有模 式，实 现 范 式

转变
自下而上

范式的转变及价值 观、行 为 习

惯的变化
高

具 有 创 新 性 的 小 型

组织

初期非正 式 参 与，后

期正式参与

３．１　目标不同

转化创新研究的目 标 是 理 论 联 系 实 际，快 速、高 效

地推动理论的实际 应 用。转 化 创 新 虽 然 在 行 为 科 学 和

社会学等其 它 领 域 也 有 所 涉 及，但 主 要 还 是 应 用 于 医

学领域。转 化 创 新 在 医 学 领 域 的 应 用 被 称 为 转 化 医

学，目的在于推动基 础 研 究 成 果 快 速 转 化 为 临 床 应 用，
用于疾病的诊断、预防 和 治 疗，同 时 构 建 实 验 室 与 临 床

之间的双向沟通系统，促 进 基 础 研 究 转 化，提 高 临 床 治

疗水平，最终改善群体 卫 生 健 康 状 况，提 高 人 们 生 活 质

量［２４］。
变革创新的 目 的 是 为 了 打 破 现 有 范 式，使 相 关 人

员以一个全 新 的 模 式 看 待 问 题，并 持 续 地 改 变 人 们 的

思维方式、行 为 习 惯 和 价 值 主 张。变 革 创 新 需 要 以 社

会体制结构、经济系统、文 化 约 束 及 集 体 行 为 习 惯 的 分

析作为研究起点，并以 此 基 础 形 成 新 的 范 式，通 过 发 展

技术、设计全新商业系 统 等 途 径 进 行 测 试，同 时 经 过 效

果、可行 性 分 析 最 终 形 成 规 范 制 度，最 终 促 进 技 术 进

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３．２　结果产生机制不同

转化创新活 动 的 结 果 产 生 机 制 是 自 上 而 下 的，转

化研究的首要任务是通 过 识 别 科 学 发 现 与 分 析 临 床 现

有问题确定研究目标，明 确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建 立 合 作

网络框架，通 过 后 续 不 同 类 型、不 同 范 围 的 实 验，发 现

并验证结果。
而变革创新的开始阶段对于会形成什么样的创新

结果只有一个模糊 的 描 述。在 早 期 阶 段，对 社 会 体 制、
文化约束及 价 值 观 等 方 面 的 探 索 会 形 成 变 革 目 标，此

时的目标也 只 是 宏 观 层 面 的 价 值 主 张，对 目 标 具 体 内

容的勾勒并 不 清 晰。随 着 对 潜 在 参 与 者 的 参 与 目 的、
所需资源、自身特征等 进 行 深 入 分 析，才 能 进 一 步 丰 富

目标。变革创 新 的 过 程 是 一 个 探 索 性 过 程，每 一 步 都

在上一步的 基 础 上 尝 试 着 前 行，其 结 果 的 产 生 也 以 探

索结果的积 累 为 前 提，因 而 变 革 创 新 结 果 的 产 生 机 制

是自下而上的。

３．３　结果输出不同

转化创新最基本的结果在于形成将基础理论研究

有效运用到 实 际 中 的 实 践 指 导 书，论 述 基 础 研 究 如 何

运用于实践。转 化 创 新 如 果 试 验 成 功，可 通 过 大 面 积

的临床实践，形成指导 性 政 策，影 响 相 关 领 域 的 政 策 制

定。此外，在转化创新 成 果 实 施 过 程 中，还 会 发 现 一 些

有价值的信 息 或 问 题，这 些 对 于 基 础 研 究 的 发 现 及 其

转化应用都是不可或缺的。
变革创新最 重 要 的 成 果 是 范 式 的 转 变，即 新 范 式

的产生，旧 范 式 的 颠 覆，这 是 思 想 层 面 的 内 容。当 然，
如果变革创 新 能 够 产 生 持 续 的 行 为 改 变、思 维 方 式 转

化和价值主 张 转 移，就 能 通 过 激 发 技 术 的 进 步 和 新 商

业系统的形成，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３．４　创新度不同

根据托马斯·库恩［２５］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论

述，创新性研究依据范 式 不 同 可 分 为 两 类：渐 进 性 创 新

与变革性创新。渐进 性 创 新 是 在 现 有 范 式 的 基 础 上 对

已有研究的补充与发 展，推 动 科 学 的 累 积 式 渐 进 发 展；
变革性创新 通 常 是 对 原 有 范 式 的 突 破，形 成 新 范 式 的

创新，也就是ＮＳＦ所指的变革性研究，它能够使已有的

领域发生革 命 性 变 化、创 立 新 的 子 领 域 或 引 发 思 想 上

范式转变的研究［２６］。变革创新的目标在于颠覆原有范

式，对现有领域带来 彻 底 性 改 变，推 动 社 会、经 济、技 术

进步，最终提 升 社 会 群 体 的 生 活 质 量 和 幸 福 感。推 动

基础研究理 论 实 际 应 用 的 转 化 创 新 属 于 渐 进 式 创 新，
渐进式创新主要是对 已 有 研 究 的 优 化、发 展，是 在 一 定

研究基础上的发展，并 不 是 原 始 性 的 创 新，因 而 变 革 创

新的创新程度更高。

３．５　主导组织不同

转化研究需 要 扎 实 的 理 论 研 究、巨 额 的 资 金 投 入

和多个学科的人才资 源，因 而 多 由 政 府 机 构、大 型 组 织

引导。如从目 标 的 发 现 到 一 项 新 药 成 功 获 得 批 准，其

花费一般超过１亿 美 元［２７］，这 些 资 源 都 是 小 型 组 织 所

不具备的。
变革创新大多由少数敢于突破现状的小型组织发

起。原因在于 变 革 创 新 的 风 险 性 较 高，在 初 始 阶 段 的

市场规模和 利 润 均 很 小，因 而 一 般 大 型 组 织 较 难 推 行

变革创新，而小型组织 由 于 文 化 氛 围 活 跃、组 织 结 构 灵

活，敢于突破 现 状，善 于 展 开 变 革 创 新 活 动，通 过 改 变

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 习 惯、建 立 新 的 价 值 主 张 获 取 经

济利润［２２］。

３．６　组织参与过程

转化创新研 究 在 开 始 阶 段 就 由 正 式 组 织 牵 头，聚

集不同参与方，将转化 创 新 活 动 的 参 与 方 职 责、任 务 及

不同参与方之间的分工 合 作 关 系 等 以 规 章 制 度 的 形 式

加以确定，在确定了所 有 组 织 的 角 色 定 位 之 后，才 开 始

着手研究。
变革创 新 的 组 织 确 定 是 在 变 革 过 程 中 逐 步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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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识别变 革 创 新 的 目 标 之 后，筛 选 可 能 的 参 与 者，
这些参与者 可 能 成 为 变 革 创 新 的 最 终 参 与 者，也 可 能

基于自身利 益 的 考 虑 选 择 退 出，从 而 只 起 到 丰 富 创 新

目标的作用。因 而 在 变 革 创 新 过 程 早 期，一 些 组 织 以

非正式的形 式 参 与，直 至 后 期 才 会 正 式 介 入。在 变 革

创新过程 中，成 员 组 织 可 以 退 出，新 的 组 织 也 可 以 加

入，是一个动态过程［２２］。

４　总结

转化创新与变革创新虽然存在着诸多差异，但二者

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转化创新根据一

定的理论研究创造新的技术应用，以实现新方法的运用

或新技术的优化。方法或技术的应用、优化能活跃市场

经济，促进企 业 的 发 展 创 新。随 着 新 方 法、新 技 术 的 持

续应用，一些现 有 方 法、技 术 无 法 解 决 的 问 题 会 逐 渐 显

现，这时就需 要 进 行 变 革 创 新，引 导 思 维 方 式 的 转 变，
改变或优化 企 业 的 核 心 价 值 观，改 变 目 前 分 析 问 题 的

角度，以解决实际存在 的 问 题，从 而 需 要 重 新 对 企 业 发

展进行定位，为 企 业 寻 求 更 大 的 发 展 空 间。变 革 创 新

产生的新范 式 会 影 响 分 析 问 题 的 角 度，引 起 基 础 研 究

的进一步发 展，为 转 化 创 新 提 供 新 的 创 意 与 发 现。如

此往复循环，在转化创 新 与 变 革 创 新 相 互 推 动、共 同 发

展的过程中，不 断 转 变 固 守 的 价 值 主 张，促 进 新 技 术、
新方法的发展，促进经 济 增 长，最 终 提 高 人 们 的 生 活 质

量，从整体上实现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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