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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和科技管理工作

中央企业应该也能够率先成为
自主创新的主体

顾大钊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１１）

［摘要］　系统分析了中央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企业本身技术需求、经济实力、科技资源和
成果转化特点，指出中央企业应该也能够率先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充分调动企
业、企业科技管理人员和企业研发人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结合神华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企业基于技术资源
整合成为自主创新主体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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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迅猛发

展，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
决定作用越来越突出，已成为引领先进生产力发展
的主导力量，成为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综合
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成为支撑国家和企业发
展的筋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十五”以来，我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
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但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
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突
出表现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产业技
术水平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低产出、
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
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

目前，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
１／１０，日本的 １／２０，德国的 １／６；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
平均水平高 ２．４ 倍，是德国的 ４．９７ 倍，日本的 ４．４３
倍，美国的 ２．１倍，印度的 １．６５倍［１］ 。 我国已成为世

界第三大国际贸易国，已有 １００ 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
界第一位，但许多关键装备，尤其是高端产品，如数控
机床的 ７０ ％，光纤制造设备的近 １００ ％，集成电路的
８５ ％等都依靠进口［２］ 。 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们只
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究其原因，主要是科技进步对
经济发展贡献率较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正因如
此，党和国家才把自主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自主创新的发动机
和主力军。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是要强化企业在
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
的支柱和骨干力量，代表了各行业的发展方向，应该
率先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2　中央企业应该率先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中央企业大多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集
中体现，更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因此，
中央企业有责任、有义务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
度出发，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担当领军企业，发挥表
率作用，而其核心就是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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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巨大的技术创新需求，是中央企业率先成为
技术创新主体的动力源泉

　　随着经济一体化、市场全球化、竞争国际化的进
一步发展，作为我国行业排头兵的中央企业，其竞争
对手正逐渐由国内转向国外，由国内同行转向以跨
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著名的大企业集团，它们不仅
资金雄厚，技术先进，设备优良，而且具有很强的研
发力量和技术创新能力。

目前 ９０ ％的跨国公司都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战
略的主要内容，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多在 ５ ％以
上。 它们不但以强劲的技术创新能力控制了绝大多
数行业领域的科技制高点，而且利用知识产权和技术
标准等手段，不断提高对其技术创新和竞争优势的保
护，从而使我国企业获得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成本
不断增加，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越走越窄。

实践证明，没有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以中
央企业为代表的我国民族产业很难突破发达国家及

其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
端甚至末端化问题会更加突出，企业发展面临的国
际压力和冲击力将日益加大。 在此情况下，进一步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成为中央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
2．2　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中央企业率先成为技术

创新主体的物质基础

　　工业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发展的历程表明，技
术创新需要有强大的技术经济实力做支撑。 经过多
年的改革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央企业得到了快
速发展，虽然数量不断减少，但资产规模大幅增加，
经济效益和运行质量显著提高，活力和竞争力也进
一步增强。

２００７ 年，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９．８４ 万亿元，
实现利润 ９ ９６８．５ 亿元，上缴税金 ８ ３０３．２ 亿元，分
别占全国国有企业的 ５４．７ ％，６１．５ ％和 ５２．９ ％，
而其数量不到全国国有企业的千分之二。 截至
２００７ 年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已达 １４．８ 万亿元，
当年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元的企业有 ２６ 家，利润超
过百亿元的有 １９ 家，进入世界 ５００ 强的 １６ 家中国
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全部为中央企业。 强大的
经济实力，为中央企业率先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提
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3　雄厚的科技资源，是中央企业能够率先成为

技术创新主体的基本保障

　　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央企业不断加强技

术创新体系建设，自主创新和技术开发能力显著提
升，一大批中央企业已拥有很雄厚的技术研发力量，
完善的技术开发体系。 据统计，中央企业拥有各类
技术研发机构 ４７６ 家，各类技术创新活动人员 ２７．６
万人，大部分中央企业建立了国家级技术中心，许多
企业成立了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等。 在国家“十
一五”规划纲要安排的 １４ 项重大科技专项与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中央企业直接参与的有
１２ 项，占 ８６ ％；１１ 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
域，中央企业都有涉及；重点安排的 ６８ 项优先主题
中，与中央企业相关的有 ５４ 项，占 ８０ ％。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中央企业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 １９ 项，二等奖 １５４ 项，分别占该奖项的 ４７．５ ％和
２７．１ ％。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全
部由中央企业获得，每年申请国家专利数达１０ ０００
件以上，其中全国近一半的重大发明专利由中央企
业拥有。
2．4　技术创新成果的快速应用转化，是中央企业

能够率先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前提

　　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非常低。 据统计，我国
目前每年取得主要科技成果 ３ 万多项，有效转化率
不足 １０ ％，而最后形成产业的只有 ５ ％左右。 与发
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超过 ５０ ％相比，我国的科技
创新资源的浪费十分严重。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
两点：一是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活
动，其科研行为和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研究内
容偏重理论与技术，科技成果的成熟度较差，与工业
化应用和市场大量需求尚有相当距离，造成成果与
市场脱节。 二是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
技成果逐步成熟、完善以适应产品化、企业化的全过
程中，存在着巨大的技术风险，同时投资巨大；实践
证明，一项新技术成果由实验室、中间应用放大试验
到工业化或产业化应用，资金投入比例大致为
１∶１０∶１００，而我国仅为 １∶０．７∶１００。

以中央企业为主体进行的技术创新活动，其研
发内容和攻关目标都是针对建设、生产和运营中面
临的或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其科研成果将直接应
用于企业目前正在进行的生产活动中去，实现边研
发、边应用、边推广，从而彻底解决了科技和经济脱
节的问题。 同时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形成具大经济
效益，形成了投入—产出—增值—再投入的有效机
制；此外，中央企业有实力对重大科技成果进行转
化。 例如，神华投入近 ５ 亿元建设煤直接液化中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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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而投入该领域的研发费已超过 １０ 亿元。
3　中央企业技术创新必须充分调动三个
积极性

3．1　充分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技术创新是科技成果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过程，

必须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
的主体、成果应用的主体和研发投入的主体。 要建
立健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制定和完
善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调动企
业领导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１） 建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考核和评价体系。
要把国企技术创新投入及效果作为企业领导业绩考

核的重要因素，要让国企领导者感受到企业技术创
新的成效，不仅关系国家利益和企业效益，更关系其
自身政绩和发展。

２） 国家要加强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的指
导。 国务院国资委应加强对中央企业技术创新工作
的管理，加强对国有无形资产的管理，从长远看，这
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最有效途径。 科技部及
发改委在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不仅要扶持
高新技术企业，更要支持国有大型骨干企业。

３） 在建设项目的审批和核准中增加技术创新
的要求。 基本建设是企业运行的重要环节，是提高
企业技术水平的源头，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载
体。 有关部门应在建设项目审批和核准中增加对技
术创新的强制性要求，将工程项目的技术水平和技
术创新指标评价作为项目批复的重要依据。

４） 使技术创新成为国有企业董事会的重要职
责。 对实行董事会制度的国有企业，要提高董事会对
技术创新工作的重视程度，一方面要在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中设立科技委员会，另一方面国务院国资委为中
央企业选派的外部董事中应该包括高级科技管理人

才。
５） 将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国

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制定了明确的优惠政策，但据
统计，企业实际享受的优惠金额不到应该享受金额的
１０ ％。 相关部门应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调研，分析政
策落实不到位的具体原因。 同时，建议国家对重大基
建项目中的技术创新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3．2　充分调动企业科技管理人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１） 科技管理人员是技术创新的组织者，要培养
一大批崇尚科学、立志献身技术创新、德才兼备的技

术创新管理人才。
２） 要充分发挥中央企业技术领导的作用。 要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技术管理人员
的作用。 但目前中央企业中，负责技术管理的总工
程师却不是企业领导班子成员，难以有效行使相应
的管理职权。 应将总工程师纳入中央企业领导班子
成员序列，发挥其对技术创新的领导作用。

３） 建立企业高级技术管理人才的公开选拔机
制。 应把公开招聘这一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应用于
高级技术管理人才的选拔，公开招聘中央企业的总
工程师。 这不仅能把德才兼备的技术管理人才选拔
到领导岗位，提高技术创新工作的领导水平，而且可
以调动技术人员投身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４） 培养一大批合格的企业科学管理人员。 企
业技术创新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大批从事企业
技术创新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但目前我国还没有
专门培养企业科技管理人才的学科和专业，教育部
门要开展企业技术管理学科建设，要把创新思维、创
新素质和创新能力作为人才培养重点，为我国企业
技术创新管理提供可靠的后备人才支撑。
3．3　充分调动企业科技人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企业科技人员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要充
分调动主力军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主观能
动性。

１）用技术职称制度引导科技人员投身技术创
新。 应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技术职称制度，制定统一
的技术职称评定标准，要把科技人员参与技术研发
活动及取得的技术成果和效益作为技术职称评定的

核心指标，尽快使技术职称制度成为推动科技人员
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强大动力。

２）建立技术带头人制度。 企业的技术创新活
动是一个系统工程。 因此，企业的技术创新应该根
据领域、专业或工种组成相对固定的技术创新团队，
建立技术带头人制度，在各个专业、各个工种评出精
通业务并富有创新精神的技术带头人。 技术带头人
数年评定一次，不搞终身制。

３）发挥企业技术研发人员的特殊作用。 企业
技术研发人员不仅要从事具体的研发工作，而且应
深入一线，提出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并直接参与研
发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对企业技术研发人员的绩效
考核，不仅要考核其研发任务的完成情况，还要考核
其提出技术创新需求的科学性，以及研发成果在应
用和推广中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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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加大对企业科技人员的奖励。 要加大对企
业技术创新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的奖励。 增加
“五一劳动奖章”和“劳动模范”等奖项中企业科技
人员的比例；增设“企业技术创新奖章”和“企业技
术创新模范”等奖项。 企业应制定技术创新的奖励
政策，按照科技人员在技术创新活动中为企业效益
提升所做的贡献，给予物质奖励。
4　神华集团探索了成为自主创新主体的新
模式

　　神华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是中央直管的 ５４ 家
骨干企业之一。 自成立之日起，不断加大科技工作
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通过产学研结合及引
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之路，培育了核心技术领域
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２００７ 年
实现销售收入 １ ０５１ 亿元，利润 ２８９ 亿元，分别比
１９９５ 年增长了 １４０ 倍和 ４０６ 倍。 在实现规模扩张
的同时，煤炭生产主要技术指标位居世界第一；电
厂、铁路、港口建设和运营的技术水平居国内前列；
正在建设的世界第一个煤直接液化工程在全世界都

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
在此过程中，神华集团创造性地提出并构建了

基于市场作用下的以整合社会科技资源为主的中央

企业技术创新新模式，开创了中央企业成为自主创
新主体的新路径。
4．1　神华技术创新的特点

一是成立时间短，研发力量相对较弱。 目前，除
在总部设立了科技管理部门外，仅针对煤、电和油成
立了 ３ 个技术分中心，除煤液化研究中心具有自主
研发能力外，其他技术中心主要承担科技管理职能。

二是行业跨度大，创新领域多。 神华集团主业
涉及煤、电、油、运等四大基础性行业，跨度大、领域
多，这在中央企业中绝无仅有。 其中煤炭产销量世
界第一；电力装机容量全国第六；是国内唯一拥有大
型重载运煤铁路和大型港口的企业集团；煤液化及
煤化工等项目均在稳步推进。

三是技术需求大、技术含量高。 神华集团所涉
足的煤电油运各板块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技术需
求大。 因此，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2　神华基于技术资源整合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获取更多的利益。 因此，企业进行技术创
新活动，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神华技术创新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近年来，神华集团在坚持牢牢掌握核心技术和

技术创新核心环节的基础上，实现精简高效的过程
管控，最大程度地调动和整合神华内外部资源，走以
技术需求为导向、以合作共赢为纽带、以战略联盟为
保障的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之路，以 ２９０ 人的
自有科技队伍调动整合社会科技资源，为神华高速
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通过基于市场作用下的技术资源整合，神华集团
在没有研究院所的条件下，科技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不仅为神华集团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而且在核心产业形成了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取得了一
大批重要科技成果，在部分技术领域形成了突破，成为
引领我国煤炭开采技术和国家相关产业发展方向的

“风向标”，并逐步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
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

最近 ３ 年，仅神华集团批准立项的重点科研项
目就达 １０７ 项，科技创新累计投入已近 ３０ 亿元，其
中研发投入累计近 １５ 亿元，连续 ３ 年投入增长率超
过 ３０ ％，主导或参与完成国家“八六三”或“九七
三”科研项目 ５ 项；获中国工业界最高奖项“中国工
业大奖表彰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４ 项，省部级科
技进步一等奖 １５ 项；申报专利 ２０１ 项，获得国家专
利授权 １５４ 项，成为获专利授权最多的煤炭企业；创
“中国企业新纪录”９３ 项，其中 ２００７ 年创 ６２ 项，在
全国各企业中排名第一。
4．3　神华的自主创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神华的科技攻关主要是针对建设、生产和
运营中面临的或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故其科研成
果能迅速转化为推动企业高速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据统计，神华技术研发投入产出比约为 １∶２０。
近 ３ 年，技术创新平均每年为神华创造的直接经济
效益超过 １００ 亿元，创造的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更是无法估量。

１）神华现代化矿区建设与生产技术。 研究实
施了快速建井技术，矿井建设速度大大加快，千万吨
矿井一年即建成投产。 首创高效安全开采技术，建
成世界上唯一的千万吨矿井（群），生产效率世界领
先。 该技术近 ３ 年应用和推广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达
１２５ 亿元。

２）采掘关键装备本土化技术。 通过与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等采用各种合作方式进行攻关，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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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以支架的国产化，打破国外制造商在高端采掘
设备上近 ３０ 年的垄断地位。 仅此一项，两年为神华
节省设备投资 ５４ 亿元。

３）神华节水发电技术。 积极开展节水发电技术研
究。 “低温多效海水淡化技术研究”成果应用后，实现
了电厂淡水“零消耗”；“高寒地区直接空冷技术研究”
使 ６００ ＭＷ机组每年节约用水 ３００多万 ｍ３；“海水冷却
塔研究”有效解决了沿海电厂温排水对海洋环境的影
响问题。

４）神华煤安全高效燃烧技术。 针对神华煤存在着
熔点低、易自燃等问题，研究并实施了神华煤安全高效
燃烧技术。 该技术成果的应用为国内 ８ ０００ 万 ｋＷ 机
组燃用神华煤创造了技术可行性，仅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 ３
年新增神华煤用量 １．５９亿吨，新增效益 １３３亿元，使神
华煤成为国内外最重要的动力煤种之一。

５）神华煤直接液化工艺和关键技术。 研究掌握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直接液化工艺等技术。 世界上
第一个采用现代技术的煤直接液化百万吨油品生产线

投产，这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６）朔黄重载铁路建设与运营技术。 在西煤东

运第二大通道建设中，解决了在煤矿采空区和滨海
盐渍土上建设重载铁路等技术难题。 近 ３ 年为神华
创造直接经济效益已达 ７８ 亿元。

７）黄骅港航道骤淤防治技术。 首创并成功实

施了 “黄骅港航道骤淤防治技术”，成功解决具有世
界级难度的淤泥粉砂质港—黄骅港航道淤积问题。
该技术已创直接经济效益 ５０ 亿元。
5　结语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是要强化企业在自主创
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中央企业是我国国
民经济的支柱和骨干力量，代表了各行业的发展方
向，应该率先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神华集团根据
自身的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构建了基于市场作用
下的以整合社会科技资源为主的中央企业技术创新

新模式，为中央企业如何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提供
了一种新思路。 实践表明，这种技术创新模式对于
自身研发力量弱，而产业跨度大，技术需求多的大型
基础能源企业十分有效，可以在牢牢掌握核心技术
和技术创新核心环节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调动和
整合社会科技资源，达到科研投入产出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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