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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企业创新能力是苏通大桥
建设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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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与职责；提出了重大工程建设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一项重要资源，结合苏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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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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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的要求，为此，各级政
府都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进一步支持企业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 在工程（文中所用工程一词系指基础
设施工程）建设领域如何贯彻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
创新战略，如何落实政府的相关政策，引导和促进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则是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 基
于苏通大桥实践，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领域，以企业
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企业技术创新核心竞

争力的培育不仅需要政府政策和社会支持，而且需
要业主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准确把握业主在工程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中的定位

　　基础设施工程是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
比如公路、桥梁、隧道等大型交通工程都是公共基础
设施，有些重大工程代表着一个地区、行业，甚至国

家的形象。 一般而言，政府应该是公共设施的业主，
在工程建设领域技术创新体系中发挥直接的职能，
但在我国目前基本建设体制框架下，政府只是政策
的制订者和工程建设环境、秩序的维持者，尤其在交
通建设领域，市场开放度比较高，大型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引入了市场机制，不是由政府机构直接作为业
主方，而是由公司筹资、建设、经营，以项目法人形式
组织工程实施。 尽管大多数项目业主公司都是国家
性质的，但是，公司有经营的责任，也就有了公司团
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就产生了业主与政府利益
目标的不一致性矛盾和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市
场失效”问题。 项目公司作为工程建设业主方，实
质上是政府性质的，引入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改变
了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此外，工程技术创新包含企
业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目标，需要政府、业主和社会共
同努力。 业主应当全面履行政府所赋予的在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中的职能和责任，承担起政府在重大工
程技术创新中的职能，在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中，承担起“官”的职责。 现在
的问题是，在繁重的重大工程建设任务面前，业主往
往轻视、忽略了应该担负的培育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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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职责，而这一状况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政府
对大型工程企业技术创新引导和培育功能的缺失。

苏通大桥建设目标是 “安全、优质、高效、创
新”，创新是苏通大桥建设的动力和途径，苏通大桥
科技创新不是仅以建设一座优质大桥为目标，依靠
科学技术的集成应用，解决工程本身的技术难题，在
建设过程中形成一些技术成果；而且从国家层面上
定位，以提升我国桥梁技术国际竞争力为目标，把培
育企业创新能力放到建设的重要位置上，依托苏通
大桥建立国际开放平台，组织国内企业，整合国际资
源，突破一两个世界难题，形成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
成果和成套技术，培育交通建设龙头企业，培育高级
建桥人才，为我国桥梁技术发展实现跨越做出贡献。
实践证明，苏通大桥的目标定位对参建单位技术创
新的引导作用是显见的。

苏通大桥指挥部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是引导

者、服务者和培育者，以提升国家桥梁技术核心竞争
力为己任，以苏通大桥这一重大工程带动、鼓励、支
持参建企业自主创新，着力创建高平台，大力帮助企
业，作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铺路石和云梯。
3　充分发挥业主在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中的
作用

　　企业应该在技术创新系统中居于主体地位，但
目前我国交通行业大型企业还普遍存在资金缺乏、
人才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低、核心竞争力低等问题。
一方面由于企业更注重眼前利益，没有把创新提升
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缺乏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自
身竞争力的主动意识，但主要原因是环境、体制问
题。 在我国，尤其是施工企业尚处在工程技术产业
链的最底端，首先得考虑生存问题，激烈的竞争使得
企业忙着找饭吃，抢饭吃，大小企业挣一口饭吃，竞
相压价，得不到合理的利益，利润微薄，遇到风险还
得亏损，没有多少资金投入创新能力建设。 这一状
况严重制约我国交通工程技术实现由赶超型向超越

型的发展，影响我国交通工程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
际工程市场的竞争。 涉及到企业创新能力和动力的
基础问题已经成为实施我国交通事业发展战略和

“十一五”重要任务的瓶颈。
多年来，政府鼓励、扶持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力

度是很大的，但问题是落实不力。 其中，企业自身当
然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综合来看，业主才是关键。 工
程技术创新主要是运用科学技术的过程，是技术因

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等进行创造性“集成”的结
果，与一般产品生产企业技术创新相比，工程建设领
域的技术创新更表现出市场引导、用户需求和工程
需要的特点。 工程的买方是业主，业主既是市场的
引导者也是需求者，业主的价值观以及对工程的功
能、造型、品质、经济和美观等方面的要求必然引导
着工程需要。 工程建设本质上是一项服务，业主对
工程的需要涵盖了对工程创新的需求。 从创新的目
标上看，业主与企业是一致的，但是从创新的资源投
入和利益方面看，是有较大冲突的，这一基本问题在
实践中很容易被忽略。

２００８ 年年初，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之后，国务
院发布了枟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若干配套政策枠，从科技投入、
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具
体的政策措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鼓励自主创新提
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和支持，各级政府、部门也都有落
实的政策措施出台，显现出巨大的引领作用。 业主
站在国家和政府的层面，在努力推进大型工程建设
的同时，把培育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责无旁贷的
历史性使命和责任，把政府的政策真正落实到位，创
造条件使企业既为工程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也把工
程建设作为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学校。

培育企业就要求业主不仅要把企业技术创新作

为工程建设的重要目标，而且要体现服务和扶持。
对于大型复杂工程，需要多个行业、多个专业、多门
技术集成，跨地区整合资源、处理矛盾，企业还不完
全具备担负系统整合的能力，需要通过业主代行政
府职能，帮助进行资源整合。 培育企业就要求业主
多与少取，要把创新的成果落实到企业身上，应把技
术创新知识成果全部归企业所有，并且把技术创新
产生的投资和工期节省效益作为企业应得的利益，
业主只是创新成果应用的受益者，而不能争作创新
的主体，更要避免利用业主权力获得创新成果、荣誉
和利益的倾向。
4　依托重大工程培育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创新能力建设需要政府政策引导，更需要
以重大工程建设及其创新任务带动。 重大工程作为
最宝贵的战略性资源，更有技术创新的土壤，对企业
创新技术团队的培养提供最好的锻炼和实践机会，
应为国内企业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搭建一个更大的

舞台，有舞台才能培育出高级人才和领军人物。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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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同类工程相比，苏通大桥有多项关键技术问
题是独一无二的，在国际上没有现成的答案， 还有
许多技术问题需要深化研究和提升，都必须依靠国
内企业自主创新来解决。 苏通大桥是一项大型复杂
交通工程，也是一个提升交通大型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的大舞台。

有了舞台，还得培育，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工程
技术创新体系重在培育企业。 只有通过发挥政府的
战略导向、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业主配合政府充分
发挥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引导和扶持作用，培育企业
加快提高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才有可能使企
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4．1　抬高门槛，培育企业集聚人才的能力

首先要改善市场准入办法，进一步完善招评标
办法，创造有利于自主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多给国
内大型企业机会。 大型工程必须抬高门槛，避免恶
性竞争。 业主在大型复杂工程招标中，既要遵循招
标法的原则和精神，又要解放思想，以综合评标为
主，把技术创新能力作为重要因素显示出来，增加自
主创新能力评分因素并合理设置分值比重。 苏通大
桥工程通过强化资格审查，细化招标条件要求，尽可
能明确重大施工任务中的规定动作，提高了门槛，比
如对有关大型临时工程设计及复核、关键施工设备
和工程界面等都做了规定。 此外，复杂工程标段评
标多以七分技术、三分报价的分值比重，大力引导企
业注重技术方案，注重技术创新，形成华山论剑局
面，而不是浅滩戏水，达到好中选强、强中选优的
目的。

工程施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源于竞争需

要和对利润的追求，技术创新的效益主要反映在当
前经济利益和长远利益（市场拓展和创新能力提
高）两个方面，通过抬高门槛，让特大型施工企业从
一般施工生产中解脱出来，使大型企业吃技术饭、管
理饭，增加生产附加值，不要靠赚劳动力的人头费过
日子，使大型企业有合理的利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稳定人才队伍、能够吸引人才进入施工企业和产业，
壮大队伍，培养技术创新精锐部队和一流管理队伍。
4．2　扩大平台，培育企业整合资源的能力

中国建桥人勤劳、智慧，又有丰富的工程经历和
经验。 “八五”以来，国内建成了几十座跨河、跨江、
跨海大桥，都是以国内企业为主建造的，已经有许多
创新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所以要充分信任国内
队伍。 但是，也要看到，国内龙头建桥企业在整合资

源的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方面与国外大型企业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在更大的平台上实践、积累和
提升。

总承包和联合体承包都是国际工程建设市场上

通行的交易方式，在成本、工期、施工质量等方面有
显著的优点，而且为工程技术创新提供了宽阔的空
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施工企业在总承包和联合体
承包方面占有优势，却一直是我国工程企业的弱势，
虽然国家大力提倡总承包，许多行业也一直在推行
工程总承包，但我国基本建设体制对总承包推行还
有一些障碍，需要进一步实践探索，特别需要业主站
在工程全局，通过科学组织，大胆突破。

总承包能力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一项基本功，直
接反映企业整合资源和进行技术集成的能力，是工
程建设的核心竞争力要素，也是加快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紧密结合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 业主要
大力推行总承包，项目标段要大些，形成规模，扩大
平台，便于施工单位集中技术力量，进行技术集成和
技术创新活动。 苏通大桥在总承包推行中，坚持以
国内企业为主，坚持以施工企业为龙头，重点培养企
业整合技术资源的能力，把涉及到施工的设计工作
尽可能纳入承包范畴，加快培育，尽早实现由政府推
动、业主整合逐渐过渡到由企业整合、市场推动的
转变。
4．3　提升平台，培育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从世界范围看，桥梁建设是我国有优势的工程
技术领域，而且正处在由跟踪向超越转变的关键阶
段。 重点跨越是加快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方针。
一方面要集中必要资源，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形成
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开放的方针，博
采众长，整合国际智力资源。 国外在标准、规范方
面，设计和研究手段方面，施工设备和管理方面还有
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要提高国际竞争力，我们
首先需要站到世界的技术前沿。 比如苏通大桥 Ｂ２
标引桥为 ７５ ｍ 跨径连续箱梁结构，引进了短线法预
制节段悬拼技术，逐步掌握了几何控制分析、模板设
计和架桥机设计等关键技术，今后还要通过消化吸
收进行再创新。 实践证明，技术引进，国际技术合作
有利于加速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苏通大桥工程建立了一个立足自主创新的全方

位开放的平台，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引入吸收国外先
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让国内桥梁专家和企业有机
会与国际桥梁专家和企业同台竞技，展示水平，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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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在引进国外先进理念和管理
技术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实现跨越
式发展，更快地提高我国桥梁技术核心竞争力。 从
“拿来主义”到“以我为主”、从博采众长到自主创
新，是实现桥梁科技创新、打造自主品牌的必由
之路。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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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战略任务，战略任务的

利益是长远性的，是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共同利益，
战略任务的落实意味着投入和付出，意味着坚持和
耐心，俗话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变钱。”
我们现在好比种梨树、种杏树，而不是种枣树。 战略
任务的实施需要政府、业主和社会共同努力，现阶段
更需要业主发挥更大的作用，要从国家战略利益着
眼，创建良好的环境，着力培育企业，给予企业更大
的平台和空间，切实加强引导，加大政策落实力度，
扎实推进企业创新能力建设。

Cultivat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Sutong Bridge construction

Ｙｏｕ Ｑｉｎｇｚｈｏｎｇ
（Jiangsu Provincial Sutong Bridge Construction Commanding Department， Nanjing 210006，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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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ｓ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ａｔ 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ｐｕｔｓ ｆｏｒ-
ｗａｒｄ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Ｓｕ-
ｔｏｎｇ Ｂｒ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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