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１ －０８ －２２；修回日期 ２０１１ －０９ －１５
［作者简介］　陈立武（１９６０—）男，湖南武冈市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采矿工程技术、技术创新及产业政策等；

Ｅ －ｍａｉｌ： ｃｌｗ６８＠１６３．ｃｏｍ

煤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的探讨

陈立武
１， 李冬东２

（１．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１２０； ２．煤炭信息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在分析和探讨技术创新及其战略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煤炭产业的技术创新及其战略问题，考
虑到技术发展阶段差异较大的特点，先进企业的创新战略应选择率先创新与模仿创新并存，其他大多数企业
则应主要采用模仿创新战略，并形成产学研相结合、主体及模式多元化的集成创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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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煤炭产业为我国约提供 ７０ ％的一次能源［１］ ，

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处于绝对主要位置。 但是，在
国际气候变化和碳减排压力的形势下，我国煤炭产
业将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需要进一步提高
产业集中度，加快向集约发展转型，通过技术创新调
整产业结构。 因此，分析探讨煤炭产业的技术创新
及其战略，有助于推进技术升级，实现产业科学健康
发展。
2　技术创新及其战略

技术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也是产业
升级发展的关键因素，深化认识技术创新特征，合理
选择技术创新战略，很大程度决定了技术创新的
成败。
2．1　技术创新及分类
２．１．１　技术创新概念的提出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 阿罗斯· 熊比特
（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从论证技术变革对经济非均衡增
长以及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影响出发，在 １９１２ 年德
文版枟经济发展理论枠 ［２］

中首次提出了技术创新的

思想与概念，１９３４ 年译成英文时，正式使用“创新”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一词。 熊比特认为，创新是指企业家对
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目的在于获取潜在利
润。 他分析了创新的内在机理，用技术变革的现实
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发展，认为决定经济周
期运动的关键是技术创新。 他认为，发明创造（包
括科技成果）只是一种新概念、新设想或实验品；而
技术创新则是将发明或科技成果引入生产体系，利
用其原理制造出市场需要的商品。

此后，索罗 （ Ｓ．Ｃ．Ｓｏｌｏ，１９５１ 年）、弗里曼 （ Ｃ．
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７３ 年，１９８２ 年）及美国科学基金会即
ＮＳ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Ａ，１９７６ 年）等
国外大批学者和机构曾先后对技术创新进行了系统

研究。 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傅家骥［３］
认为，狭义技术

创新始于研究开发，终于市场实现，广义技术创新则
始于发明创造，终于技术扩散。
２．１．２　技术创新的基本类型

技术创新的分类可以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而

定。 根据创新过程中的技术变化强度的不同，可以
划分为渐进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 渐进性创新（ ｉｎ-
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是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引起的渐
进性、连续性的创新活动。 而根本性创新 （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则是重大技术突破的创新活动。

根据创新对象的不同，可将技术创新划分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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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创新和过程创新。 产品创新（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是指产品用途及其应用原理有变化的创新活动。 而
过程创新（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也称工艺创新，则是指
产品的生产技术的变革，包括新工艺、新设备、新的
组织管理方式。 渐进性创新与根本性创新，产品创
新与过程创新可以分别按以下创新矩阵分类，其中
纵坐标是创新强度，横坐标是创新对象，这样可构成
四类创新活动，如图 １ 所示。

图 1　技术创新分类矩阵图
Fig．1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aplacian

根本性创新是跳跃的、不连续的创新，是渐进性
创新活动逐步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而产品创新
之后常紧跟一系列工艺创新活动。 有时产品创新效
益明显，有时工艺创新获益更大。 渐进性创新与根
本性创新也是如此。 如美国 ３Ｍ 公司开发生产一种
小型不干胶便笺，技术虽不复杂，但每年为 ３Ｍ 公司
带来 ３ 亿美元以上的销售收入。

近年来，发达国家逐步注重集成创新。 集成创
新是美国高技术企业为适应经济发展而创造出来的

一种新的技术管理和生产组织方式。 其理论源泉是
哈佛大学教授马可 · 伊恩斯蒂 （Ｍａｒｃｏ Ｉａｎｓｉｔｉ）在
１９９８ 年提出的“技术集成”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理念。 集成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其目的是为了有效
集成各种要素，更多地占有市场份额，创造更大的经
济效益。
2．2　技术创新基本战略及其分析
２．２．１　技术创新战略及其分类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战略研究专家迈克
尔· 波特（Ｍｉｃｈｅａｌ Ｅ．Ｐｏｒｔｅｒ）专门研究了与技术创
新有关的市场竞争战略

［４］ 。 英国学者弗里曼（Ｆｒｅｅ-
ｍａｎ）将创新战略按创新时机和创新程度分为进攻
型战略、防御型战略、模仿型战略、传统型战略和机
会型战略 ５ 种。 而英国教科书则根据安索夫（ Ｉ．Ａｎ-
ｓｏｆｆ）对于企业经营战略的分类相应地把技术创新战

略分为市场领先者战略、追随领先者战略、应用工程
战略和模仿战略。 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傅家骥［ ３］

提

出了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 ３ 种技术创新
基本战略类型。 国内学者高健［５］ 、施培公［６］

分别提

出不同的创新战略分类。
笔者认为：创新战略分类可从两个维度进行，一

是从创新技术进入市场的时间序列进行划分，将技
术创新战略划分为率先创新和模仿创新；二是从创
新的主体形式进行划分，将创新战略划分为自主创
新和合作创新。 通过矩阵组合可以形成 ４ 类典型技
术创新战略，如图 ２ 所示。

图 2　技术创新战略矩阵及风险分析图
Fig．2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risk

２．２．２　创新战略分析
率先创新也可称原始创新，指企业依靠自身努

力和探索，产生核心技术或概念的突破，并依靠自身
能力完成创新后续环节，率先实现技术的商品化和
市场开拓，向市场推出全新的产品或工艺，一般是根
本性创新，开辟全新市场或领域。 如美国 Ｉｎｔｅｌ 公司
的计算机微软处理器，属于率先创新。

模仿创新是后发者的创新，是指企业以率先创
新者的创新思路为榜样，以其创新产品或工艺为示
范，吸取率先者经验教训，并改进和完善，进一步开
发和生产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参与竞争。 模仿创新
决非模仿抄袭，属于渐进性创新。 如松下公司对某
录像机全面剖析，查找关键缺陷，通过模仿开发，推
出机型小、性能高、价格低的新型录像机，很快占领
录像机总销量首位。

自主创新具有率先性
［３］ ，它是企业通过自身努

力和探索产生新技术或工艺，并依靠自身能力完成
技术商品化，获取商品利润的创新活动。 合作创新
是企业间或产学研的联合创新行为。 自主创新与合
作创新具有主体或体系的相对性，当采用自主创新
表征一国技术创新特征时，自主创新是指一国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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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外国的技术引进，依靠本国技术力量独立开发新
技术进行创新的活动，但不排除国内各企业之间或
产学研的技术合作。
2．3　创新战略与创新风险分析

技术创新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研
发风险，这是一种技术性风险，起因于对科学发现和
技术原理掌握不够，技术成功的不确定性；其二是市
场风险，这是由于技术成果商业化和市场化是否成
功的不确定性。 两类风险并无严格界限，在不同的
产业或创新项目中，两类风险大小有所不同。 合作
创新通常以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为前提，有明确的合作目标、期限和规
则，在创新的某些环节或全过程共同投入，共同参
与，共担风险，共享成果，集中于技术或市场风险大
的产业或项目，且主要集中在研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ａｅｎｔ）环节，有利于降低创新风险。 有关创新
战略风险的关系可见图 ２。

世界著名的铱星公司（ Ｉｒｉｄｉｕｍ ＬＬＣ）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由美国破产法院破产清算

［ ７］ ，再次表明率先创新
存在的巨大风险，同时表明正确选择创新战略及技
术创新管理体系的极端重要性。 “铱星”开创了全
球个人通信新时代，但因对电话市场前景判断失误，
运营成本太高，背负 ４０ 多亿美元债务无力按期偿
还，被迫宣告破产，摩托罗拉公司因此损失巨大。
3　煤炭产业与技术创新

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煤炭产业仍
然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国现有煤炭产业的
产能较大，但总体上技术比较落后，安全保障能力不
高，经营比较粗放，企业缺乏竞争力。 迫切需要通过
技术创新，提升煤炭企业核心竞争力，改造煤炭产
业，促进产业升级。
3．1　传统产业与煤炭产业

煤炭产业是典型的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是在新
兴的高技术产业出现之后人们对以往技术产业的一

种表述。 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划分是一种相对
阶段与时间观念。 高技术的概念必须是从国际规范
化和全球的视野来考察的。 阿尔文· 托夫勒（Ａｌｖｉｎ
Ｔｏｆｆｌｅｒ）１９８０ 年在枟第三次浪潮枠 ［ ８］

中指出，工业文
明犹如夕阳西沉，将一系列传统产业称为“夕阳产
业”，认为将较快趋于消亡。 实践证明，这种提法有
欠科学性，应客观科学分析传统产业。

首先，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如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统计将降低
［９］ ，从业人数会减

少，但通过注入高新技术和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国内
生产总值绝对值还会增加，农业、纺织业、矿业等都
不会消亡；其次，大量耗竭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
态的传统产业生产方式或技术属于“夕阳技术”，必
然会被逐步取代。 将传统产业笼统称为 “夕阳产
业”是不科学的，宜提“夕阳技术”或“夕阳产品”。

目前国内煤炭生产和消费分别约占国内一次能

源构成的 ７６ ％和 ６８ ％［１］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煤炭能
源所占比例不会低于 ５０ ％［１０］ 。 煤炭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基础地位，将是长期的、稳固的，具有不可替
代性。
3．2　煤炭产业技术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２００９ 年，我国煤炭产量 ３０．５ 亿 ｔ，位居世界首
位

［ １０］ ，但百万吨工亡率 ０．８９２ 人／百万 ｔ，原国有重
点煤矿生产效率 ５．４１３ ｔ／工，采煤和掘进机械化程
度分别为 ８９．９７ ％、８０．０３ ％，而美国、澳大利亚煤
炭产量分别为 ９．７３ 亿 ｔ、４．０９ 亿 ｔ，百万吨工亡率分
别仅０．０１、０．０１８ 人／百万 ｔ，生产效率达 ３０ ｔ／工以
上，机械化程度达 １００ ％。 即使与我国经济发展水
平比较接近的印度，煤炭产量 ５．６２ 亿 ｔ，百万吨工亡
率０．１６７ 人／百万 ｔ。 其主要原因是，尽管近年来煤
炭需求旺盛、产量大幅度提高，但是总体上煤炭产业
仍缺乏相应的现代先进技术支撑，煤炭企业缺乏技
术创新能力及创新形成的长效机制。
3．3　技术创新对煤炭产业的作用

一般来说，技术创新对煤炭等传统产业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 ３ 个方面：

１）用高新技术改造技术装备和工艺，改善生产
安全环境，防范安全事故，提高劳动效率，提高产品
质量，降低产品成本。 目前，我国煤炭产业技术改造
的重点是大力推进煤矿、选煤厂等机械化、自动化，
提高生产效率、煤炭质量，提高安全可靠性，增强其
市场竞争力。

２）用高新技术改造和完善生产管理系统，为煤
炭产业提供多种先进的检测、控制装置和以计算机
为核心的现代化通信网络，促进生产管理跨越和升
级。 目前，我国煤炭产业的许多先进企业正在努力
推进信息化建设，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实现管理现
代化。

３）利用高新技术来升级换代传统产品，促使传
统产业的产品朝着多种类、多功能、高档次、高效率、
低能耗、低物耗、低成本的方向发展，通过产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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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代焕发传统产业的生机和活力。
长期以来，煤炭产业的创新活动的主要目标是

降低伤亡率，减少安全事故，减少物能消耗，提高采
掘机械化程度，提高劳动效率，包括生产环节改造、
采掘运机械化、井巷布置优化等装备与工艺措施，这
些均属工艺创新。 近年来，逐步重视产品创新，包括
煤炭液化、煤炭气化、水煤浆、煤炭筛选分级和重新
配置，以及煤制油、煤化工产品等，实现煤炭资源价
值的最大化。
3．4　煤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及其选择
３．４．１　技术创新阶段分析

工业化阶段与技术创新阶段具有良好的对应

性，从美国、日本、韩国技术创新发展历程来看，经
济、技术标志与工业化和技术创新阶段存在如表 １
所示的基本关系

［ ６］ ，到 ２００９ 年我国研发经费占国内
生产总值之比为 １．７０ ％，较 ２０００ 年提高了 ０．８ 个
百分点。 中国内地以国际汇率记的人均 ＧＮＰ 为
４ ２８３ 美元，低于世界平均值，位于所统计的 １８２ 个
国家（地区）中的第 ９５ 位。

表 1　技术创新发展阶段标志［5］

Table 1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age mark

工业化

阶段

工业化

前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工业化

后

经济标志

人均 ＧＮＰ
／美元

＜３００ ３００ ～２ ０００ ２ ０００ ～４ ７５０ ＞４ ７５０

技术标志

Ｒ＆Ｄ ／ＧＮＰ ＜１ ％ １ ％ ～２ ％ ２ ％ ２ ％以上

技术创新

阶段

使用技术

为主

改进技术

模仿创新

率先创新

模仿创新

率先创新

为主

根据美国、日本和韩国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经验，
从国家、产业及企业的层次，技术创新战略的选择必
须与经济竞争发展阶段相对应，必须与技术创新发
展阶段相适应。 从国家层次来看，企图越过模仿创
新直接进入率先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产业层次
来看，由于特殊环境和政策造就的超越模仿创新阶
段直接进入率先创新的行为，在个别产业、少数项目
中是有可能实现的，但要考虑付出较高的代价或机
会成本。 其主要表现在自然、经济和人力等稀缺性
资源高度集中于某一产业或项目，力促该产业或项
目技术的超越发展，使稀缺性资源投入的边际效益
下降，造成资源相对浪费，而使其他产业减少发展机
会。因此，后发者发挥后发优势的最佳战略选择应

该首选通过引进、消化技术，实施模仿创新，在此基
础上逐步完成向率先创新战略的过渡，实现产业腾
飞。 这个阶段是比较漫长的。 美国约为 ５０ ～６０ 年
（１８６０—１９１０ 或 １９２０ 年），日本约为 ２０ ～２５ 年
（１９５５—１９７５ 或 １９８０ 年），韩国约为 ２０ 年（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年），我国如果从实行市场经济过渡转变的
１９９４ 年起算，预计 ２０ 年即到 ２０１５ 年，且研发经费
占比达到 ２．０ ％以上，才有可能总体上进入率先创
新阶段。
３．４．２　煤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选择及其依据

从技术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煤炭产业以大量成
套购买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为标志，经历了大约
２０ 年（１９７５—１９９５ 年）的使用技术阶段，２０００ 年后
已相继进入改进技术阶段。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从
美欧等地大规模购买引进 １００ 多套综合机械化采煤
成套设备，到 ９０ 年代中后期综采部分关键设备（综
采液压支架等）已出口到俄罗斯、印度等国。 ２００７
年，首套放顶煤成套设备及技术出口俄罗斯。 放顶
煤支架专利成功转让给 ＤＢＴ 公司，成为煤炭机械领
域知识产权的首次出口。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煤炭产业历史悠久，一些小
煤矿还停留在打眼放炮等开采阶段，而大多数国有
重点煤矿则已进入综合机械化开采阶段，达到或接
近国际先进开采水平，这些不同类型的煤矿之间技
术发展的历史跨度相差大约 ４０ 年。 因此，煤炭产业
在技术创新战略的选择过程中，既要考虑产业先进
企业技术发展阶段，还要考虑产业内其他企业的技
术发展阶段。

煤炭产业的先进企业在主导技术上已经进入改

进技术阶段中后期，应该采用模仿创新与率先创新
相结合的战略。 同时对于一些特殊技术和项目，可
以采用购买引进、模仿创新和率先创新三位一体的
技术创新战略，争取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比如，煤
炭产业的井巷支护技术，１９９５ 年由煤炭部科教司牵
头组织产、学、研有关专家，进行锚杆支护技术的重
点攻关，从引进、演示、扩大试验，到 １９９９ 年创新成
功仅用了 ５ 年时间［１１］ ，就实现了 ２０ 年的技术跨越，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在全国各重点煤矿推广使用。 目前，
全国煤矿均已经大面积采用该技术，并在复合围岩、
软岩、深部开采及其他高应力复杂条件下，部分填补
了国内外井巷支护技术的空白，初步完成由模仿创
新向率先创新的转变，对于提高我国煤矿安全保障
能力、推动煤炭产业技术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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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煤炭产业技术创新的案例
神华集团、中煤集团等特大型煤炭企业，其大部

分煤矿已经建成安全高效矿井，部分煤矿已达到国
际领先或先进水平。 因此，应该根据企业实力和效
益原则，缩短模仿创新阶段，并在部分关键领域突出
重点、集中资源，直接进入率先创新阶段，实现技术
跨越，引领煤炭产业健康发展。
4．1　中煤集团的技术创新

中煤能源集团是我国特大型能源企业，煤炭产
量位居全国第二，主营业务包括煤炭生产及贸易、煤
机制造、煤矿建设、煤化工、坑口发电和煤层气开发，
以及相关工程技术服务。 近年来，中煤能源集团充
分发挥煤炭产业链完整的优势，围绕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加大国内外、行业内外的合作创新力度，强
化创新能力建设。 目前拥有露井联采、浅埋深硬顶
板厚煤层综采放顶煤、湖下开采、重大煤机装备、特
厚冲积层特殊凿井、深立井快速机械化施工、油页岩
提油技术和煤层气成套开发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

核心技术，为产业技术创新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１）围绕建设平朔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目标，结

合矿区实际条件，研究解决了露天煤矿剥采工艺、综
采放顶煤试验（井工煤矿综采放顶煤工作面可见图
３）、年产千万吨级综采成套装备技术、露井联合开
采关键技术等（安太堡露天煤矿可见图 ４），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创造了采煤工效 ５９９ ｔ／工的世界最高纪录。
２０１０ 年，中煤平朔煤业公司完成原煤 １．０５ 亿 ｔ，提
前实现亿吨级奋斗目标，成为我国首个单一省区单
一矿区建成的亿吨级矿区。

图 3　中煤平朔井工煤矿综采放顶煤工作面
Fig．3　The top coal caving in fully mechanized
mining face in Pingshuo underground mine

２）研究开发深部开采技术，包括大屯矿区深部
开采岩巷非对称支护技术、深部煤巷围岩变形“三

控”技术、深部大断面交叉点的“双控锚杆（索）”技
术，为解决煤炭深部开采提供了技术保证。

图 4　中煤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亚洲第一矿
Fig．4　Pingshuo Antaibao open-cut mine

３）年产千万吨级综采成套装备技术取得重要
成果。 结合我国大型煤炭基地和千万吨级矿井建设
需要，完成国家千万吨采煤成套装备的研发、制造与
应用，研制成功年产千万吨煤矿井下综采工作面成
套装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特厚煤层大采高综采
成套设备可见图 ５）。

图 5　中煤集团承担的国家科技计划重大项目
———特厚煤层大采高综采成套设备

Fig．5 　Fully mechanized mining equipment in
thick coal seam by China National Coal

Mining Equipment Co．，Ltd．

４）超大直径深立井设计、施工技术和特厚表土
层冻结法凿井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攻克６００ ｍ
特厚表土层冻结法凿井关键技术，创造了５８７．５ ｍ
的厚表土冻结施工世界纪录。 已取得井壁结构设
计、超大型凿井井架、液压伞钻、全液压抓岩机、超深
孔爆破、千米深立井凿井成套装备及安全快速施工
工法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５）成功开发循环经济与绿色能源成套技术，包
括露天排土场生态治理复垦技术，矿区生态环境恢
复治理成果由国家环保部向全国推广，自主开发的
粉煤灰先提硅后提铝技术获得多项国际专利。 开发
实施沁南煤层气高技术产业化国家示范工程，首次
研究形成整套适宜于我国高阶煤储层特征的具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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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知识产权的煤层气开发技术体系，填补了我国煤
层气产业的多项技术空白。

６）按照“先研究、后建设”矿区建设新模式，构
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包括中煤科工集团、中国
科学院、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勘探院等，以及中国矿
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
院所，系统研究包括地质与防治水、弱粘结基岩快速
建井、矿压与采掘技术、保水采煤与生态治理、资源
综合利用与循环经济等成套技术与装备，建设蒙陕
亿吨级现代化矿区，为我国西部煤炭开发提供技术
支撑。
4．2　神华集团的技术创新

神华集团公司是集煤矿、电力、铁路、港口、煤制
油煤化工一体化的特大型能源企业，是我国目前最
大煤炭企业、全球最大煤炭供应商。 为提高企业竞
争力，自 ２００１ 年开始，整合、利用科技资源，着力加
强战略合作，在解决重大关键技术难题的同时，建立
了适合神华发展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

模式。
１）研究实施神东现代化矿区建设与生产技术，

包括快速建井技术，设计产能 ８００ 万 ｔ／ａ 的神东榆
家梁矿仅用 １０ 个月建成投产，创造特大型井工矿快
速建设的世界奇迹；首创综采面辅巷多通道快速搬
家技术等，哈拉沟矿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百人千万吨
矿井，安全、环保、效益等方面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２）神华煤直接液化技术掌握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煤直接液化工艺技术，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世界上
第一条年产百万吨油品的生产线已成功出油，标志
着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掌握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关

键技术的国家。 该项目是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新能源发展的重大尝试。

３）建立与上海市的战略合作。 与上海市及相
关企业在采煤关键装备研发、电力设备制造和煤直
接液化中试基地建设方面展开战略合作。 神华集团
参与研发、采购上海电气集团大型电站主机设备，极
大支持了 ６００ ＭＷ 电站主机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上
海市则对神华煤直接液化中试基地建设给予巨大

支持。
４）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２００７ 年，神华

集团牵头联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上海交通大学、煤
炭科学研究总院等 １８ 家单位组建“煤炭开发利用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被列入国家首批试点的 ４ 个
战略联盟之一。 形成了以市场为链接点，自愿平等、

利益共赢、风险共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双向合
作及多方战略联盟相结合的产学研用合作新模式。
5　结语

１）煤炭产业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手段，应用高新
技术改造传统技术，促进其产业技术跨越和升级。
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创新战略的合理选择，考虑
宏观环境和技术发展阶段因素，根据市场和效益原
则，力求自然、资金、技术和人力等资源要素的最佳
配置。

２）模仿创新是后发产业实现技术跨越的最佳
创新战略，煤炭产业技术发展阶段差异较大，现阶段
我国煤炭产业先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应选择率先

创新与模仿创新并存为主要形式。 其他大多数企业
技术创新战略应主要采用模仿创新战略。

３）煤炭产业的各企业创新资源比较单一，各创
新主体研发与生产制造资源分割。 通过合作创新可
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
险。 因此，要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包括国内外、产
业内外的产学研合作，建设无边界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形成主体开放、模式多元化的产学研集成创
新格局。

４）２０１０ 年我国煤炭产量已占全球煤炭产量的
４４ ％，展望未来十年，我国煤炭产业应有所作为。
神华、中煤集团等特大型煤炭企业，应继续改造完善
煤矿生产系统的薄弱环节，实现集团内各煤矿全面
机械化，研究解决煤炭开发西移所带来的安全与环
境问题，提升安全技术综合保障能力。 同时，积极推
进自动化煤矿示范工程建设，并在数字化、智能化煤
矿的研发和试验方面有所突破，引领煤炭产业科学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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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of China 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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