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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自主创新

日本在碳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与日本
碳纤维产业联盟密切相关。以碳纤维回收
利用技术为例，课题组的专利分析表明，日
本申请人的相关申请最多，占总申请量的 5
成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日本碳纤维产业
联盟会员提出的申请。

课题组专家表示，高性能纤维产业链具
有功能和结构一体化制造的特点，需要协同
创新的平台。借助于产业联盟这一合作形
式，能够缩短技术开发周期，为技术的开发

及商业化提供更广阔的资源和平台，形成联
盟企业共同的竞争优势。

我国也组建了一些有关碳纤维及其复
合材料的产业联盟。如辽宁、江苏、吉林等
地都成立了碳纤维产业联盟。不过，“我国
的碳纤维产业联盟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实
际运作不足，尚未有效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
引领作用”。

专家还介绍，日本产业联盟实行统一规
划，从而避免了因联盟数量较多导致资源分

散、发展方向不一致等问题，能够集中力量
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联盟内部组织结构
清晰，分工明确，能够对产业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新问题，及时设置相应的机构，有针对
性地配置人员和资源，从而促进问题的解
决；联盟成员覆盖了整个碳纤维产业链，能
够全面了解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和需求，有效
服务于产业的各个环节。

课 题 组 专 家 建 议 ，建 立 全 国 性 的 碳
纤维产业联盟，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的
范 围 内 实 现 信 息 、资 源 的 共 享 和 交流，
集中力量解决我国碳纤维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促进符合产业需求的新技术
的开发，等等，从而推动我国碳纤维产业
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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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纤维：

寻找“一发千钧”的密钥
本报记者 刘松柏

编者按 高性能纤维因其具有耐腐蚀、耐高温、耐

磨损等优越的力学及物理化学性能，可谓“一发千钧”，

广泛应用于航天、军工等领域，民用规模也越来越大，其

中最为典型的是碳纤维。目前，全球碳纤维市场的95%已

被国外大型企业所占据。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碳纤维产业

尚处于“幼稚期”，多集中于通用、基础和低档次品种上。

今年3月，工信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碳纤维行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到2015年我

国碳纤维产业的发展目标。如何寻找差距、突破瓶颈，实

现目标，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高性能纤维行

业专利分析报告》课题组的四位专家，他们从专利的角度

为行业人员提供了一些新的观察视角。

『
』

“在高性能纤维中，碳纤维占突出地
位，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局化学发明审查部纺织化学处处长
沈琏说。她带领的课题组在对碳纤维、芳
香族聚酰胺纤维等 5 种高性能纤维的全球
专利申请分析后发现，专利申请量最大的
是碳纤维，占总量的 71%。

课题组进一步分析发现全球碳纤维
专利申请的几个特点：一是目前使用的高
强型和超高强型碳纤维中，约 90%为聚丙
烯腈基（PAN 基）碳纤维，而且专利集中
在东丽等少数企业。二是碳纤维应用方
面的全球专利申请量远远高于生产工艺

方面的申请量，特别是 2000 年之后，应用
上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工艺上的。平
均来看，全球碳纤维专利的应用申请是工
艺申请的 4.6 倍。三是世界 PAN 基碳纤
维各技术分支：聚合、纺丝、成碳热处理等
的专利申请量一直较平均，与此不同，中
国市场各分支在 2002 年以后才出现大规
模增长。

沈琏解释，应用领域专利的快速增长表
明，碳纤维的应用领域正在急剧扩大，企业
越来越重视对碳纤维下游产品的开发和保
护。据了解，碳纤维应用的中国专利申请量
为 9394 项，生产工艺方面的中国申请量为

1398项，前者是后者的6.7倍。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员阚

泓说：“聚合、纺丝、成碳热处理决定着碳纤
维的质量和性 能 稳 定 性 ，而 恰 恰 这 方 面
是我们国家的短板。”目前，我国碳纤维
的总产量在 2000 吨左右，由于原丝质量
等因素的制约，其产品强度低，均匀性和稳
定性较差。

“国外注重产业链创新和保护。”阚泓
说。如，碳纤维生产工艺及应用领域申请
量全球排名前九的都是日本申请人，这些
企业覆盖了从化纤、纺织、化工、电器，到
钢铁制造等不同领域，“这意味着日本的
碳纤维技术已经在其应用领域形成了遍布
上中下游的稳定的产业链”。课题组建议，
今后我国不仅要在生产工艺上的各技术分
支，而且要在应用上的各领域，全链条推进
碳纤维技术创新。

无论在碳纤维生产各环节，还是复
合材料应用各领域，日本的东丽、三菱丽
阳和东邦三家企业的专利申请“遍地开
花”，而且集中了 PAN 基碳纤维的主要
技术。三家企业的 PAN 基碳纤维生产
工 艺 专 利 申 请 量 占 全 球 申 请 总 量 的
52.6%、占日本的 76%。

东丽等企业是如何做到的？课题组
通过分析日本、美国企业的专利，揭示了
他们在研发投入和运作、掌控关键技术、
强化专利布局以及稳固市场地位方面的
种种策略。

在人才方面，一是研发人员布局合
理。东丽在生产工艺、复合材料和应用
方向的研发人员规模相当，有着对应于
全产业链的均衡分布。如，PAN 基碳纤
维各研发团队基本涵盖聚合、成碳热处
理、纺丝、油剂等各个方面，使得在研发出
T300 后 ，能 够 同 时 对 T400、T700 和
T800进行后续的技术升级。二是核心发
明人作用凸显。如，早期专长 PAN 基碳
纤维工艺研发的核心发明人平松徹，主导
了T300至T700产品的开发。该团队的
松久要治在参与 T400 和 T700 的研发
后，过渡成为下一代核心发明人，主导开
发了T800、T1000 和 MJ 系列，此间，团
队又产生了新的代表性传人。

“东丽 40 余年的实践展示了创新型
企业研发团队成功运作的模式。”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员董喜庆说，

“比较而言，我国碳纤维研发队伍还不能
满足技术发展的要求。”

在专利布局方面，课题组分析发现，
东丽公司涉及碳纤维生产工艺的申请，
99％都是以总公司作为惟一申请人；在
应用技术上则较多地采取共同申请的方
式，选择与产品应用目标相匹配、有市场
开发潜力的对象合作；东丽还根据其技
术输出和占领市场的需要选择申请专利
的国家。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
查员褚战星评价说：“在其擅长和强势的
碳纤维生产领域，全部为独资或全资公
司，将主要生产技术牢牢掌控；而在相对
弱势的上游领域和下游领域，则采用优
势互补、合资合作的方式，这充分体现了
其市场导向的专利布局策略。”

课题组专家均认为，我国的碳纤维
还处于研发和起步阶段，存在着技术不
成熟，生产成本高，产品竞争力弱等问
题，如何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东丽等公司在研发上的人才策略和专利
策略，对我国很有启发和帮助。

“创新驱动”·大家谈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长期处在一个

高增长阶段,其重要原因是我们运用市场

经济打破了原来体制的束缚，激发了企业

家和员工的活力，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生

产链，成为全球制造大国。同时，也与我

们利用国家的计划手段，用高强度刺激投

资密切相关。但是，这30多年的增长主要

是制度、管理和经营模式的创新,核心技术

仍然靠引进。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深层次的矛盾日益

突出，创新驱动问题上升为新的国策。创新

驱动就是要从中国发展的瓶颈中找到新的

解决方式，找到新的产业，要求企业的发展

依靠创新，通过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来

提高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系要

运用新的绩效考核体系,不能仅注重GDP,更

应考虑增长的质量。要强化知识产权体系,

让创新的企业获得超额的利润，进而转化为

创新的动力。要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给中

小企业以更平等的待遇,通过新企业、新商业

模式实现快速增长。要通过注重人才的培

育和发展，让新型企业家不断涌现。

创新驱动要求我国必须建立新的经济

宏观管理体系。长期以来，我国通过科技

部管科学技术，大学研究所是创新的重点

部门，但实际上，大量的创新是市场驱动

的；我国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管投资,但实

际上，由于只有成熟的产业才适合规模投

资，因此大量的投资本身不是创新驱动的；

我国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管工业，但实际

上，工业技术的复杂多变，也不是一个部门

高高在上拍脑门拍出来的。因此，现有的

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创新驱动的需要，政府

部门之间需要更高层次的协调和合作才能

推进真正的产业创新。

创新驱动还要求我们的产业要融入全

球的创新体系中。我们要利用全球的科技

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和金融资源，以共

享的方式参与全球创新，才能出现真正全球

化的创新企业。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本专栏至此结束)

创新驱动需要系统谋划
□ 柳卸林

一种像棉花一样柔软舒适的纤维，可瞬
间抵御上千摄氏度的火焰而“毫发不伤”，在
250 摄氏度可长期使用⋯⋯这就是芳砜纶，
由上海纺织集团研发的一种高性能纤维，拥
有全部核心专利、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我国能在芳香族聚酰胺领域的一个技
术分支上取得如此成绩，并不容易。“这是40
年坚守，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上海纺织
集团旗下上海特安纶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晓峰感叹说。从 1973年上海纺织科学研
究院在实验室研制成功芳砜纶纤维至今，小
试、中试再到产业化，每前进一步都经历了
试验、失败、再试验的煎熬，“放弃”的念头不
时在研发团队的脑海中闪现。汪晓峰说，成
功就是比失败多坚持一会儿，这“多一会儿

的坚持”让特安纶公司收获了硕果。2007
年 3 月，特安纶公司申请了 4 项关于制备方
法的专利。

然而就在此时，竞争对手运用专利战
略制造的威胁正在悄悄逼近。汪晓峰说，
就在特安纶公司初步实现芳砜纶产业化、
准备进入国内外市场之际，该大牌公司意
识到芳砜纶产品的市场潜力以及对其产
品的威胁，立即利用专利战略，进行了抢
占市场的专利布局。2007 年 4 月开始，该
大牌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专
利布局，在纤维、纱线、织物、防护服、制备
方法、绝缘纸、可印刷的耐高温纸材、复合
材料和袋式过滤器等领域进行了上、中、下
游整个产业链的布局。

“跨国公司的专利围堵，给我们今后的
市场布局带来了威胁。”汪晓峰说，比如，目
前芳砜纶应用主要集中在防护、过滤、复合
材料、纸材等四个方面，但这些下游领域已
有国外公司来华申请。怎么办？特安纶瞄
准国外公司专利布局的空当，上游在纤维改
性后处理、染色方法及设备，中游在纺纱装
置，下游在防护手套、阻燃胶带等领域进行
了一系列布局。“今后，彼此若要进入对方专
利领域生产，不得不交叉授权，有效破解
了国外大牌公司的专利绞杀。”

目前，特安纶公司拥有专利 20多项，为
芳砜纶纤维的产业化和走向国际市场竖起了
坚固的知识产权盾牌。

文/本报记者 刘松柏

碳纤维全球申请量构成

五种高性能纤维专利申请量分布

碳纤维在华专利申请

主要申请国

成功就是比失败多坚持一会儿

合理布局

人员及专利

推进产业联盟模式

注重全链条式创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文瑞认为：

玉门油田有条件重上百万吨

本报讯 记者刘松柏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石
油勘探开发专家胡文瑞日前表示，我国西部老油田、
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摇篮”的玉门油田，有条件再
次达到年产原油 100万吨规模。

胡文瑞说，玉门油田所依托的酒泉盆地和外围
盆地，国家三次资源评价总资源量 8.18 亿吨，其中
酒泉盆地作为富油凹陷，资源量 5.86 亿吨，探明
1.79 亿吨，探明率 31%，外围盆地资源量 2.32 亿吨，
基本上还是空白区，勘探的前景还十分广阔。

据了解，“玉门油田重上百万吨勘探开发关键技
术研究”已被列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科技专项。按照规划，到2018年该油田将实现年产原
油100万吨，之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稳产到2039年。

世界首台 AP1000核电机组获新进展

“主动脉”焊接完成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世界首台 AP1000
核电机组——我国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三门核
电站 1 号机组于近日完成了主冷却剂管道所有焊口
100%厚度的实体焊接。

据了解，主冷却剂管道被称作核电站的“主动
脉”，其制造技术在国内外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三门核电站 1 号机组于 2012 年 10 月 4 日正式开始
主管道施工，整个施工过程历时 181 天，采用了激光
跟踪测量及 3D 建模拟合、现场数控坡口精确加工、
窄间隙自动焊、激光跟踪测量焊接收缩变形等先进
技术，保障了焊接质量和效率。

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下，渤船重工、二重等
单位经过 3 年多努力，攻克了特殊不锈钢冶炼、电渣
重熔、整管锻造和弯制工艺等技术难关，掌握了三代
核电锻造主管道全部生产制造技术，实现了国内采
购，大幅降低了主管道的采购成本。

美国公布脑科学研究计划

本报讯 美国 4 月 2 日公布脑科学研究计划，
旨在探索人类大脑工作机制，绘制脑活动全图以及
针对目前无法治愈的大脑疾病开发新疗法，希望能
在大脑研究领域作出类似人类基因组计划为遗传学
所作的贡献。

人类大脑的复杂程度以及发挥的作用是其他任
何器官无法比拟的。因此，一旦在人类大脑运作机
制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其重要意义甚至超过人类基
因组工程。它不但有助于帕金森氏症、阿尔茨海默
病等目前无法治愈的大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并为
各种精神疾病寻找新疗法新途径，同时，还可以揭示
人脑高效率、高可靠性的原理，这一点对人工智能研
发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将帮助解决人机界面智能化
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奥巴马在今年 2 月的国情咨文中说：“希望和人
类基因组计划一样，通过 10 年努力绘制出完整的人
脑活动图。” （温宝臣）

201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可

定位、可遥控的胶囊内镜机器人近日在武汉东湖高

新技术开发区投入临床。胶囊安装磁定位芯片系

统，患者吞服胶囊后，躺在一种类似CT扫描仪的检

测床上，胶囊便会听从医生的无线磁场遥控指令，在

患者肠胃中上下左右翻滚、旋转或平移，定位巡视消

化道任意位置。图为“胶囊机器人”。 （郑明桥）

全球首款胶囊医疗机器人

武汉上岗

2013北京创想马拉松落幕

由北京创客空间举办的2013北京创想马拉松4月

14日落幕。来自不同行业的23名“创客”（包括艺术家、

设计师、学生等）自由组队，在48小时内设计制作了“七

步成诗”互动装置、意念音乐、手机拍摄防抖器、体感音

乐互动等作品。图为“创客”刘阳向观众展示其小组设

计的产品“手机拍摄防抖器”。 马 平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