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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

芬兰，是 2013 年浦江创新论坛的主宾
国。以前，一提到芬兰，人们更多地会想到诺
基亚。可现在，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全球移
动通信领域的龙头老大，正被一只“小鸟”叫
板。《愤怒的小鸟》是芬兰Rovio公司开发的一
款小游戏，2009年问世后已在全球拥有7500
万粉丝。这款游戏让这家不大的公司赢得了
两家风投机构总计高达 4200万美元的首轮
融资。这只风靡世界的小鸟，不仅让芬兰航
空专门为它开通了国际航班，将客机全身喷
涂上了它的图案，还被美国宇航局邀请做代
言人，拍摄宣传片。人们猛然发现，“愤怒的
小鸟”似乎正在成为新的“芬兰形象”。

“小鸟”之所以能叫板巨头，是因为它踏
准了时代的创新节拍。这既是一个企业崛
起的秘诀，更是一个国家升级的关键。芬兰
从曾经落后的北欧小国，仅用不到一个世纪
就发展成为国家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三的强
国，成就了“芬兰奇迹”。这背后依靠的关键
力量，就是政府对创新的强力推动。他们设
立芬兰国家技术开发与创新中心(Tekes)，

每年可支持和服务超过 3000 家公司、近 50
所高校和 800多个研究机构，强有力地统筹
和引导科技创新。他们还设立科技创新基
金会，隶属于芬兰议会，独立运作，大力支
持中小型科技企业。芬兰依靠优质的国家
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拥有了升级发展的
强力引擎。

借鉴芬兰，我国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也
在不断优化中。万钢强调，加强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顶层设计，是实施好这一战略的
关键步骤。要进一步抓好创新政策、产业政
策和经济政策的衔接协调，抓好科技创新管
理和资源的统筹协调，抓好对经济社会文化
生态等发展的全面支撑，抓好面向未来的科
技储备和人才队伍，在加大科技开放合作等
方面积极开展工作。要认识并理清推进科
技改革和创新中存在的制约和关键问题，在
密切科技与经济结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改变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分散封闭重复低效、
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健全创新环境和政策等
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务求新的突破。

10 月 29 日中午 12 时，小米手机再次

开放购买,10 万台小米手机 3 和 3000 台

小米电视均在几分钟内售罄。

由小米手机的快速售罄联想到小米

科技公司的成长速度。这家成立于 2010

年的公司从创业到销售额突破 100 亿元

仅仅用了 3 年时间，而 1984 年成立的联

想集团却经历了 15年的市场征战。

小米如此快速成长固然与创始人、技

术、商业模式等诸多因素有关，但不容否认

的是，通过市场配置创新资源是秘诀之一。

检视小米的发展历程，人们可以看

到 ，当 确 定 要 采 用“ 铁 人 三 项 业 务 模

式”——硬件、软件和互联网服务创业时，

小米就从摩托罗拉、金山、微软、谷歌等行

业龙头公司吸引技术精英组建创业团队，

平均年龄 30 岁以上，经验丰富不言而喻；

当需要制造手机时，小米选择了富有手机

制造经验的英华达和富士康为其代工组

装；当准备进军电视领域时，小米就全资

收购了在此领域已具一定功力的多看科

技公司⋯⋯很显然，小米的这些“手法”完

全是托多年的改革开放之福，若让 30 年

前的联想来施展是根本不可能的。

的确，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科技体

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

断扩大，为小米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可能。

在产业界，小米令许多创新创业企业

羡慕不已。他们认为，市场配置创新资源

的“手法”不是谁都可以如小米般马到成

功。仔细分析小米手机的全产业链，人们

不难发现，在前端的研发、中端的生产阶段，

人才、技术、制造等资源已经都可以通过市

场快捷配置，而在后端的产品营销、品牌塑

造阶段，作为直接面对每一个消费者的智

能手机，只要性价比好，是“让用户尖叫的口

碑产品”，老百姓就会买，无需谁批准。

然而，在现实中更多的创新创业企

业就没有小米幸运。他们即使在其产业

链前端、中端有如雷军般配置资源的能

力，而在产业链的后端，却要面临行业垄

断、准入或者是无以言说的“潜规则”，只

能徒呼奈何。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近

日我国多地为雾霾所困，有一家叫做北

京赫宸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虽有治

霾的“独门绝技”却无法施展，只能干着

急。这家公司生产的静态清灰袋式除尘

器虽然可使燃煤烟气的粉尘浓度降为

5mg/m3，远低于国家 30mg/m3 的排放标

准，但是却无法进入燃煤烟气的排放大

户——各大发电集团。

北京赫宸们面临的这一困境反映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深层次体制和政

策弊端，为了有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实施，必须在深化改革上取得实质

性进展，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市场更大范

围、更为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

作用。为此，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

活动的直接干预，制定和完善以创新为

内核的产业、科技、知识产权、贸易、财

税、金融等政策，尤其要重视制定和落实

与促进市场对创新需求有关的政策，如

政府采购，打破垄断，放宽准入等，让竞

争择优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如此这般，科技第一生产力定能最

大限度地得到解放和发展，届时，越来越

多的小米将会不断涌现。

让更多的小米不断涌现
□ 柯 辉

科海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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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上海，因2013年浦江创新论坛的召开，创新的氛围更加浓厚。论坛上一个个

直击创新驱动核心的发问直扣人心，发人深省——

新材料

隔热智能窗户可提供太阳能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科学报告》期刊近日刊
发一篇论文，表明我国科学家已成功将太阳能电池植入
一种可自行调节（以近红外光形式）热传递的“智能窗
户”，并能同时保持窗户的透明度。这种智能窗户集节能
和发电两大功能于一身。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大学教授
高彦峰与其科研团队设计了一种智能窗户，利用二氧化钒
能根据环境温度不同而调节太阳红外光的穿透率的特性，
增减光线对玻璃中太阳能电池的散射。他们预计，这种设
备将有助建筑物降低采暖、照明和降温等所需的能源成本。

新发现

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蜱传立克次体病

本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国际著名期刊——《新英
格兰医学杂志》近日发表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
病学研究所所长、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曹务春研究员团队两篇关于新发蜱传立克次体病的
学术论文，受到国际同行高度关注。

据介绍，蜱俗称草爬子、隐翅虫，可暂时寄生在牛、
羊、狗等动物体表，从而成为多种人兽共患病的传播媒介
和宿主。近几年，随着叮咬致人死亡的新闻不断，蜱虫逐
渐被人们熟知。2012 年，曹务春团队与黑龙江省牡丹江
林业中心医院密切合作，建立起蜱媒传染病监测哨点，在
世界上首次发现人感染西伯利亚立克次体 BJ-90 亚种
病例。此后，该团队对被蜱虫叮咬患者进行持续的病原
监测，又首次发现多例新塔拉塞维奇立克次体感染病人。

在我国各个创新领域，活跃着一大批
怀揣梦想，手握技术的创业者。可现实的
道路总比梦想的虹桥泥泞湿滑得多。零
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就发现，他身
边很多创业的“技术宅男”最发愁的是为
自己的技术寻找市场。“有一些创业者在
初创期会获得政府和天使投资者的支持，
但之后一段时间很快进入创业僵局，就是
自己有好的产品，但是找不到好的市场。”
袁岳说。

80 后创业者，北京灵动快拍创始人、
CEO 王鹏飞就曾遭遇过这种困境。他
说：“我们公司最早有技术，但很长一段时
间找不到市场。最后破解的方法，就是依
靠商业模式创新。只有把自己的产品变
为市场服务，才能在应用中体现产品和公
司的市场价值。”

他们新近推出的“扫码购物”，就是基

于自己的二维码识别技术，推出的一种新
型服务模式，用户在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后，可直接进入快拍平台进行购买。相比
他们之前仅提供二维码营销方案、产品防
伪溯源方案以及扫码工具的商业模式，用
王鹏飞自己的话说，“显然离钱更近”。

除了来自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上的
挑战，资金也是阻碍创业者成为真正创新
主体的要因。德同资本主管合伙人邵俊
坦言：“美国风险投资，尤其是早期的风险
投资，是非常长期的钱，很耐心的钱，跟产
业化、研发成果、学校资源密切匹配。美
元基金一般是 10+2，10 年基础上可再延
长 2 年，而我国大多数的基金基本实行
5+2，这样的基金结构怎么投资早期的创
新企业？我呼吁有更多长期、有眼光的机
构和投资者介入，使得资本更有效地跟创
新、跟高企结合。”

先来看这组成就：我们的大容量动态
随机存储器芯片一举打破长期依赖进口
困局，应用到平板电脑且出口欧洲；我们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嵌入式 CPU
芯片应用已超 7600 万颗；安装自主研制
的三模双通道卫星导航射频芯片的导航
产品销售金额已超 4000 万元⋯⋯“中国
芯”博得了世界的阵阵掌声。

然而，一个小小的圆珠笔芯却使人黯
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圆珠笔生产国，我
们的圆珠笔笔尖珠芯近 90％来自进口。

“空芯”的结果，就是我们以 1 元钱价格出
口，减去进口材料的钱和劳动力成本，仅
有 5分钱的利润。

浦江创新论坛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徐冠华再次以圆珠笔芯为例警醒国人：

“传统产业不等于低端产业。高科技产业
如果只停留在组装、加 工 、制 造 的 低 附

加 值 环 节 ，和 传 统 制 造 业 其 实 并 无 本
质区别。”

芯片和笔芯，分别代表了新兴产业和
传统产业。一提到“创新”，人们似乎更倾
向于关注高技术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徐院士认为：“我们不能把传统产业
孤立在主流的科技政策、创新政策和产业
政策之外，应该高度关注传统产业的创新
发展。”

在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发展上，我们在
不断努力。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万钢介绍：“技术创新同时支持着传统产
业的升级，如我们组织实施‘十城千辆’新
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程、‘十城万盏’半导
体照明应用示范工程、‘金太阳’光伏发电
示范工程；工业信息化、数控一代的应用，
都在加速高新技术扩展，积极促进产业结
构的调整。”

长期以来，作为创新高地的高校和科研
机构似乎总和市场、经济之间隔着一道墙。
事实上，封闭地埋头搞教育、做科研已与创
新驱动环境格格不入。“现在大学对于社会
的承诺，和历史使命告诉我们，学校必须打
开校门，必须用知识推动社会发展。”同济大
学副校长伍江说。同济一方面组建学术性
技术转移公司，帮助教师队伍进行技术转
移，一方面从学生抓起，组建大学科技园平
台和大学生创意园。他们已经形成了环同
济知识经济圈，即同济大学知识外溢形成的
产业及由此衍生的产业集群化的经济活动
圈，其年产值从 20 年前的 10 亿元发展为如
今的 180亿元。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钮晓鸣强烈
呼吁“开放创新”：“因为漏斗效应，很多研发
面对市场、产业、产品时是局部的。但如果
我们打破‘围墙’，实现开放创新，让外部资
源集聚到我们的研发中，尽管漏斗不能漏到

当前市场，但能有效溢出，共同来面对未来
市场，这就是开放创新的好处或者它的根本
利益所在。”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开放创新
的做法一是搭建研发和创新平台，帮助中小
企业创新，另一个就是组织产业链联盟。

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埃其·列巴瓦利(Erkki KM Leppa-
vuori)认为，研究创造新知识，能够成为我
们创新的来源，而且研究和教育的作用，会
在培育、开发和更新知识资本的时候得到强
化。创新流程最好应该是基础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以及企业发展之间的一种无缝的、完
美的互动和关联。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徐建培在介绍我
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方向时谈道，将推动
高校和科研机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
明确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换业务，
推动这样的技术转移专业人才队伍和工作机
制，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与扩散。

一问：

芯片和笔芯哪个更重要

二问：

“技术宅男”为何创业难

三问：

科教机构的“围墙”该不该拆

四问：

“小鸟”为何能叫板诺基亚

图片说明
①创设于 2008 年的浦江创新论坛每年都会掀起社会对创新的议论热

潮。图为专家云集的 2013 年浦江创新论坛现场。②我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

断优化，青年人创业热情高涨。图为在我国新型创业孵化器车库咖啡内工作

的三位“80后”创业者。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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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奖项

第二届中国生物识别产业创新论坛召开

本报讯 第二届中国生物识别产业创新论坛近日在深
圳召开，主题是“感知中国时代的生物识别产业创新”。

本次论坛由生物识别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办，
通过投票评选出了 2013 年度中国生物识别行业卓越产
品奖和生物识别应用创新奖。其中，北京捷通华声语音
技术有限公司的灵云产品和山西中科博杰科技有限公司
的基于云计算技术的高效人脸识别系统获生物识别卓越
产品奖；北京海鑫科金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点领域
人像识别监控系统与上海力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兴
设备指纹移动终端获生物识别应用创新奖。 （何 敏）

新研讨

“芦荟与健康”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芦荟与健康”研讨会暨2013
年芦荟产业专业委员会年会近日在京召开。

会议就我国芦荟产业现状、发展趋势、芦荟在化妆品
中的应用特点、国外芦荟的科学研究与开发应用以及科技
金融创新与芦荟产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演讲。专家
们表示，营养健康食品正成为未来发展的机会点，因此要
进一步推进食品产业开发芦荟营养功能产品。

浙江大学陈红胜教授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可见光

波段多边形“隐身衣”的设计方法，理论上能够实现在各

个方向上的隐身效果。图为 10 月 31 日，该团队工作人

员演示一件“隐身”装置的效果。当一支铅笔被放入该

装置中时，铅笔的中间部位“不见了”，但该部位的背景

图案仍然可见。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摄

新发明

浙江大学研发“隐身”装置

在甘肃兰州，一家 3D 打印照相馆受到市民关注。在

这里，花上几百元就能“克隆”出一个缩小版的“你”。据

该照相馆馆主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朱守会

介绍，由于团队自主研发了影像采集设备，加上艺术设计

专业优势，使得制作成本大大下降。图为顾客张莉的人

像“立体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新创意

兰州3D照相馆走近寻常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