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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半瑞典“血统”的机器人行业老
大 ABB 公司没有想到，在其家门口，瑞典
沃尔沃公司没有选用他们的产品，而是选
择了新松机器人自动化公司提供的移动
机器人解决方案。

新松公司总裁曲道奎觉得阔步走出
去的新松是对国际机器人巨头全面布局
中国的回敬。他坦言：“在国内我们是老
大，但在国际市场还是小个子。”不过，新
松却是国际巨头一心想“放倒”的小个子，
因为这小个子“蹿”得太快了。2000 年从
零起步，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40%，怎不
叫对手警觉！

技术换来尊重

2013 年 增 长 41% ，2014 年 增 长

54%，井喷式增长的中国机器人市场已经
成为全球机器人公司看中的“大蛋糕”。
一些国际同行紧盯着中国机器人行业领
头羊新松，看新松为代表的中国品牌是否
发起价格战。

斯文儒雅的曲道奎并不在意面对面
与狼共舞。他语气坚决，“吃技术饭的新
松不走低价低端路线，我们推出的高端机
器人已经和进口机器人价格持平。”许多
国际订单，都是新松通过与国际机器人企
业同台竞技拿下的。例如移动机器人，国
外企业凭借先进的非接触感应式充电技
术，长期霸占中国市场。新松亮剑拿出独
家本领——混合式充电技术，使移动机器
人能有效应对突发断电和意外跑偏，并支
持电磁导航、激光导航等多种导航方式，
这些突破让老外瞠目结舌。靠技术说话，
新松移动机器人不仅实现了批量出口，还
一举拿下 95%的国内市场份额，首次在高
端制造领域对进口品牌形成一边倒的“挤
出效应”。

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脱胎而来的
新松创业者，直面市场也曾“拔剑四顾心
茫然”。用新松中央研究院院长徐方的话
说，什么市场公关，什么打通人脉，都不灵
光，只会走技术这条直线、正道，开口闭口
讲技术已融入每个人的基因里。那怎么
过日子？徐方两手一摊，两膝一拢，做守
株待兔状，“最初撞上门来的活计都是‘啃
骨头’和‘卡脖子’项目。”

先说什么是“啃骨头”。国内第一条
汽车自动化生产线原先采购的是国外机
械手，合作进行到一半，外方退出了。没
人愿接手的烂摊子交给新松，死马当作活
马医，新松全体总动员，解剖麻雀似地逐
一攻关。不期然间的成功，竟让新松由此
一炮打响！后续订单接踵而来。

再说说“卡脖子”。当今世界，制造业
强国尚握有一张王牌——芯片，附带着生
产芯片所用的真空机器人都牢牢掌控，凡
出口中国均设立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和飞
行检查条款。洁净（真空）机器人成了严

重制约我国半导体设备制造的“卡脖子”
项目。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东西，新松决
定自己做。继国家“十一五”重大攻关项
目真空机械手成功填补国内空白之后，新
松乘胜出击，相继开发出洁净镀膜机械
手、洁净搬运机械手、洁净物流自动输送
设备等产品，为国家拿出了全套“交钥匙”
工程。作为洁净机器人领域国内唯一的
供应商，新松为国内半导体、LED、光伏、
核电、医药、金融等行业首次提供了具有
中国话语权的解决方案。

新松的突破打破了国外大企业的垄
断，国际机器人厂商主动削平门槛放低身
价，傲慢与偏见搁在一边，转而钦佩新松
的及时补缺是令人尊重的“中国填空”。

掌握该掌握的

创出名堂来后，质疑不可避免地袭
来：新松机器人很多零部件都是进口的，
还谈什么竞争力？ （下转第二版）

新松机器人：重塑“中国制造”新优势
本报记者 孙潜彤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

键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

出市场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决定

性力量，让创新成果更好更快地

进入市场，创造出价值。能不能

以“市场之手”引导技术研发方

向、路线选择和各类创新资源配

置，关系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

否真正落地。中央强调“建立技

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可谓抓住

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成为

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科技创新大

国，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

行者”、“领跑者”转变，数十万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数千家科技

“小巨人”企业形成了铺天盖地、

顶天立地的良好创新局面。然

而，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方

面，我们还只是初具雏形，仍面临

着市场机制不完善、企业创新能

力不强等问题，远远不能适应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改

变这种局面，既需要政府大力减

少和纠正用行政手段包揽、直接

介入或干预科技创新活动的做

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创新激

励政策、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

境上来；同时也要放手让市场“说

话”，加快建立由市场决定技术创

新立项、实施和评价的机制，突出

企业和市场的作用，充分激发各

类主体参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破除阻碍创新的思想藩篱，

冲破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出路

别无选择，惟有改革。此次中央

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大部署中，围绕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

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提出了很多“接地

气”的改革举措，包括扩大企业在国家创新决策中话语

权、完善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提高普惠性财

税政策支持力度等。这些改革最终都指向一个靶心，就

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让市场

这只“无形的手”充分发挥作用，为创新驱动提供良好的

体制机制保障。

紧扣完善体制机制的重大任务，把中央提出的政策

措施层层落实，并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来实现，就能不断

改善市场环境和基础条件，让科技创新在“沃土”中结出

累累硕果。

以
﹃
市场之手

﹄
引导创新方向

本报评论员

“深化改革 推动创新”系列评论 ⑥

羊 年 除 夕 ，全 民“ 摇 一 摇 ”发 送 了
10.1 亿次“红包”，用一场移动互联的狂
欢，将生活和科技创新紧紧地“摇”在一
起。这个趣味现象恰好折射了 2014 年
中国自主创新的新风貌，那就是科技与
生活、大众、创业、文化等因素正多维交
织，科技进一步投向了市场和经济的
怀抱。

变化，让我们迫不及待地回溯：这一
年，创新驱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下的新引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受到前
所未有的关注；这一年，我国对科技计划
管理进行“大手术”，政府让位专业机构，
不再直管项目；这一年，我国推动高速铁
路、特高压输变电、核电、水电等重大技
术装备走向世界⋯⋯

成就，让我们马不停蹄地探索：这
一年，“蛮拼的”中国创新用怎样的精彩
成绩赢得了世界“点赞”；这一年，面对
新常态下的新挑战，中国创新又有怎样
的不足和困惑；这一年，创新驱动躬行
者们在披荆斩棘的探索路上又积累了
哪些思考和建议？

为此，在今年 2 月到 3 月间，《经济日
报》拿出 30 多个版面，连续第四年对我
国自主创新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充分展
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取得的创新成果
亮点，客观探讨我国自主创新事业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并以此文为 2014 年的自
主创新总体情况进行总结。

创在中国 面向世界

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围
绕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步步深入、
铿锵有力，让我们迎来“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新时代，为我国经济发展驱动

“创新引擎”，也让“中国智慧”在世界舞
台上愈发光彩夺目。

一、改革加速取得实质进展
2014 年，我国 GDP 增速 7.4%，经济

发展步入新常态。新常态的关键特征就
是要将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
转向创新驱动。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 2014 年
多次就科技创新发表重要讲话，对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做出重要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会、国务院常务会专题研究科
技工作达到 15 次之多，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公报 10 多次提及“创新”，强调必须让
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伴随着顶层设计的强化，围绕科技
创新的改革步伐铿锵有力。2014 年，

《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
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备受关注，提出
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依
托专业机构具体管理项目等改革举措，
被认为是对中央财政支持的科技计划、
项目、基金管理体系的“重构”；国务院首
次对科技服务业发展做出的全面部署，
印发《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知识产权
局印发了《关于开展深化中央级事业单
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
试点的通知》，实现了将单位科技成果的
处置收入从分段按比例留归单位改为全

部留归单位等重要突破；《关于国家重大
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
放的意见》获审议通过，直击科研设施的
利用率和共享水平不高等问题；在 2014
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中科院和工程院分
别修改章程，对院士遴选、退出等制度进
行改革，推动院士制度回归学术本质。

二、创新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2014 年 ，全 年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R&D）经费支出 13312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2.4%，占国内生产总值 2.09%；国际
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 2 位，被引次
数上升至第 4 位；国内有效发明专利预

计达 66 万件，比上年增长 12%；全年共
签订技术合同 29.7 万项，全国技术合同
成交额达 85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8%；
全时研发人员总量预计达到 380 万人
年，位居世界第一，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
发人员数量达 49.2 人年，科技人力资源
规模和质量进一步提升。

2014 年，国家安排了 3997 项科技支
撑计划课题，2129 项“863”计划课题。
截至年底，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32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54 个，国家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 1098 家。全年国家新
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支持设立 213 家创
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 574 亿元，投资
创业企业 739家。

三、重大突破赢得世界肯定
2014 年，我国在基础前沿、战略高

技术等领域取得系列突破。在基础研
究方面，首次获得靶向基因编辑灵长类
动物模型，为人类疾病基因治疗奠定基
础；鸟类起源研究成果入选《科学》杂志
十大重大科学突破；首次运用水热法发
现转变温度 40K 的新型铁基超导材料；
发现新生期心脏具有重新生成冠状动
脉的能力，相关文章被《科学》杂志作为

“亮点文章”进行专题评论；提出并验证
了一种既可提高产量又可降低环境成
本的种植模式，被《自然》杂志执行主编
评价为代表着“令人激动的和开拓性的
农业科学研究”。

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天河二号连续
四次位居世界超级计算机榜首，在生物
医药、工程仿真、智慧城市等领域应用
取得显著效益；高分二号推动中国民用
遥感达到亚米级高分辨率；快舟二号成
功升空，提升了我国应急观测能力；深
水钻井平台在南海测试获得高产油气
流；4500 米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系
统（海马号 ROV）海试成功；杂交水稻百
亩均产达 1026.7 公斤，创下新的世界纪
录；“中国云”研发形成亿级任务的系统
解决方案，支撑阿里云、百度云等重要
云服务。

四、创新创业吸引全民参与
2014 年 3 月以来，我国平均每天诞

生 1 万多家企业，出现了大众创业、草根
创业的“众创”现象。2014 年，全国科技
企业孵化器数量超过 1600 家，在孵企业
8 万余家，就业人数 175 万；国家高新区
115 家，园区注册企业超过 50 万家，仅中
关村新增科技企业 1.3 万家；全国创业投
资机构 1000 余家，资本总量超过 3500
亿元；全国近 30 万项技术成果通过技术
市场转移转化。

（下转第二版）

全 民 拥 抱“ 创 ”时 代
——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2014年度报告

经济日报“自主创新”调研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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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 准 中 高 端 潜 心 铸 品 牌
“中国制造2025”路线图呼之欲出，其“点将”的10大

领域不仅已成为股市关注的热点，也令中国制造业跨越
式升级的方向更为清晰。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领域
发展，让中国10年内迈入世界制造强国之列，必须始终
依靠创新驱动，推广智能制造，做大“互联网+”，实现中
国制造业跨越式发展。 （五版）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发布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

法》。从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职业年金制度。职业年金所需费用由单位和工作人员个
人共同承担，职业年金基金采用个人账户方式管理，个人
缴费实行实账积累，单位和个人缴费基数与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一致。 （二版）

中国经济新常态利好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平稳进入新常态，增速保持在7%左右，引

起全球广泛关注。巴基斯坦中国问题专家苏尔丹·哈里表
示，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是中国政府有控制的调整。推动
经济改革和鼓励竞争、创新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
是中国全球经济领导力的新体现。与此同时，中国推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将帮助中国实现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权
重调整，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 （四版）

社保基金投资地方债是剂良药
社保基金投资地方债，既表明我国地方债不会爆发

较大风险，还可以对社会资金产生示范带动效应，带动
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而且，社保基金的投资扩
围，可以为“质”的城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有利
于形成对地方建设的市场监督机制，促进地方主动控
制债务风险。 （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