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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钢铁业规模迅速扩张 ,技术水平显著提高。随着产业的发展 ,中国钢铁

业的技术创新机制也从政府主导、行业研究机构研发、企业推广应用的模式转向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

作模式。其中 ,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研体制改革的制度背景 ,行业规模扩张和结构变化对企业创新

投入激励的增强作用 ,以及钢铁业技术体制自身的特点 ,是引起这种变化的关键因素。以市场化模式在全

球范围内参与技术创新合作 ,正成为中国钢铁业共性技术创新的新特点 ,同时 ,这种模式也带来了重复引

进或创新投入效率低下的问题。为了保持产业的持续发展 ,中国钢铁业还需要解决许多共性技术组织管

理与政府作用的问题 ,如何创新产业共性技术供给和扩散机制 ,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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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钢铁业经历了一个

快速发展的时期 ,不但产业规模迅速扩张 ,而且生产

装备不断更新 ,产品结构得到优化 ,技术水平显著提

高。我国钢铁业在一些关键共性技术上的成功突

破 ,是支持钢铁业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

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钢铁行业自身的发展 ,

钢铁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和共性技术发展的机制正在

发生变化。

1 　中国钢铁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

1990 年 ,我国的粗钢产量只有 6535 万吨 ,位居

日本、美国之后。1996 年达到了 10124 万吨 ,开始

跃居世界首位。2007 年我国的钢产量增加到了

48924 万吨 ,比世界排名第 2 到第 8 名国家的总量

之和还多 (日本 12020 万吨、美国 9721 万吨、俄罗斯

7222 万吨、印度 5308 万吨、韩国 5137 万吨、德国

4855 万吨、乌克兰 4283 万吨 ,合计 48546 万吨) 。

2007 年 ,我国年产钢 2000 万吨以上的企业由 2 家

增加到 5 家。①

中国钢铁业的快速发展不但是投资增加的结

果 ,也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在此期间 ,我国

钢铁工业技术进步的过程 ,主要是一个不断提高生

产流程的连续性、提高连续作业效率、降低能耗和成

本的过程。[1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钢铁业不但已经

拥有了许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装备 ,而且也

掌握了许多先进的产品开发、生产工艺和节能环保

技术。与此同时 ,中国钢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特别

是共性技术的创新机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2 　中国钢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 ,我国钢铁业的技术

创新 ,尤其是共性技术的创新机制 ,主要采用了政府

主导方向、行业研究机构研发、企业技术改造应用的

模式。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化和

钢铁行业自身的发展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 ,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组织作用逐渐弱化 ,中国钢

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以及共性技术的创新逐渐演变

成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的模式。

211 　政府主导方向、科研机构研发、企业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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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创新机制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钢铁业先后突破了 6 个

方面的关键共性技术 ,即连铸技术、高炉喷吹煤粉技

术、高炉一代炉役长寿技术、棒线材连轧技术、转炉

溅渣护炉技术、流程综合节能技术[2 ] 。这些关键共

性技术的突破和推广应用 ,对中国钢铁业改进生产

过程的连续性、提高作业效率和产品品质、优化企业

结构和产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直接促进了中

国钢铁业的快速发展。这些关键共性技术的创新多

是以行业主管部门确定技术方向、国家资助、行业研

究机构承担科研任务的技术攻关形式开展 ,先在少

数企业进行技术试点 ,再由行业主管部门大规模组

织生产企业以技术改造的形式对取得突破的技术进

行推广应用[3 ] 。

以高炉喷煤技术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初 ,我

国原冶金部和钢铁研究总院提出了以“氧煤强化炼

铁”为主的“八五”高炉喷煤攻关项目 ,原冶金部负责

项目的实施 ,研究经费主要来自国家拨款。钢铁研

究总院是项目的主要承担单位 ,参与单位还有钢铁

设计总院、北京科技大学以及鞍钢、包钢及天津铁厂

等依托单位。作为提高喷煤量的试点企业 ,鞍钢共

投入了 9753 万元用于高炉喷煤的技术改造。

高炉喷煤攻关项目分为若干子课题 ,下面又再

分多个专题 ,每项专题有负责单位和参加单位 ,设定

阶段性目标和终期目标 ,确定每年的计划和任务。

每个技术关键点首先在各自的实验室完成小型试验

和单次试验 ,各单位安排好计划进度 ,最后进入工业

性组装试验 ,由钢铁研究总院提出实施方案 ,试点企

业负责执行现场试验。最后 ,“八五”高炉喷煤攻关

项目得到了以 9 项关键共性技术为主体的成套技

术。

原冶金部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对推进高炉喷煤的

推广应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5 年 5 月 ,原

冶金部在太钢组织召开了高炉喷煤及炼铁工作会

议 ,提出了利用攻关和技术改造结合的措施 ,并安排

资金进行技术推广。1995 年在苏州召开的高炉喷

煤及炼铁工作会议上 ,进一步强调了高炉喷煤的重

要性 ,积极推进这一技术在企业迅速推广应用。在

行业主管部门的推动下 ,高炉喷煤技术很快在国内

钢铁业得到扩散。2003 年 ,全国平均喷煤达 110～

120 千克煤/ 吨铁 ,达到了国际平均水平。

“九五”期间 ,我国原冶金部选取了 11 项重大技术

列入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共投入资金8183 亿 ,其中国

家计划拨款 11502 亿 ,承担单位自筹 71328 亿 ,参加单

位有 100 余家 ,依托企业 30 家。“九五”期间列入国家

科技攻关项目的钢铁共性技术见表 1[4 ] 。
表 1 　“九五”期间列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钢铁共性技术

序号 　　　　　　　项目名称 是否共性技术

1 薄板坯连铸连轧技术开发应用 (95 - 523) 是

2
合金钢长型材新工艺流程技术开发研究

(95 - 524)
是

3 高效连铸技术研究 (95 - 525) 是

4 高效选矿综合技术研究 (95 - 526) 是

5 轿车用钢品种及工艺研究开发 (95 - 527) 是

6
难处理 (采、选、冶)金矿资源开发利用技术

研究 (96 - 521)
是

7 特种耐火材料制品开发 (96 - 522) 是

8
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开发 (97 -

123)
部分是

9 长寿高效高炉综合技术 (97 - 225) 是

10
钢铁工业综合自动化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工程 (97 - 562)
是

11 千吨级非晶带材及制品开发 (96 - A09) 是

　　资料来源 :茅益明1 中国钢铁产业共性技术发展研究 [ D ]1 北

京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20051
注 :6 大关键共性技术中的 5 项包含在上述项目中。表 1 中的 1

至 10 项由原国家计委立项 ,第 11 项由原国家科委立项。

　　作为中国钢铁业技术知识重要来源和主要研发

力量的中国钢铁研究总院 ,曾以牵头单位的身份参

加了高炉喷煤技术、高效方坯连铸技术、转炉溅渣护

炉技术等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系统集成 ,如表 2

所示。这些技术在许多钢铁企业得到了推广应用。
表 2 　钢铁研究总院参与研发和推广的部分共性技术

共性技术 推广数量 代表企业

小球团烧结法 20 多家 唐钢、首钢矿山公司等

连续热镀锌 30 多家 济钢、恒通、黄石等

高炉喷煤 30 家 鞍钢、武钢等

高效连铸 14 家 首钢、太钢等

溅渣护炉 10 家 济钢、通钢等

　　资料来源 :茅益明1 中国钢铁产业共性技术发展研究 [ D ]1 北

京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20051

212 　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

随着中国钢铁业的企业规模和技术能力的成

长 ,产业技术创新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大型

企业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 ,并发展起

较为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些企业的技术知识积

累日益增多 ,技术搜索和监测的视野已经扩展到全

球范围。中国钢铁业正在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

研合作的技术创新机制。

建立企业技术中心是我国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的技术创新机制而开展的制度创新探索。1994 年 ,

原国家经贸委等有关部委开始进行国家认定企业

(集团)技术中心的工作。到 2007 年 8 月 ,在 43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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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中有 20 家属于钢铁行业。

表 3 为 2007 年我国钢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结果及

排序。

表 3 　2007 年我国钢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

行业排序 企业名称 得分 全国排序
科研活动经费支出

(万元)

发明专利拥有量

(项)

国家认定技术

中心年份

1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9311 2 749511 266 1994

2 太原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 9118 4 258309 26 1996

3 首钢总公司 9113 7 224996 28 1995

4 武汉钢铁 (集团)公司 8813 13 234195 57 1993

5 天津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8610 24 72090 1995

6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8313 51 246362 21 1994

7 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8217 58 44370 2006

8 攀枝花钢铁 (集团)公司 8215 64 102033 43 1994

9 酒泉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014 97 108037 2006

10 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 8010 101 191475 2000

11 本溪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919 104 107753 2001

12 新兴铸管集团有限公司 7816 126 86357 1996

13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813 135 115223 2002

14 包头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716 148 77940 1995

15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7411 242 1994

16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7313 259 179213 2001

17 新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7310 270 83031 2006

18 重庆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310 272 1997

19 抚顺特殊钢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815 365 1993

20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6619 385 69080 2004

　　资料来源 :根据 2007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对全国 438 家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评价及历年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名单整理而得。

注 :科研活动经费为全国前 100 名企业的数据 ;发明专利拥有量为前 50 名企业的数据。

　　2007 年 9 月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

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

司、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4 家钢铁企业的

技术中心又入选了第 14 批国家认定的企业 (集团)

技术中心。

这些企业不断加大科研活动的投入水平 ,完善

其技术创新体系 ,取得了许多技术创新成果。例如 ,

在引进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宝钢 ,通过逐渐完善

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加大技术创新

投入 ,已经发展起了较为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 ,并形

成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1994 年 11 月 ,宝钢技术中心就被认定为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 ,1999 年成立了宝钢研究院 (技术

中心) ,定位为高层次、高水平、多学科、多功能、开放

型的研究开发和成果应用一体化的世界一流研究开

发基地。2005 年 ,该研究院已拥有 300 多名技术开

发人员 ,其中博士、硕士占科研人员的比例达到了

40 %以上。宝钢还逐步形成了以研究院为核心 ,各

分公司、子公司技术中心和高校及社会研究机构构

成的“三位一体”技术创新体系。

1999 年至 2005 年间 ,宝钢共开展了 3100 多项

科研项目 ,技术创新投入比率连续三年超过销售收

入的 3 %。经过不断努力 ,宝钢已拥有了“高炉喷煤

技术”、“低成本配煤配矿技术”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的技术和“全氢罩式炉技术”、“R H 精炼成套装备技

术”、“滚筒式钢渣处理技术”、“PBC 自行式喷补机”

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近几年 ,宝钢的专利申请

量每年以超过 20 %的幅度增长。到 2006 上半年 ,

宝钢已累计申请专利 2772 件 ,审定企业技术秘密

5837 项。到 2006 年底 ,宝钢专利授权累计已达

1832 件 ,其中发明专利 311 件 ,专利授权总量位居

国内企业第七、行业第一。[5 ]

作为行业领先的企业 ,宝钢还投入资源开展了

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5 ] 。2000 年 ,宝钢专门设立了

“科技发展专项经费”,用于支持超前、共性、可持续

发展技术的开发 ,先后启动了“薄带连铸”等 50 多项

重点科研项目。目前 ,宝钢在薄带连铸、非高炉冶炼

技术、电磁冶金技术、纳米技术、仿真技术、二恶英防

治技术等技术领域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局部实现突

破。

许多钢铁企业在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尤其是涉

及许多知识创造的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活动时 ,仍

主动寻求与行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建立起产学

研合作的关系。企业对独立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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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费支出快速增加 ,从 2002 年到 2004 年 ,钢铁

企业对行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究经费支出从

2193 亿元迅速增加到了 6191 亿元[6 ] 。例如 ,宝钢

先后与东北大学共建了“EPM 联合研究材料电磁过

程实验室”,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了“汽车板使用技

术联合研究室”,与上海交通大学、钢铁研究总院等

单位合作组建了纳米及先进钢铁材料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并积极引导和推进科技战略联盟合作模式 ,与

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充分

利用校企合作 ,培育创新人才 ,不断探索产学研合作

新模式。2000 年 ,宝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

设立了面向全国的“钢铁联合研究基金”,支持钢铁

行业的技术创新 ,到 2006 年已经资助了 138 个项

目[5 ] 。随着企业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 ,

我国钢铁行业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

新机制正在形成 ,同时国内钢铁企业还开展了全球

性的技术追踪与合作。例如 ,宝钢已经与美、德、英、

日、韩、瑞典、比利时等国家的众多高校、研究机构和

企业建立起了合作关系。

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增加形成对照的是 ,政府

资助的钢铁产业技术创新投入比重明显降低。2004

年 ,我国大型钢铁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为

225133 亿元 ,其中企业资金为 209156 亿元 ,政府资

助的资金只有 1116 亿元 ,只占全行业科技活动经费

投入的 015 %[ 6 ] 。

在钢铁企业技术能力成长的同时 ,传统的行业

研究机构虽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 ,但在共性技术研

发供给和扩散推广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弱化。以钢铁

研究总院为例 ,虽然近年来研究经费仍在不断增长 ,

但科研项目多呈现出小型化、分散化的趋势。传统

的大型产业共性技术项目越来越少 ,争取的难度越

来越大。产业共性技术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资

助的纵向课题经费 ,这部分经费无论是绝对额上、还

是相对数量上 (如其占钢铁研究院总收入的比例)都

在降低[7 ] 。

3 　中国钢铁业技术创新机制变化的
影响因素

　　中国钢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变化是与我国整

个的改革开放进程相应发生的。其中 ,既有经济体

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科研体制改革等过程的影

响 ,也有钢铁业自身发展和行业结构变革的影响。

此外 ,钢铁业自身的技术特性也对技术创新机制的

变化发生着内在影响。

311 　制度变革对产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影响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化 ,企业逐渐成为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主体 ,通过市场进行竞争的机制

逐渐强化。众多企业意识到 ,技术不但是生产力 ,而

且还是赢得产品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甚至将

成为在行业整合中取得强势地位的重要资本。因

此 ,过去钢厂之间通过免费的技术经验交流形成技

术扩散的机制不复存在 ,钢铁企业之间日益严格的

技术保密惯例已经形成。随着企业利益主体地位的

明确 ,共性技术也不再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外生

变量 ,而是内化为企业经营和决策的一个内生变量。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行业管理部门对产业

技术创新进行组织和管理的作用逐渐弱化。1999 年 ,

作为钢铁行业主管部门的冶金工业部撤消 ,在国家经

贸委设立了冶金工业局 ,2001 年冶金工业局被全国

性的行业组织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所取代 ,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以行业统计、调查研究、信息服务、内

外交流等为主要职能。在此过程中 ,无论是在技术

研发的导向上 ,还是在技术推广的组织上 ,政府主管

部门的作用都逐渐弱化。

钢铁行业技术创新体制的变革与国家整体的科

研体制改革是同期进行的。改制前 ,行业科研机构

作为行业技术知识的生产者 ,其地位和作用是由制

度决定的 ,当时的产学研合作主要是由科研机构到

企业的单向知识流动 ,这也是行业科研机构作为产

业共性技术研发主体的制度背景。1999 年 ,钢铁研

究总院成为最早实施科研院所转制的 12 家产业科

研机构之一 ,转制成为大型科技型企业 ,产业院所的

体制改革使其所从事的工作不再以共性技术的研究

开发为主 ,而是转向以应用技术和竞争技术的研发

为主。[7 ]

312 　钢铁产业自身发展对产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影

响

钢铁产业自身的发展和行业结构的变化 ,是导

致产业技术创新机制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影响因

素。随着产业规模的迅速膨胀 ,中国钢铁业正在从

供给不足进入到总量相对过剩的年代 ,低成本竞争

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延续下去 ,产业结构升级要求日

益迫切 ,行业整合重组也是势所必然。

随着连铸、连轧等共性技术在钢铁行业的广泛

应用 ,钢铁生产流程连续性不断提高 ,也促进了钢厂

规模的扩大。企业规模的扩大拉紧了企业间的竞争

边界。钢铁行业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大量中小型民营

钢铁企业的出现。尽管国有大型企业的规模迅速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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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但整个行业的集中度却提高甚少。

钢铁业规模的扩张和企业数量的增加加剧了企

业成本竞争的压力 ,一些大型钢铁企业通过产品结

构升级逐渐转移到高端市场上以获取新的竞争优

势 ,这无疑需要更强的技术能力支撑。技术在市场

竞争中的作用不断被强化 ,技术作为一种竞争性资

源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这也是许多钢铁企业不断完

善基于自身研发力量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的重要原因。

大型钢铁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资本实力互相强

化 ,不但会直接增强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而且

会强化其在行业兼并重组过程中的优势。技术与资

本相互强化的机制成为大型企业主动开展包括共性

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

313 　钢铁业技术体制对产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影响

技术体制 (technological regime) 可以从技术机

会、创新的独占性、技术知识的积累性及相关知识基

础的特性等四个维度进行定义[8 ] ,技术体制对于创

新者的创新激励和创新的组织形式有重要影响。钢

铁业的技术体制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性较强的、积累

效应较为明显的技术体制。

政府资助共性技术研究的一个出发点是 ,共性

技术的公共品属性会导致共性技术供给的不足[7 ] 。

一般来说 ,共性技术的公共品程度越高 ,企业技术能

力越弱 ,政府介入程度越深 ;反之 ,政府介入程度越

低。公共品程度的高低 ,可以从创新成果的独占性

进行判断。技术的系统性越强 ,意味着其中涉及的

暗默性知识越多 ,创新者的独占可能性越大 ,则对于

企业来说 ,投资进行创新的激励程度越高。从钢铁

产业技术创新的特性来看 ,钢铁生产工艺技术往往

是复杂的系列知识与高强度设备投资结合形成的 ,

技术知识既包括体现在设备上的显性知识 ,也包括

大量不可编码的暗默知识 ,以专利或技术秘密的方

式对这些知识加以保护 ,进而形成技术竞争优势 ,从

而激励企业不断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

政府介入共性技术研究的另一个出发点是 ,共

性技术创新内在的技术路线上的风险会降低企业投

资于共性技术研发的激励[7 ] 。对于中国钢铁业来

说 ,多数共性技术的创新是基于技术学习进行的二

次创新 ,由于技术路线竞争失败带来的市场风险相

对较小。例如 ,连铸、连轧等技术都是国际钢铁业的

明确发展方向。此外 ,由于技术领先而带来的市场

竞争优势或由于技术领先而主导技术发展方向也激

励着企业不断投资于共性技术的创新。例如 ,国内

企业已纷纷投资于非高炉炼铁技术的研发。

笔者认为 ,国内企业对于共性技术创新的参与

程度 ,不是取决于激励 ,而是取决于制度和能力 ,即

钢铁业共性技术供给的市场失灵主要不是来源于技

术失灵 ,而是来源于组织失灵 ,是由于历史原因导致

的企业缺乏足够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造成的结果。

在这种条件下 ,政府主导的共性技术供给模式是一

种合适的方式。然而 ,随着企业能力的增强 ,共性技

术的供给条件也会发生变化。

从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 ,我国钢铁企

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不断增强。全球化趋势也

给中国钢铁企业扩展国际视野提供了有利条件。以

企业为主体进行包括共性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 ,无

论在知识积累水平、知识搜索能力、知识创造能力以

及资源投入能力等方面都已具备一定条件。因此 ,

无论从意愿还是能力来看 ,企业都在技术创新活动

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主体作用 ;相应地 ,政府在行业

技术供给中的介入程度越来越低。

4 　中国钢铁业共性技术创新面临的
问题与挑战

411 　中国钢铁业面临的共性技术创新挑战

从 A2U 模型的基本原理出发 ,钢铁业的技术创

新应该已经进入相对平稳的时期。然而 ,整个社会

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趋

势。快速的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可持续发展也对环境友好型的钢铁生产技术

提出了新的需求 ,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与钢铁生产

技术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钢铁业的技术创新

仍在不断发展当中。

目前 ,我国钢铁工业还存在拼资源、拼环境的问

题 ,中国钢铁工业要想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现可

持续发展 ,还需要一系列共性技术的支撑 ,包括高强

深冲钢板、细精粒钢材、高氮不锈钢等先进钢铁材料

的生产技术 ,熔融还原等非高炉炼铁技术 ,洁净钢生

产工艺技术 ,低温轧制技术 ,清洁生产技术 ,节能降

耗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以及钢铁生产过程的自动

化控制技术等。

412 　基于市场机制进行共性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

随着企业利益主体的形成和创新主体地位的强

化 ,我国钢铁业共性技术的创新组织形式也发生了

显著变化。产业共性技术创新更多地开始采用企业

间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技术合作的模式 ,而非政府组

织或主导的模式。但从整体来看 ,我国钢铁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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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 ,多数创新仍是基于对引进技

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企业为增强竞争力而进

行的理性选择 ,在产业层面来看则这种创新模式未

必是理性的。其中 ,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机制不可

避免地会带来技术的重复引进问题 ,在国家层面上

呈现为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

例如 ,我国已建和在建的 13 条薄板坯连铸连轧

生产线 ,是国内企业分别从西马克、达涅利等国外公

司引进的设备和生产技术。在关系到未来钢铁业发

展方向的重大共性技术之一 ———熔融还原炼铁技术

上 ,国内企业分别开展了不同技术路线的引进与合

作 ,包括奥钢联开发的 COREX 技术、澳洲的 HIs2
melt 技术和韩国浦项 ( POSCO) 开发的 Finex 技术。

2007 年 11 月 ,宝钢引进建设的世界最大的年产 150

万吨铁水的 COREX 炉投产 ,2008 年宝钢又开始引

进建设第二座 COREX 炉。2005 年 9 月 ,首钢集团

和力拓集团、纽柯集团、三菱公司合作出资在澳洲建

设的商业化的 HIsmelt 工厂 ( Kwinana 合营厂)投入

试生产 ,莱芜钢铁公司和淮阴钢铁公司也与 HIs2
melt 签署了合作建设 HIsmelt 厂的协议。2007 年

5 月 ,世界第一座 Finex 装置在浦项建成并正式投

产 ,国内许多企业都已派团考察 ,并表示了引进技术

的意愿。

413 　产业共性技术供给机制创新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钢铁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机制的演

变 ,由上而下的被组织的共性技术创新模式也逐渐

演变为市场利益主体之间自组织的模式。在不影响

企业利益分配和产业竞争格局的条件下 ,能否通过

产业共性技术创新机制的创新 ,在全行业层面上提

高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效率 ,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根据产业技术的不同经济属性 ,恰当地选择技

术创新与技术合作的形式 ,建立有效的竞合机制 ,集

中力量突破一些共性技术 ,将是中国钢铁业实现由

大到强、建立起国际竞争力、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必要步骤。

2007 年 6 月 10 日 ,由宝钢、鞍钢、武钢、首钢、

唐钢、济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上海大学、钢

铁研究总院等单位共同发起的“钢铁可循环流程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签约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

计划重大项目 ———“新一代可循环钢铁流程工艺技

术”项目也正式启动。该项目共安排 15 个课题 ,由

联盟成员共同承担。项目总投资 712 亿元 ,其中政

府资助经费 118 亿元 ,是近几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对

钢铁行业支持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中国钢铁业对

新形势下产业共性技术组织管理机制创新进行的有

益尝试。

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形式促进产业共性技术创

新 ,可能是解决市场机制下产业创新投入效率低下

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其中 ,如何界定竞争与合作

的边界 ,如何设计联盟各方的资源共享和与能力互

补机制 ,如何理解并设计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 ,如何

发挥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作用 ,对联盟的运行绩效会

产生重要影响 ,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关键问

题。此外 ,联盟所突破的共性技术在什么范围内、以

何种方式在产业内进行扩散 ,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全

面升级 ,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5 　结论

近年来 ,中国钢铁业从规模到技术水平都得到

了长足发展 ,中国钢铁业技术创新机制也随之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 ,政府主导的共性

技术供给对我国钢铁业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研体制改革的制度

背景下 ,随着企业利益主体地位的形成、行业竞争的

加剧以及企业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的提高 ,政府主

导、行业研究机构研发、企业推广应用的技术创新机

制正在转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的方式。通

过投资于包括共性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来获得市场

竞争优势 ,已经成为国内许多钢铁企业的战略性选

择。共性技术创新的组织模式 ,更多地采用了市场

化运作的方式 ,这正是我们常说的“共性技术与企业

利益结合是必由之路”。中国钢铁业的持续发展还

面临许多共性技术创新的挑战 ,基于市场竞争的共

性技术创新机制会带来创新重复投入和效率低下的

问题 ,如何创新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机制 ,实现企业

利益与共性技术之间的结合与平衡 ,是中国钢铁业

需要进一步探索、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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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作创新的意愿较小。

第四 ,与大型企业相比 ,我国中小型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企业仍然存在技术创新投入能力不足、投

入产出水平不高、对外部资源依赖性较强等问题。

政府、行业组织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的发

展环境 ,继续扶持和引导中小企业的发展 ,推动其成

长壮大 ,增强其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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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hinese steel indust ry has expanded very quickly since t he 1990s , and has st rengt hened t 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ext raordinarily.

Meanwhile ,t he innovation mechanism in t his indust ry has changed a lot f rom t he mode of government leading , research institutes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and enterprises populating and applying to t he mode of enterprises2centered wit h university2indust ry2institutes cooperation1 And

t he most critical factors causing t his change are t he macro background of t he national reform of economic ,political ,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t he enhancement of enterprises’R &D incentive as long as t he expand and t he st ruct ure changing ,as well as t he changing of t he technol2
ogy regime it self in t his indust ry1 Taking part in t he glob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basing on t he market economy is becoming t he

new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steel indust ry ,while t his new mode also brings some new problems such as t he duplication of import s or t he ineffi2
cient innovation invest ment etc1 So t he Chinese steel indust ry should solve lot s of problems in t he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of t he generic tech2
nology as well as t he proper role of government ,in which how to innovate in t he mechanism of t he indust rial generic technology supply and diffu2
sion is t he problem needing to be furt her discuss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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