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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1 月 28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正式授
权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牵头成
立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并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联合国
全球契约理事会理事、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被推举
为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主席团首任轮值主席。

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理事、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主持了
本次会议。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乔治·科尔、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别副主任森本秋绘、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局局长彭华岗出席会议并致
辞，外交部国际司参赞谈践也出席了会议。

中国石化、国家电网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
总公司、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国
家开发银行、海尔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西子电梯
集团、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
司、雀巢中国有限公司、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
中外知名企业成为全球契约中国网络首届主席团企
业成员。国家电网公司、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在会议上介绍了履行全球契约原则
的经验，强调了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分
享了践行社会责任的成功经验。

傅成玉认为，全球契约中国网络的成立将进一步
加强在华企业在履行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和企
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沟通与合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
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努力，为实现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中国的贡献。
“将积极倡导华商界领袖和企业支持全球契约，

鼓励和发展更多的在华企业和机构加入联合国全球
契约组织，为达到 2020 年 2 万个加入者的目标而努
力。”傅成玉说。

彭华岗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历来高度重视中央企
业社会责任，已经要求明年所有中央企业都要发布社
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全球契约中国网络的
建立将进一步促进中外企业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中国
企业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做出更加积极的贡
献。

森本秋绘表示，全球契约的发展，需要企业的理
解，才能使全球拥有和谐的发展环境。

乔治·科尔说，自从联合国全球契约发布以来，超
过 200家中国企业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计划。3年
前，国开行、中远两家企业在东京开会，已经展示了中
国企业在全球契约方面的示范作用。

来自联合国驻华组织机构、联合国全球契约其他
地区网络、联合国全球契约成员企业和机构以及企业
界代表 150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联合国全球契约由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于 1999
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并于 2000 年 7 月在
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其目的是号召工商界在日常经
营和公司战略中遵循维护劳工权益、尊重人权、环境
保护以及反腐败方面原则，通过负责的、富有创造性
的表率作用，建立一个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效
益共同提高的全球机制，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全
球化的利益。

会议通过了全球契约中国网络章程，全球契约中
国网络旨在加强全球契约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推
动中国企业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并积极参与联合国
全球契约各项活动，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地位
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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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和中国企
业联合会 11月 26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企
业技术创新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苗圩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
院副秘书长肖亚庆、工信部副部长杨学
山、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
成出席会议，并为首批 55家国家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授牌。会议强调，要发挥企业
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加强技术创新能力
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

张德江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挥企业技术创新
的主体作用，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强
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技术创新人
才培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积
极地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为加快
工业转型升级、实现工业科学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德江表示，企业技术创新是制约
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
原因，也是我国工业走上创新驱动、内生
增长道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当今世
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创新对经济
发展的支撑作用更显重要，各国企业围
绕抢占世界科技和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更
加激烈。“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工业

转型升级、转变工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时
期，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必须迈
出重大步伐，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变必须取得显著进展。

张德江指出，要大力发挥企业技术
创新主体作用，积极引导创新要素向企
业集聚，鼓励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体系，
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活
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大型企业特
别是国有企业不仅要努力创造良好的
经济效益，更要自觉承担技术创新的重
任，争当技术创新的排头兵。所有企业
都要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快技术革新
步伐，不断增强竞争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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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理事、中

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

主持成立大会，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

会理事、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任主

席团首任轮值主席

2010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受工业和
信息化部科技司委托，邀请清华大学技
术研究中心和 8个重点行业协会的专家
共同围绕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开展了
调研，总结了一些企业的成功经验，收集
和反映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
议。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向国务院领导
和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汇报后，李克强
副总理、张德江副总理分别做了重要批
示。同时，工信部和财政部组织开展了第
一批全国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认定工
作。在这两项工作基础上，工信部、财政
部、中国企联共同组织召开了全国企业
技术创新大会，主要目的是希望政府部
门、社会各界和企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
工作，在企业技术创新问题上进一步统
一思想，形成共识，总结经验，推广典型。

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创新推动企业技术
进步的工作机制、服务平台和实现路径，

形成社会各种力量关注企业创新、支持
企业创新、参与企业创新的合力。

张德江副总理在百忙中出席这次大
会，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对广大从事企
业技术创新工作的同志极大的支持和鼓
励。我们要认真学习张德江副总理的讲
话精神，把企业技术创新工作引向深入。
借此机会，我讲三点意见，供参考。

一、当前是推动企业技术
创新工作的大好时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
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和变化，我国经
济也全面步入了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
新阶段，技术创新工作迎来了难得的机
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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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以来，紧紧围
绕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科技与
工业经济紧密结合为目标，以建设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为主线，着力突破制约工
业和通信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
和共性技术，大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
为加快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
力的支撑。

在政策规划研究制定方面，工信部
会同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

合发布了《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对构建
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近期，工信部又制定并且发布了重点行
业《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2011
年）》，从节能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原
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电
子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 8 个领
域，阐述了 176 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
展的方向和应用，引导地方、行业和企
业以及研究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
创新工作。

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攻关方面，

工信部主要负责的 4个民口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实施进展良好，较好地发挥了对
产业技术升级，特别是关键共性技术开
发及产业化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比如，
“核高基”专项安排的核心电子器件一批
关键技术在航天工程当中得到了应用，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专项研
制完成了一批支撑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
重大装备，如内蒙古的 3.6万吨黑色金属
垂直挤压机等十多种重大的装备，除了
填补国内的空白，而且达到了国际先进
的水平。 （下转第二版）

从五方面推进企业技术创新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

从左至右：谈践、乔治·科尔、傅成玉、彭华岗
为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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