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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2011年 9月 29日，天宫一号发射升空，11月 1日，“神八”发射升

空。11月 3日，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飞船在空间首次成功对接。11月 22日，国家知
识产权局向顺利完成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的研制单位颁发了专利证书。航
天产业飞速发展，中国航天科工、中国航天科技、中国建材、中船重工以及多家民企
都参与其中，历时 10多年技术攻关，中国航天企业突破了一大批关键技术，许多成
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点评：此次对接成功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
企业产品和航天技术的雄厚实力。标志着我国自主开发航天科技进步迅速，向航天
强国迈出一大步。

1、企业助力“天宫一号”
“神舟八号”发射并对接成功

新闻回放：2011年 6月 30日，京沪高速铁路客运专线正式开通运营，正线全长约
1318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安全运营速度 300/250公里。中国南车、中国北车、中国铁
建、中国中铁等企业参与建设。7月 6日，中国南车自主研制的 228辆高端城际动车组首
次走出国门，出口马来西亚；加上出口澳大利亚交流传动内燃机车、出口土耳其轻轨以及
马钢车轮打破外商垄断，表明高铁已成为目前中国能够实现成套技术输出的产业。12月
25日，我国更高速度试验列车在位于青岛的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建成———时速 500公
里高速列车历经两年多科研攻关成功落成。

点评：我国轨道交通运行速度不断被刷新。轨道交通是中国制造业中为数不多的几
个具备真正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是中国现代工业的中坚。虽然甬温事故对我国轨道交通
发展产生了影响，但自主创新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要掌握市场话语权就必须在技
术上不断突破。

2、高铁及轨道交通运行速度不断刷新，
技术世界领先

新闻回放：2011年 1月 11日，由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歼-20
重型隐形战斗机成功首飞。2011年全年，歼-20接连试飞。有媒体分析，歼-20属于双发重型战
斗机，具备优良隐形战斗机的特征。歼-20的频繁亮相，显示其设计性能稳定地达到了国际前
沿水平。

点评：经过多年的探索积累，我国已突破关键技术，推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
战机。军工业在隐形战斗机领域研发创新使得我国国防工业的整体水平有了重大突破，歼-20
的成功，显示出我国国防工业的实力，体现了我国制造业综合能力。

3、中航工业成飞集团“歼-20”
重型隐形战斗机成功首飞

新闻回放：2011年 7月 21日至 8月 1日，由中船重工参与研制的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
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先后 5次深水下潜，完成了 5000米级海试第三次下潜科学考察和试验任务，其
中最大下潜深度达 5182米水深，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的历史。这同时意味着中国深海活动能力可
覆盖世界 70%以上的洋底。载人潜水器是我国进行深海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开发的高技术装备，技术
复杂，研制难度极大。

点评：海底探索具有堪比太空探索的商业、科学和军事意义。“蛟龙号”的成功，是我国科技创新又
一重大突破。意味着我国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出了关键性步伐，反映出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中船重工潜水器“蛟龙”号
创造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

新闻回放：2011年 11月 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和中国企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企业技术创新
大会。张德江、王忠禹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为 55家 2011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授牌，其中华为、中兴、烽
火等通信企业名列其中。6月 23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推动实施科技创新战略。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王勇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点评：国家部委联合表彰年度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既是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也带有明显的政
府导向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创新就是科技之魂。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的重要竞争力。突出企业在自主
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点。

5、全国企业技术创新大会和
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举行

新闻回放：2011年 12月 20日，中国普天集团公司勇于承担央企责任，加大科研投入，成功研发出中国首套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数字集群通信系统，打破了国外公司在无线数字集群产品方面的市场垄断。这套通讯系统可以在突发的自然
灾害、社会事件，保障重大的国际国内活动的指挥调度及安全保卫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点评：国内专业领域无线通讯市场一直是欧美厂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普天的研发成功，意味着打破了西方技术垄断
的壁垒，为我国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无线数字集群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了核心能力。

6、普天集团研发出中国首套数字集群通信系统

新闻回放：2011年 4月 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丝绸产业转型创新最新成果发布会上，丝绸之路集团被作为丝绸产业技术
创新的样板，推广创建民族丝绸技术创新管理体系。他们自主研发了国际一流的真丝数码织造技术等 30多项新技术，问鼎世界顶
端名牌市场。在丝绸产品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丝绸之路集团成为全国丝绸织造业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

点评：浙江丝绸之路集团作为中国传统产业在 2011年技术创新的优秀代表，是产业下行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稳步
增长的样板。

7、丝绸之路集团 30多项新技术造就我国最大丝绸制造企业

新闻回放：2011年 1月 6日，国家电网公司宣布，我国首条也是世界首条特高压输电线路在成功运营两周年之际将进行扩建。扩建工
程总投资 43亿元，历时一年。扩建后这条线路的输电容量将扩大一倍至 500万千瓦。特高压输电技术是我国领先世界的自主创新高科技。

从山西长治到湖北荆门全长 640公里的 1000千伏“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具有长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优势，
可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对电力的需要，缓冲了“电荒”所带来的压力。

点评：世界上首条特高压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在世界电力领域成功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制高点。特高压建设被写进国家“十二五”发展规
划纲要，上升为国家战略。特高压设备设计、制造和试验技术的掌握与运行业绩的获取，是我国电工设备制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积累和
提升的重大机遇。

8、世界首条特高压输电线路将扩一倍缓冲“电荒”压力

新闻回放：2011年 2月，中国钢研科技集团研制成功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第三代汽车钢。使用第三代汽车钢制造汽车，其整车成本将比目
前用普通钢材的汽车成本每辆高出约 2200元，占车钢成本 5%。但使用第三代汽车钢制造的汽车由于重量轻将节油 5%，按照目前的油价计算，汽
车跑 5000多公里就能节省出 2200元。

点评：第三代汽车钢的研发成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跟踪学习国外汽车钢技术的局面，为我国迈向钢铁强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撑，将对中国钢铁行业和汽车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9、中国钢研研制成功第三代汽车钢，具世界领先水平

新闻回放：2011年 4月 9日，以福田汽车为主的整车企业，联合北斗卫星位置服务供应商、3G无线通讯供应商、网络软件开发商、网络设备提供商等
产业链资源，成立了以中国自主品牌为主的“北京汽车物联网产业联盟”。这是我国首个汽车物联网产业联盟, 标志着汽车企业开始从单纯的制造业向
生产性服务业转型。

点评：此举将解决我国汽车物联网产业科技成果市场化效率不高等问题，同时会在加大产业链资源整合力度等方面起到示范效应，促进服务业和制
造业深度融合。

10、福田汽车牵头成立“北京汽车物联网产业联盟”，成行业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