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采取的是追赶型经济发
展模式。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创新大部分是模仿创新，模
仿了40多年，现在想再模仿就比较难了。第一，我们的技
术水平提高了，还能模仿的东西不是太多了。第二，和早
期工业化阶段不一样，现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越来越严
格，再模仿很容易“踩雷”。比如美国301条款等，触碰了
就会惹麻烦。这就鼓励企业用自主创新去创造更多的财
富，而不能简单地通过模仿获得这些技术。第三，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企业有了一定的创新能力和资金实力，在
许多领域从跟跑者到并跑者，逐渐成了领跑者。我们现
在要转变创新方式，应该从模仿创新向集成创新、自主创
新发展，不能只是简单地模仿，模仿永远做不出最好的东
西，模仿创新的企业永远是二流企业。

自主创新比较难。在医药行业里，一种新药的研发大
概需要10年的时间、10亿美元的投入。国外的大型制药
企业往往没有琳琅满目的药品，而是只有几种好药，每种
药一年都有上百亿美元的收入，当然一旦专利到期，技术
解禁后收入就会下降80%。国内的自制药品大都是专利
解禁后的仿制药，这也是国外制药企业保护专利的原因
所在，专利是它们的命根子。自主创新不容易，例如，华
为现在也在加大投入，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以防欧美国
家的技术封锁。

近年来，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发展得很快，在不少领
域里培育出了一大批国际一流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中国建材在玻璃领域就有过多次自主创新。过去的
玻璃都是拉伸出来的，表面不平。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
皮尔金顿玻璃公司研制成功了一种玻璃浮法成型工艺，当
时很多国家争相抢购专利，但唯独中国被严防死守，不能
购买。这让当时的中国玻璃行业意识到，必须要走一条自
主创新的道路。于是，我们自主研发出了“洛阳浮法”技
术，把锡熔化了以后在锡槽上拉伸玻璃，这样玻璃就会很
平。后来，“洛阳浮法”被称为与英国“皮尔金顿浮法”和美
国“匹兹堡浮法”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浮法工艺之一。
1981年10月，“洛阳浮法”玻璃工艺获国家发明二等奖。

在玻璃领域，中国建材自主创新的产品还有超薄玻
璃，也叫超薄电子触控玻璃，是电子信息显示产业的核心
材料，是用来做手机、电脑、电视显示屏的基础材料。过
去，这种玻璃被美国康宁和日本旭硝子垄断，我们起步比
较晚，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并且连材料都要受制于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建材所属蚌埠院开始了长达30多年

的探索，最终凭借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先进技术及
装备，相继拉引出0.15毫米、0.12毫米的超薄玻璃，打破了
国外对电子信息显示产业上游关键原材料的长期垄断，
也使得超薄玻璃的国际市场价格降低了2/3。我国台湾地
区一家电视台曾播出过关于中国建材电子超薄玻璃的节
目，讲到中国建材电子超薄玻璃在全球领先，打破了国内
没有超薄玻璃，液晶显示器都得靠从美国进口的困境。

随着5G、互联网+、AI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机
交互的需求会更多，柔性显示成为引领显示产业新一轮
变革的动力引擎。2019年以来，很多终端厂商都在折叠
领域加大投资开发新产品。作为可折叠显示器件的核心
材料，柔性玻璃研发生产难度极大，成为全球显示产业科
技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中国建材旗下的凯盛科技
利用自身在柔性触控玻璃领域的科研攻关和产业化能
力，充分发挥优势，自主研发出了高强度柔性玻璃配方，
以及减薄、强化、切割及成型加工的新技术，能够生产出
30—70微米厚度的主流规格的超薄柔性玻璃，而且能够
实现玻璃连续20万次弯折不破损，弯折半径小于1.5毫

米，这都是行业领先水平，并且形成了国内唯一的、覆盖
“高强玻璃—极薄薄化—高精度后加工”的全国产化超薄
柔性玻璃产业链，打破了国外垄断，从源头上保障了中国
电子信息显示产业链的安全。这种玻璃的研发成功，是
中国建材取得的又一项重大创新成就。

此外，中国建材还有一个自主创新的“黑科技”——图
像光导识别芯片，可用于手机上的指纹识别。今后，5G手
机的照相和指纹识别功能都会在手机的正面。手机屏幕
下面只有四片玻璃，其中可以放上中国建材的图像光导
识别芯片。它的原理是把上亿根光纤压缩在一起，压成
光纤棒，再切成薄片。利用光纤的传导原理，信号可以精
准传输而不失真，而且对光线特别敏感，手指一按，透过
液晶屏幕和四片玻璃，就能在手机全屏范围内识别出指
纹，简直奇妙极了。

1964年，我们就开始研究这种技术。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东西可以用在手机上，今后还可以在DNA测序等安
全领域推广。图像光导识别芯片确实是中国建材的一个
原创产品，现在很多手机的OLED屏都要用到。

从模仿创新到集成创新、自主创新

（上接第五版）
过去40多年，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产品在世界经

济舞台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今后30年我们靠什么竞争
呢？我们不能再简单地依靠廉价劳动力，因为我国劳动力成
本现在并不低，低端劳动力成本甚至比美国还要高。我国有
14亿人口，其中1.1亿人接受了大学以上的教育。我国拥有强
大的研发智力资源，关键是要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这是我国
在科技创新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的捷径。下一轮的竞争，企
业要靠团队的智慧、创新能力及搭建的开放型创新平台取胜。

三是科技企业要和大企业联合起来创新。不同规模的企
业通过什么方式合作值得探究。中关村的科技企业都想上
市，但企业上市后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把技术转变成产品，
生产出产品后又想扩大规模，最后变成了一家工业企业。其
实，中国的工业企业并不少，也不缺少工业企业，缺的是技术
型企业、创新型企业。科技企业应该定位为创新型企业，为大
企业提供技术，把生产产品的工作交给擅长的企业去做。
2015年，我在拜访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时，接触了石墨烯研究中
心下面刚刚上市的公司，该公司市值并不高，只做技术外包，
它希望和中国建材合作，为我们提供印刷铜铟镓硒的技术。

创新不是一个人、一家企业的事，而是一个系统的事。
在创新方面，企业应该有效分工，在创新中扮演各自适合的
角色。企业家应多思考企业创新的目的是什么，在创新中
的上下游是谁，是否熟悉这些领域，能否得到有力支持，从
这些角度认真思考，就能在创新过程中降低风险。

企业要善于把握创新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其中，既有严峻挑战，也蕴藏着大量
的创新机遇。结构调整带来的创新机遇，包括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联合重组、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一带一路”倡
议、“走出去”等。中国建材旗下的中国巨石是一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优秀企业，主营业务是玻纤及其制
品。现在，玻纤产品每吨售价约为5000元，中国巨石通过
技术创新研制了E6新配方，新产品使用E6配方每吨可节
约成本500元。中国巨石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成为全球销售第一的玻纤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新知识、新技术为创新带来了一些机遇。中国建材成
功开发的加能源5.0新型房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过去房
屋是耗费能源的，北方地区的很多农民冬天为节省开支
不愿意取暖，殊不知人长期生活在14度以下温度的环境
中，身体容易发生器质性病变，以前北方地区农民的很多
疾病都和室内温度过低有关。加能源5.0新型房屋是具备
地热、光热、光电、家庭风电、沼气等功能的新型房屋，原
来一个家庭是一个耗能单位，现在成了生产能量的工
厂。目前，新型房屋已在国内大规模推广，全部由工厂智
能化完成，消费者可以通过电脑挑选设计，也可以加入自
己的创意，只需要输入相应的信息并点击确认下单，工厂
就能生产出来。中国建材不仅在国内生产新型房屋，建
设绿色小镇，还在英国、西班牙、智利、巴西等地大规模推
广，当地人称之为智慧房屋。

市场需求为创新提供了一些机遇。中国建材所属企
业生产出了一款新型折叠电动自行车，重量为6千克，工
厂还可根据个性化需求适当减轻重量。现在，我国很多
城市都有地铁，但有的乘客从出发地到地铁口、从地铁口
再到目的地往往还有一段距离，使用这种折叠电动自行

车可以解决上述出行遇到的问题，非常便捷。这种折叠
电动自行车的一块电池可供体重90千克的人行驶30公
里，每公里约花费电费2分钱。

未来能源结构调整为创新带来了很多机遇。2018年
10月，全球气候大会在巴黎召开，我作为代表在会上做了
三场演讲，谈了中国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看法。科学家
预测，为了人类的生存，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2100年，地
球升温不能超过两度，目前地球升温已超过一度。各国
在巴黎全球气候大会上签署了相关协议，提出未来不能
使地球升温再超过一度，这意味着到2050年人类要取缔
50%—70%的化石能源，到 2100 年要取缔所有的化石能
源。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未来能源结构调整
也会产生很多创新机会。现在，人类使用的能源主要是
煤炭，之后逐渐会过渡到天然气，再之后会靠核电，最后
以太阳能、水能、风能等替代核电，这是未来能源使用的
路线图。据此，中国建材的产业发展路径和创新方向就
很清晰了，大力发展薄膜太阳能电池产业就是因为认识
到了未来太阳能的大量需求。

时尚化也给创新带来了一些机遇。苹果手机很受消
费者的青睐，它的创新秘诀究竟是什么？其中，很重要的
因素是把时尚概念引入手机，迎合市场的流行趋势和年轻
人的喜好。特斯拉的CEO马斯克设计的电动汽车广受欢
迎，他公布的旨在向全世界提供电力的“特斯拉能源”计划
也备受关注。马斯克改变了人们过去对蓄电池的认识，把
蓄电池做成了流线型，外观美观时尚，可以像幅画一样挂
在屋内，被称为能量墙家用电池。这确实引发了我们的思
考，企业管理者不能简单地把产品当成一般产品，应为产
品融入更多时尚元素，以吸引广大消费者的关注。

企业如何实现有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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