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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 3日发布的2022
《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简称
“世界500强”）显示，中国（包括
香港、台湾地区企业）共有145家
公司上榜，连续第三年居首。但
规模上的“大”并不等于实力上
的“强”，中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仍面临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
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
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实现更大
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为我国推
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提供了根
本遵循。

以技术创新
驱动企业发展
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

国家兴。建设一批世界一流企
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陆
企业入榜世界500强的数量增长
了52.8%，而1995年，中国仅有三
家企业入榜首次发布的世界500
强。自榜单发布以来，没有任何
一个别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如此
快速增加。但规模上的“大”并不
等于实力上的“强”，中国企业的
综合竞争力仍面临严峻挑战。中
国大陆入榜500强企业2021年的
销售收益率仅为5.1%，不及美国
企业的一半（美国企业为11%）；
中美两国入榜企业的净资产收益

率之比为9.5%21.9%，后者是前
者的2.3倍；中美上榜企业的平均
利润之比为41亿美元100.5亿美
元，后者是前者的2.45倍。与上
年相比，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与
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水平差距
拉大，与美国企业的差距更是
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奋力建
设创新型国家。2021年，我国全
社会研发投入27864亿元，比上年
增长 14.2%；研发投入强度达
2.44%。自2013年来，我国研发投
入稳居世界第二，投入增速远高
于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发明专
利、国际标准等研发产出持续攀
升，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
数2021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在全球132个经济体中位列第十
二位，稳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
自2013年起9年间快速提升了23
个位次。

创新驱动发展，研发则是创
新之源，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是
近年来支撑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
能力大幅提升的重要因素。从创
新发展的规律来看，系统性的创
新越来越多，单纯凭发明家个人
努力就能做出重大突破的时代已
经成为过去，如计算机、半导体等
诸多重要发明都是长期专业研发
的成果。只有构建出适应创新发
展规律的研发体系，才能源源不
断地获得“从0到1”原始创新、颠
覆性创新、开辟式创新成果；只有
大量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才
能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顺利实

施。持续的企业和产业创新同样
需要建立高效的研发体系和流
程，通过团队协作发挥组织的最
大效能。只有高水平的研发才能
取得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成果，形
成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核心优势，
才能让企业做大做强成为世界一
流企业，才能持续驱动创新、创造
持久繁荣。

构建高水平
企业创新能力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企业积极融
入全球市场，从小到大稳步发展，
企业规模和竞争能力都跃升到了
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我
国企业即便是入榜世界500强的
企业，其在运营效率、创新能力、
品牌建设、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仍
存在诸多不足，真正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还很少。中
国企业如何实现从“大”到“强
大”？

切实强化企业研发能力。研
发与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
力，是企业的创富之源。2020
年，我国企业R&D经费（研究与
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18673.8 亿
元，企业研发经费对全社会增长
的贡献进一步增强。然而，与创
新强国相比，我国企业的研发投
入和研发能力仍有较大差距。

“2021年欧盟工业研发投入记分
牌”显示，我国入榜企业的研发投
入总量仅为美国企业的41%、欧
盟企业的 76.6%；中国、日本、欧
盟、美国入榜企业的研发投入强

度比为 11.11.42.1。与此同
时，与龙头骨干企业、规模以上企
业等相比，我国大多数中小微企
业尚没有实质性研发投入，导致
在应对竞争时没有“护城河”。总
体而言，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发薄弱，研发积极性需进
一步激发，唯有高水平的研发才
能形成一流企业“高精特新”的

“独门绝技”。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

融合体系。当今，创新对外部研发
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大，能否与外界
深入合作、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研发体系是企业能否赢得竞
争的关键。领军企业、龙头骨干企
业等头部企业要强化战略科技力
量意识，积极推进研发活动一体
化，加快构建企业牵头、高校院所
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
联合体，形成原创技术策源地，推
进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突破。
要做好企业研发创新与国家需求
的衔接，切实发挥好企业“出题者”
作用，让更多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由
企业出题并组织实施。促进企业
开放创新平台建设，促进需求、技
术、应用紧密衔接。

确保研发资金的
支撑能力
锻造高水平研发能力是塑造

企业全球竞争力、达到世界一流
的不二选择。除了增强研发能
力，研发资金的投入与保障也是
各国通行做法。

确保 R&D 投入稳定增长。
资金是创新创业的“血液”。《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
年修订)》提出，“推动全社会科学
技术研究开发经费持续稳定增
长”。虽然我国的研发投入近年
来持续稳定增长，但与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实施、实现高水平自立
自强的需要相比，仍需持续努
力。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2020
年，我国的 R&D 经费投入达到
24393.1亿元，总量稳定增长，稳居
世界第二，但R&D经费总量仍仅
为美国的 54%；R&D 支出强度
（2.40%）是美国（3.45%）的69.6%；
R&D强度不及以色列（5.44%）和
韩国（4.81%）的一半，低于日本
（3.26%）、德国（3.14%），也低于经
合组织国家（2.95%）的平均水平。

持续优化 R&D 投入结构。
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基
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与先进的创
新型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经
费占比偏低，研发投入存在明显
的结构性问题：2020年我国投入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科研经费
占比分别为 6.0%和 11.3%，而国
际上创新型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
占比大多处于13%—25%。基础
研究经费投入不足是我国关键核
心技术自主可控性差的根源。我
们必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研发投
入，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
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
控，把创新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

（本文作者：袁汝兵，北京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智库中心副
主任；周雷，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
院科技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节能
降碳升级，已然成为新时代的主
旋律。

江苏省星霖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吴智勇，作
为业内享誉盛名的节能低碳专
家，投身节能事业近二十载。他
不但常年致力于循环经济、节能
降碳及资源综合利用研发、技术
推广和应用，还带领团队为地方
政府、事业单位的节能降碳及循
环经济建设提出大量前沿、务实
的指导意见。作为专家型的企业
家，吴智勇自任职以来，不仅将公
司业绩每年提升30%，使公司跃
上省内同行之首，更重要的是，他
将绿色梦想照进现实，为江苏乃
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目
标实现作出突出贡献。

江苏省星霖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是全国十二家具备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资质的机
构之一，是江苏省内具有影响力
的大型综合性工程咨询机构之
一，曾荣膺中国节能服务产业最
具成长性企业和中国节能协会
EMCA 优秀会员单位。截至目

前，公司已累计承担2000多项咨
询服务项目：一方面，提供政府智
库服务，包括发展规划、实施方案
编制、低碳业务、行业研究、第三
方评估等；另一方面，提供企业咨
询业务，包括项目咨询、平台建设
总体规划等。2021年，公司在吴
智勇领导下再创辉煌，签约总额
超 5500 万元，较 2020 年增长约
35%，招投标项目成交率超95%，
实现业务快速增长。

吴智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致力于使绿色梦想在每个角落生
长，为建成美丽中国贡献智慧。

作为地方政府强有力的外部
大脑，吴智勇带领团队承担了江
苏省“十四五”绿色制造转型战略
研究、《美丽南通》《美丽盐城》等
政府规划类项目，为各地开展美
丽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供
了样本，提出了具体可行的目标、
路径举措等。

面对“3060双碳目标”，作为
循环经济研究专家，吴智勇深刻
研究循环经济中的降碳路径，因
此牵头开展了苏州市、常州市、无
锡市、泰州市及数十个县级市及
省级以上开发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研究和编制工作，创新性提出了

符合当地实际的碳达峰路径和解
决方案。此外，吴智勇针对产业
园区发展中污染遗留问题开展研
究，率先提出了园区循环化改造
的有效路径，主导编制了宜兴、宿
迁和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一批
国家级园区循环化改造的实施方
案，基本实现固体废弃物“近零排
放”，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环
境效益明显改善。

时代在变化，不变的是追

求。他始终坚守初心，昂首阔步
在循环经济发展前沿，应对重点
行业资源产出效率不高、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规范化水平低、综合
利用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着手研
究，结合自己的理论，凝成学术性
成果，如《建筑规划设计中的节能
建筑设计研究》《碳中和要求下构
建建筑节能长效机制的建议》《装
配式建筑工程碳中和碳达峰评价
方法优化》，得到了相关行业权威

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
据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30

年全球升温可能突破2.4摄氏度，
而要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全球
每年减碳要达到100亿吨至 150
亿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吴
智勇坦言，这是一次考验，更是一
次契机，他将携公司团队继续钻
研前沿技术，加强知识储备，共筑
绿色梦，为节能低碳事业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投身低碳业 筑就绿色梦
访江苏省星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智勇

以高水平研发赋能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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