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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铁路领跑企业的历史主动精神
加快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超前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强化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
作用作用”。”。处于领跑阶段的铁路行业处于领跑阶段的铁路行业，，创新驱创新驱
动发展的需求更为急需动发展的需求更为急需、、巩固领跑地位的任巩固领跑地位的任
务更加艰巨务更加艰巨、、加快科技引领的部署更显迫加快科技引领的部署更显迫
切切。。先发制人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后发制于人。。领跑企业在企领跑企业在企
业主导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产学研深度业主导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产学研深度
融合中融合中，，发挥战略主动发挥战略主动、、实施超前部署实施超前部署，，是我是我
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实践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实践，，也也
是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标志工程是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标志工程，，更更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先行之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先行之路。。作为率先作为率先
进入领跑阶段的铁路行业进入领跑阶段的铁路行业，，在改革开放后波在改革开放后波
澜壮阔的政府组织攻关澜壮阔的政府组织攻关、、企业引领创新企业引领创新、、创创
新驱动发展这一里程碑式的产学研结合中新驱动发展这一里程碑式的产学研结合中，，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
高质量发展的行业模范高质量发展的行业模范。。当前当前，，世界百年未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深入发展业变革深入发展。。铁路行业作为领跑企业铁路行业作为领跑企业
的先行者的先行者，，需要发挥战略主动精神和任务带需要发挥战略主动精神和任务带
动经验动经验，，以更加巩固的市场地位以更加巩固的市场地位、、更为有力更为有力
的组织方式和更具效能的机制流程的组织方式和更具效能的机制流程，，抢抓机抢抓机
遇遇、、超前部署超前部署，，推动教育推动教育、、科技科技、、人才在领跑人才在领跑
阶段的创新驱动部署阶段的创新驱动部署，，全面占领铁路行业科全面占领铁路行业科
技创新制高点技创新制高点，，组成我国铁路科技自立自强组成我国铁路科技自立自强
的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科技力量，，成为我国创新企业主体队成为我国创新企业主体队
伍的重要方面军伍的重要方面军。。

一、铁路行业在三次工业
革命中集聚发展教育、科技、人
才的历史经验

洋务运动采西法洋务运动采西法、、制洋器制洋器、、求实学求实学，，意图意图
通过工业革命谋求自立自强通过工业革命谋求自立自强。“。“始则师而法始则师而法
之之，，继则比而齐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终则驾而上之。”（。”（清清··冯冯
桂芬桂芬《《校校邠邠庐抗议庐抗议》）》）被认为是陷于困局后的被认为是陷于困局后的
奋发之道奋发之道。。从跟跑阶段的师法西洋从跟跑阶段的师法西洋，，到并跑到并跑
阶段的中西并进阶段的中西并进，，再到领跑阶段的自我超再到领跑阶段的自我超
越越，，一直是西风东渐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实业一直是西风东渐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实业
救国救国、、振兴中华的伟大梦想振兴中华的伟大梦想。。近代以来近代以来，，经经
科技革命武装起来的欧洲列强以泰山压顶科技革命武装起来的欧洲列强以泰山压顶
之势汹涌东侵之势汹涌东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
难难，，也使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发现六也使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发现六
经之外还有高深学问经之外还有高深学问。。满怀满怀““开天辟地以来开天辟地以来
未有之奇愤未有之奇愤””的洋务名臣奏请朝廷的洋务名臣奏请朝廷““拟选聪拟选聪
颖幼童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送赴泰西各国书院，，使西人擅长之使西人擅长之
技中国皆能谙悉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然后可以渐图自强。”。”由此由此
发动师而法之阶段的成建制留学浪潮发动师而法之阶段的成建制留学浪潮。。

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初期，，交通为实业之母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铁道又
为交通之母为交通之母。。孙中山的著名论断奠定了我孙中山的著名论断奠定了我
国铁路强国战略的实业地位国铁路强国战略的实业地位。。首批赴美幼首批赴美幼
童中的詹天佑于童中的詹天佑于1878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
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学成回国后于清末主学成回国后于清末主
持路政持路政，，带领一批包括西南交通大学带领一批包括西南交通大学（（时名时名
山海关铁路官学堂山海关铁路官学堂））首届首届（（19001900年年））毕业生毕业生
在内的国内培养之青年英才在内的国内培养之青年英才，，修建中国自主修建中国自主
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京张铁路，，是是
我国追赶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我国追赶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大成果大成果。。19161916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时时
称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称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茅以升更是的茅以升更是
因成功组织建设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铁路因成功组织建设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化铁路
公路两用桥梁公路两用桥梁———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而被誉为而被誉为

““现代桥梁之父现代桥梁之父”。“”。“西人擅长之技西人擅长之技””通过通过““师师
而法之而法之””终为我所掌握终为我所掌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铁路在我国铁路在
百废待兴中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百废待兴中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蒸汽机车蒸汽机车、、
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齐头并进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齐头并进，，科技驱动发科技驱动发
展成为可能展成为可能。。西南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时名时名““中国交中国交
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隶属中国人民革命军隶属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委员会铁道部事委员会铁道部，，19521952年院系调整后定名年院系调整后定名

““唐山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隶属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隶属中央人民政府铁道

部部））承担的蒸汽机车技术改造对改进我国当承担的蒸汽机车技术改造对改进我国当
时牵引动力性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时牵引动力性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该校曹建猷教授该校曹建猷教授19501950年回国后即开始组织年回国后即开始组织
电力机车和电力牵引研究电力机车和电力牵引研究，，认为我国电气化认为我国电气化
铁路应采用铁路应采用2525万千伏单相工频交流制万千伏单相工频交流制，，他他
提出并指导实施了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道提出并指导实施了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道
———宝成铁路的机车型式—宝成铁路的机车型式、、供电制式和运输供电制式和运输
方式方式，，使得电气化铁路一开始就在世界先进使得电气化铁路一开始就在世界先进
技术水平之列技术水平之列。。这是我国追赶第二次工业这是我国追赶第二次工业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突破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突破，，达到达到““比而其比而其
之之””的国际先进水平的国际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后，“，“低装备率低装备率、、高使用率高使用率
和高强度运输和高强度运输””使铁路运输网面对急剧增使铁路运输网面对急剧增
长的客货要求苦无良策长的客货要求苦无良策，，工厂工厂““以运定产以运定产”，”，
旅客旅客““站无虚位站无虚位”，”，铁路运输短板严重制约铁路运输短板严重制约
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西南交通大学著名西南交通大学著名
机车车辆专家孙竹生教授和铁道部科学研机车车辆专家孙竹生教授和铁道部科学研
究院孙宝融等老专家鉴于此究院孙宝融等老专家鉴于此，，提出提出““客运高客运高
速速、、货运重载货运重载””前沿是行业发展之战略急前沿是行业发展之战略急
需需。。孙竹生教授主持编写了孙竹生教授主持编写了““铁路运输发铁路运输发
展战略对策展战略对策”，”，提出满足重载列车运输所需提出满足重载列车运输所需
前置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前置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在铁道部的大在铁道部的大
力支持下力支持下，“，“大力提高列车重量大力提高列车重量””被明确列被明确列
入铁路技术政策入铁路技术政策，，而而““六五六五”“”“七五七五””的国家的国家
重大攻关和国家重大装备项目也纳入了重大攻关和国家重大装备项目也纳入了

““重载列车成套技术重载列车成套技术”，”，19901990年大秦铁路成年大秦铁路成
功进行我国第一次万吨单元重载列车试功进行我国第一次万吨单元重载列车试
验验。。货运重载和后续组织的客运高速成为货运重载和后续组织的客运高速成为
我国追赶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两我国追赶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两
大决胜战役大决胜战役，，并由此形成产学研紧密集合并由此形成产学研紧密集合
的系统性优势的系统性优势，，成为我国在必争领域能够成为我国在必争领域能够

““驾而上之驾而上之””的领跑明星的领跑明星。。

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
历史经验

详其始末详其始末，，考镜源流考镜源流，，回顾我国铁路行回顾我国铁路行
业在历史脉络中的峥嵘岁月和自强之路业在历史脉络中的峥嵘岁月和自强之路，，
通过通过““师而法之师而法之，，比而齐之比而齐之，，驾而上之驾而上之””的跟的跟
跑跑、、并跑和领跑三阶段发展并跑和领跑三阶段发展，，实现了铁路企实现了铁路企
业在新时代的领跑地位业在新时代的领跑地位。。这充分说明了优这充分说明了优
先发展教育是先行储备人才的必经阶段先发展教育是先行储备人才的必经阶段、、
加快科技创新是身怀己之利器的必由之加快科技创新是身怀己之利器的必由之
路路、、政府强势推动是成功开物成务的必然政府强势推动是成功开物成务的必然
通例通例。。我国铁路行业的领跑企业得益于工我国铁路行业的领跑企业得益于工
业部委的举国体制对于统筹产学研业部委的举国体制对于统筹产学研、、推进推进
创新链创新链、、配套产业链所需要的系统性配套产业链所需要的系统性、、集中集中
型型、、任务化的强大组织能力任务化的强大组织能力。。对比我国铁对比我国铁
路行业路行业、、能源行业能源行业、、汽车行业汽车行业、、电信行业和电信行业和
国防科工行业近国防科工行业近4040年的创新得失与产业进年的创新得失与产业进
退退，，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坚定发展意志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坚定发展意志
和强大组织能力是持续创新的根本保证和强大组织能力是持续创新的根本保证，，
也是领跑企业得以成长和发展的战略基也是领跑企业得以成长和发展的战略基

础础。。面对部委举国体制的变迁面对部委举国体制的变迁，，领跑企业领跑企业
需要另辟蹊径需要另辟蹊径，，通过超前部署通过超前部署，，进一步在竞进一步在竞
争激烈的必争领域积蓄领跑动能争激烈的必争领域积蓄领跑动能、、巩固领巩固领
跑地位跑地位、、扩大领跑优势扩大领跑优势，，为扩大我国领跑企为扩大我国领跑企
业的第一方阵队伍并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提业的第一方阵队伍并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提
供足资参考的先进经验供足资参考的先进经验。。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美国是以工业研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美国是以工业研
发实验室的建立为标志的发实验室的建立为标志的。。企业内部的工企业内部的工
业实验室在资金投入业实验室在资金投入、、设备先进性设备先进性、、人员竞人员竞
争力争力、、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行业影响力和可持续发行业影响力和可持续发
展等多个维度全面领先同行展等多个维度全面领先同行，，而研究型大学而研究型大学
和专门研究机构成为工业实验室的重要补和专门研究机构成为工业实验室的重要补
充充。。研究表明研究表明，，美国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化美国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化
内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内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创新驱动发展
的制度性优势的制度性优势。。爱迪生爱迪生18701870年建立了美国年建立了美国
第一个工业实验室第一个工业实验室，，大量电机电器电子的发大量电机电器电子的发
明创造成为推动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明创造成为推动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
要力量要力量。。工业实验室在企业内部的制度化工业实验室在企业内部的制度化
建设建设，，标志着企业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转变标志着企业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转变
为内生动力为内生动力。。企业牢牢掌握着产学研的创企业牢牢掌握着产学研的创
新链主导权新链主导权、、主动权和领导权主动权和领导权，，死死掌控着死死掌控着
技术守门人技术守门人、、制造守门人和市场守门人制造守门人和市场守门人，，将将
产业链和创新链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产业链和创新链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当然这当然这
也反映了美国垄断集团的雄厚实力和大型也反映了美国垄断集团的雄厚实力和大型
企业的竞争压力企业的竞争压力。。企业主导地位和军民两企业主导地位和军民两
用战略保证了美国企业在电子用战略保证了美国企业在电子、、航空航空、、生物生物、、
通讯通讯、、计算机等高新技术领域的链式创新动计算机等高新技术领域的链式创新动
能和集聚发展势能能和集聚发展势能。。

以工业园区的形式在空间上集聚发展以工业园区的形式在空间上集聚发展
产业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现与巩固的重产业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现与巩固的重
要途径要途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五大湖地区和五大湖地区和
加州西海岸硅谷是美国在不同发展阶段产加州西海岸硅谷是美国在不同发展阶段产
业集聚发展的集中体现业集聚发展的集中体现。。我国台湾新竹科我国台湾新竹科
学工业园是为仿效美国硅谷发展模式创建学工业园是为仿效美国硅谷发展模式创建，，
其巨大成功不仅成为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其巨大成功不仅成为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
展的主要引擎展的主要引擎，，而且其规划前沿而且其规划前沿、、产业先进产业先进、、
创新驱动和管理出色的机制成为可复制的创新驱动和管理出色的机制成为可复制的
经验经验。。不可否认的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交通大学迁台校友由交通大学迁台校友
推动的新竹交通大学推动的新竹交通大学（（现已更名为阳明交通现已更名为阳明交通
大学大学））19581958年建立电子研究所年建立电子研究所，，快速发展完快速发展完
成了人才储备成了人才储备，，为为19871987年在园区成立的台年在园区成立的台
积电公司等一批电脑积电公司等一批电脑、、芯片芯片、、通讯通讯、、光电光电、、精精
密机械密机械、、生物技术领域创新性生物技术领域创新性、、驱动型驱动型、、国际国际
化公司在产学研的空间集聚发展奠定了重化公司在产学研的空间集聚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要基础。。

政策保障是政府推动企业创新主体地政策保障是政府推动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的主要机制位的主要机制。。政府在专利制度政府在专利制度、、财税政财税政
策策、、创新环境创新环境、、军民融合和公私合作方面的军民融合和公私合作方面的
机制安排机制安排，，是新型举国体制下创新驱动发展是新型举国体制下创新驱动发展
和产业集聚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产业集聚发展的根本保证。。政府在教育政府在教育
储备人才储备人才、、实行任务带动和产品市场促进的实行任务带动和产品市场促进的
角色可以再现工业部委曾经拥有的强大组角色可以再现工业部委曾经拥有的强大组
织能力和坚定发展意志织能力和坚定发展意志。。

三、发挥战略主动性，推进
教育科技人才在高质量发展中
的超前部署

企业创新地位的实现是政府政策推动企业创新地位的实现是政府政策推动、、
企业战略主动企业战略主动、、产学研积极联动的结果产学研积极联动的结果。“。“优优
化配置创新资源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
这是党的二十大对驱动发展战略的最新部这是党的二十大对驱动发展战略的最新部
署署。。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推是推
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制度化的实践要求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制度化的实践要求。。
进一步明确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对企业家提对企业家提
出了更为崇高的历史使命出了更为崇高的历史使命。。企业家对企业企业家对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的高度重视是创新发展的起创新主体地位的高度重视是创新发展的起
点点，“，“利于国者爱之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害于国者恶之”。”。

完整完整、、准确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企业企业
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家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组织者、、引领者引领者，，
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市场创
新新。。创新驱动发展是避开中等发达国家陷创新驱动发展是避开中等发达国家陷
阱并成功突进现代化的有效战略阱并成功突进现代化的有效战略。。领跑企领跑企
业需要超前部署远见业需要超前部署远见、、创新管理机制创新管理机制、、技术技术
主导能力和系统成套实力主导能力和系统成套实力。。作为后发国家作为后发国家，，
要勇于向海外同行学习实现企业创新主体要勇于向海外同行学习实现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的方法地位的方法。。他山之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攻玉。“。“法苟不法苟不
善善，，虽古先吾斥之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虽蛮貊吾师之。”。”
先发地区积累的人才储备先发地区积累的人才储备、、空间集聚和研发空间集聚和研发
内化等先进经验仍有价值内化等先进经验仍有价值。。

货畅其流是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基础货畅其流是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基础。。
若无铁路若无铁路，，工商皆废工商皆废。。高铁时代高铁时代，，铁道的先铁道的先
导性决定性作用虽不如工业化初期那样重导性决定性作用虽不如工业化初期那样重
要要，，但仍是形塑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但仍是形塑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
系的有效手段系的有效手段，，参与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参与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
系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加快西部陆加快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海新通道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
展以及推动展以及推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驰骋驰骋
祖国大地祖国大地、、享誉赤道南北的高速列车是工业享誉赤道南北的高速列车是工业
强国和交通强国的金色名片强国和交通强国的金色名片，，是制造业高端是制造业高端
化化、、智能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集中体现绿色化发展的集中体现。。铁路铁路
领跑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领跑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是交通强国的主是交通强国的主
战场战场、、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必争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必争领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到我国到20352035年年
要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进入创新型
国家前列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形成新发
展格局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信息化、、城镇城镇
化化、、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需要领跑企这一宏伟目标需要领跑企
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位，，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教育在教育、、科技科技、、
人才实现超前部署人才实现超前部署，，为更多企业进入领跑方为更多企业进入领跑方
阵阵、、巩固领跑地位巩固领跑地位、、扩大领跑优势做出新的扩大领跑优势做出新的
贡献贡献。。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战略与学科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