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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分析国内外的科研技术创新现状 ,认为只有加强技术创新企业才有出路 ,而且企业必须成为技

术创新的主体 ,才能切实有效地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有效途径是成立自己的技术

中心。结合山东成山集团技术中心的实际谈了技术中心的创建以及成立技术中心的切实成效。

关键词 :技术创新 ;技术中心 ;轮胎行业

中图分类号 : TQ330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628171 (2000) 0420242204

　　2000 年 ,我国加入 WTO 在即 ,我国政府

又已经明确表示轮胎行业不在被保护范围之内

(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或产品在加入

WTO 后仍可通过调整关税进行保护) ,这就使

轮胎生产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届时 ,国

外知名品牌轮胎将大量涌入国内市场 ,必然对

国内轮胎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面对竞争激烈

的市场形势和优胜劣汰的竞争趋势 ,适者生存

是永恒不变的真谛。因此 ,企业应加强科技研

究和创新 ,增强抗御各种风险和冲击的能力 ,走

科技兴企的道路。为了加强科技研究和创新 ,

建立企业自己的高水平技术中心 ,是科技兴企

的一条必由之路。

1 　国内外科研创新状况

111 　国外状况

翻开世界经济的发展史 ,可清楚地看到 ,世

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 ,总是有快有

慢 ,似乎总有个经济发展的中心 ,而从发展过程

看 ,这个发展中心又总是随着科技中心的转移

而转移的。考察单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 ,也可

以看出 ,一个国家的经济也是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而发展的 ,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科学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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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先进 ,而经济上却很落后 ,也没有哪一个国家

在科学技术上很落后 ,而经济上却能很发达。

二战后的日本 ,虽然因战争而耗尽了财富 ,但并

没有破坏其庞大、优质的科技队伍 ,从而使日本

又迅速崛起为一个经济强国。同样地 ,许多国

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在激烈竞争的市

场形势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其关键的一条也

是依靠科技进步和不断的推陈出新。

翻开世界百强企业的经费预算 ,发现它们

的科技资金投入竟高达销售额的 10 % ,甚至

15 %以上。轮胎销售额多年排名世界第一的米

其林公司在德国、日本、美国和西班牙共设有 7

个研究中心 ,其每年投入技术研究开发的费用

均占销售额的 5 %以上 ,就是在这里 ,诞生了世

界上第 1 条子午线轮胎。世界十大轮胎公司中

日本占 4 家 ,其近几年的研究开发费用如表 1

所示。

表 1 　日本轮胎公司的研发经费

占公司销售额的比例 %

公司名称 1995 年 1996 年

普利司通 513 512

横滨 419 511

住友 417 417

东洋 412 319

　　注 :研发经费包括人事费、原材料费、购买固定资产 (机器

等)费、折旧费及其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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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取胜 ,并在世界十大轮胎公司中占有一席之地 ,

是与其巨额的科技投入及不断的技术创新密不

可分的。

正如日本一企业家所言 ,“企业的科技投资

占销售额的 1 % ,企业难以生存 ;占 2 % ,可以勉

112 　国内状况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

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把技

术创新机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

重要目标 ,特别是要把建立健全的技术创新体

系作为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搞好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环节。

在计划经济时期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政府。

我国的科技体制由于受前苏联模式和计划经济

体制的影响 ,大量的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企业

之外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科研工作基本上

是政府行为 ,从决策、投入到研究开发主要是以

政府为主体进行。作为政府附属的科研机关 ,

在科研工作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计划经

济时期 ,我国虽然每年取得几万项科研成果 ,但

仅有 26 %转化为生产力 ,另有 74 %因不适应社

会 ,脱离了企业实际 ,脱离了市场需求而被束之

高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技术创新及技术开发

活动应是企业自觉的行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发

展的关键环节 ,是市场竞争的需要 ,是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的需要 ,是企业提高自身素质的需

要。

技术创新有 3 个鲜明的特点 :

(1)强调市场实现程度和获得商业利益是

检验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 ;

(2)强调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到

首次商业化应用是一个整体过程 ;

(3)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包括决策

的主体、开发的主体、投资的主体、利益分配的

主体和承担风险的主体。

因此技术创新不同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改

造。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 ,是技术进步

的实现过程 ,只有持续地推进技术创新 ,才会有

技术进步的结果。

工作的方法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务总局和海关总署共同制定了有关政策 ,鼓励

和支持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技术

中心 ,并先后认定了 6 批共 231 家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另外 ,国家为引导企业由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轨 ,把鼓励企业创建技术中心作

为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决策 ,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优惠政策 ,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创办技术中

心 ,把科研院所推向市场 ,使科学技术真正转化

为生产力 ,出现了像北大方正、海尔集团等一大

批靠技术创新发展起来的名牌企业。其中 ,海

尔集团 1998 年对其技术中心的科技投入占销

售额的 6 % (约 6 亿元) ,并投资 3 亿元用于中

心科研大楼等基础设施建设 ,仅 1998 年 1 年 ,

该集团利用国家给予技术中心的各项优惠政

策 ,享受了 2 000 多万元的专项拨款 ,同时 ,由

于海尔集团非常重视技术中心的建设及技术创

新 ,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 ,平均每天申请专

利一项以上 ,全年突破 400 项。近几年从国家

到地方各级政府机关采取不同的形式宣传、发

动、鼓励企业创建技术中心 ,今后这一举措也不

会改变。

2 　建立技术中心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

要 ,加速在企业内部建立市场、科研、生产一体

化的技术进步机制 ,使企业迅速成为技术开发

的主战场。随着企业的飞速发展 ,规模、效益的

不断扩大 ,企业急需拥有高层次、高水平的研究

开发机构 ,不断提高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国、

内外市场竞争能力 ,多研制高、精、尖产品 ,为企

业的发展储足后劲 ,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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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维持 ;占到 5 % ,企业才有竞争力”。可见企

业对科研和技术创新有着最为迫切的要求。要

想大规模地推动技术创新 ,就必须把主要的研

究开发放在企业中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

体。

技术创新工作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技术创新

工作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获取商业利

润、占领市场。因此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科研

1993 年以来 ,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税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我国经济逐

步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轨道 ,企业建设技术

中心将有利于企业自主开发能力的进一步提

高 ,同时 ,可使科研与生产直接见面 ,减少许多

中间环节 ,较好地解决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矛盾 ,

是把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最理想途

径。

为确保企业开发的产品起点高、档次高 ,形

成自己的高水平和拳头产品 ,创建企业技术中

心是当务之急 ,是企业发展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加强企业科技力量 ,加大科技投入 ,是在新时期

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 ,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活

力的关键 ,是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和科技投入

主体的重要举措。另外 ,企业拥有自己高水平

的技术中心 ,还可达到“筑巢引凤”的效果 ,为企

业吸引大批有识之士和优秀的科研人才 ,为企

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成山集团技术中心简介

山东成山橡胶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成立于 1992 年。中心自成立以来 ,始终坚持

“以科技求发展、以质量求生存、以管理求效益”

的方针 ,大力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全面推动企业

技术进步 ,积极研究开发新产品 ,大力推广和应

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 ,自主开发出了一大

批高档次的轮胎产品。

311 　技术中心的建设

由于企业领导非常重视企业自身的科研开

发工作 ,几年来 ,企业在资金异常紧张的情况

下 ,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加大科技开发的资金投

入和监管力度 ,经过健章立制、不断完善和多方

努力 ,使企业技术研究中心得到了长足发展。

(1)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成山集团在人才培养和智力开发上肯下力

气。先后通过定向代培、有偿分配和外出招聘

等多种途径广招人才 ,同时 ,与青岛化工学院在

公司内部联办了 5 届大专函授班 ,目前企业各

类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已达到 529 名。还在诸多

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洽谈、协商以招聘高级人才

(硕士生、博士生、轮胎专家) ,为不断发展壮大

术人员总数的 25 %以上。

(2)加强产学研联合

形式的产学研合作 ,吸纳国内外科技力量进入

企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订了“轮胎有限元

分析”长期技术合作项目 ,该项目改变了传统的

轮胎设计理论 ,在设计全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对

轮胎各个部位的设计参数进行静态和动态分

析 ,可方便地获得未来成品轮胎将具有的各种

理化性能 ,确保产品设计科学先进 ;接收清华大

学研究生利用暑期来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成

山集团技术中心与原化工部北京橡胶工业研究

设计院共同创建的高水平轮胎开发机构 ,在厂

院都设立了工作室 ,为共同研究开发属国际先

进水平的子午线轮胎系列产品打下了基础 ,并

形成了良好的合作运行机制。

(3)提高实验检测能力

技术中心现拥有各类试验、研究、检测及中

试设备 110 多台 (套) 。通过与原化工部北京橡

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密切合作 ,充分消化吸收国

际先进的轮胎生产技术 ,先后从美国、英国、德

国和荷兰等国家引进了两用四辊压延机、

GK400N 密炼机、三复合挤出机、成型机、带束

层挤出联动装置等 50 多台 (套) 90 年代国际先

进水平的中试生产设备。中心实验室拥有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的 X 光检测

机、均匀性试验机和硫化仪等 10 余台 (套)检测

设备 ,有耐久性试验机、脱圈试验机等国产先进

检测设备 20 余台 (套) ,经过填平补齐 ,测试设

备可达到国际水平。目前 ,中心总资产达到

21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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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是企业自己的事 ,决策要由企业

自己根据市场情况来做出。另外 ,企业单单具

有技术创新的主体意识还不够 ,还要有一个组

织载体 ,也就是说企业要建立技术开发机构 ,并

逐步成立技术中心。

企业科技队伍奠定了基础。不久前又与意大利

轮胎专家吉奥瓦尼先生达成了合作意向。目

前 ,仅技术中心就拥有 147 名科研及工作人员 ,

其中有硕士以上学位和享受政府津贴的拔尖人

才和科技带头人 7 名 ,高、中级职称技术人员

56 名 ,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工程技

积极创造条件加强产学研联合 ,开展多种



(4)中心的运行机制

技术中心下设中心办公室、人事管理室、设

计开发一、二、三室、工艺装备一、二室、计算机

室、实验室、成果管理室、财务室、中心营销服务

部、中试车间及轮胎研究室。其中 ,设计开发一

室负责斜交轮胎项目 ,设计开发二室负责半钢

技术中心自成立以来共完成了 8 项省级以

上重大技术开发项目 ;有 30 多个规格斜交轮胎

获得省、部优 ;10 多个规格获得 A 级称号 ,优质

产品率达到 75 %以上 ;对近 100 个品种的斜交

轮胎进行了优质轻量化、性能增强化技术升级

和改造 ;已开发的 50 多个规格的子午线轮胎 ,

全部达到了国家级鉴定标准 ,其质量水平与国

外同类产品水平相当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研究

开发的“国产聚酯轿车子午线轮胎”于 1990 年

率先在同行业中通过了化工部技术鉴定 ,为子

午线轮胎开发生产起了示范带头作用 ,该产品

获 1992 年度国家级新产品奖 ;研究开发的“国

产聚酯轻型载重子午线轮胎系列产品”于 1992

年通过了化工部技术鉴定 ,并获得 1992 年度国

家级新产品奖、1994 年度化工部科技进步二等

奖、199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研究开发

的“60”和“65”系列低断面轿车子午线轮胎于

1994 年通过化工部技术鉴定 ,并先后获得 1995

年度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 1995 年度化工

部、199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7 年度

术鉴定及项目验收 ,该项目技术获得 1998 年度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及 1998 年山东省重大

技术创新贡献奖 ,1999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二等奖 ;“九五”期间技术中心又与原化工部北

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共同承担了“高性能子

午线轮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4 　结语

企业要拥有高水平的技术中心 ,首要的一

点是领导重视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的关键在于

如何处理资金紧张的问题 ,要千方百计加大对

技术中心的投资力度 ,不断拓宽融资渠道 ,并把

建设资金落到实处 ;还要充分利用国家给予企

业技术中心或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优惠政策。

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企业技术中心健康稳步地

向前发展。
收稿日期 :2000201203

未来摩托车市场七大特点
中图分类号 :U483 　　文献标识码 :D

　　在对前几年摩托车市场的发展进行分析总

结后 ,国家有关部门和专家提出了以下观点 :未

来几年中国摩托车市场发展将呈现七大特点。

　　(1)摩托车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将在规模、

价格大战的基础上展开一场比品牌、质量、价

格、售后服务、销售方式等方面的综合竞争。

　　(2)生产将更集中 ,市场将由 10 多个大企

业、大集团的产品所占领。

　　(3)摩托车生产企业将从注重规模效益转

为更加注重经济效益 ,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将严

格按市场的需求来决定。

　　(4)销售渠道将从目前的多层次分销渠道

转为代理制 ,专卖店将成为摩托车销售的主要

场所。

　　(5)摩托车最大的市场仍在农村和中小城

镇 ,排量 125 mL 以上的摩托车更畅销。同时 ,

400 mL 的休闲用摩托车的需求量将逐渐增加。

　　(6)摩托车相关产业 ,如信息传播、保养、赛

车等方面将出现火热的势头。

　　(7)低污染、低油耗、低价格的“三低”摩托

车将大受市场的欢迎。

(摘自《摩托车新闻》,20002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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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线轮胎项目 ,设计开发三室负责全钢子午

线轮胎项目。同时 ,详细规定了中心各部门的

工作职责及工作权限。技术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由总公司领导直接担任 ,各负其责。技术中心

主任由公司总经理兼任 ,3 个副主任中有 2 个

是公司技术副总经理和公司总工程师。

312 　技术中心取得的成果

国家级新产品奖 ;研究开发的“全钢载重子午线

轮胎系列产品”于 1997 年 9 月通过了化工部技

术鉴定 ,并获得 1998 年度国家级新产品奖 ;“八

五”期间与原化工部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

共同承担的“30 万套/ 年子午线轮胎工业性生

产技术”项目 ,于 1997 年 9 月通过了化工部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