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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钢铁联合研究基金的几点启示

辛秀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

北京 l 《x幻85)

2X( 刃 年 8 月 28 日
,

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以下简

称宝钢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

科学基金委 )共同出资设立 了
“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 ,

目的是紧密结合我国钢铁工业的重大问题和发展战

略
,

开展前瞻性
、

创新性的研究
,

有效地促进知识创

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
,

通过科技创新带动冶金与材

料新技术
、

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

提升传统产业
,

提高

我国钢铁冶金工业竞争力
。

“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

是国有大型企业首次以基

金的形式资助基础研究
。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重点资

助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冶金新技术及有关工

艺
、

材料
、

能源
、

环境
、

装备
、

信息等具有重要科学意

义和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项 目
。

这一举措被誉为
“

促进基础研究推动产业进步的重要实践
” ,

有效地

促进了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
,

促进了基础研

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
。

实施近 5 年来
,

为促进知识

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

1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设立的背景与实施情

况

宝钢作为我国钢铁工业最现代化的特大型国有

企业
,

对科学技术进步一直高度重视
,

形成了以宝钢

研究院为核心
,

子公司技术中心为支持的科研开发

体系
。

除关注解决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技术难题外
,

宝钢还积极进行前瞻性
、

独创性
、

能够形成专有或重

大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

新工艺
、

新装备和新技术的研

究与开发
。

虽然我国钢铁行业 自 19 96 年起产量突破亿吨
,

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钢国
,

但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研究

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
,

目前还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

发展的需要
,

同一些钢铁强 国如日本
、

韩国
、

美国等

相比
,

还存在明显的技术差距
。

20 世纪 90 年代末
,

我国钢铁行业持续低迷
,

而

在 2X( X) 年开始走出低谷
,

利润大幅增加
。

这一年
,

宝钢三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
,

同时
,

宝钢股份融资上

市
,

取得比较好的利润
。

就是在这一年
,

为提高宝钢

的技术创新能力
,

同时也为了回报社会
,

全面提升我

国钢铁业的综合竞争力
,

宝钢同自然科学基金委联

合设立了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

回报社会是宝钢长期

的追求
,

宝钢原董事长谢企华认为
,

企业在取得经济

效益的同时
,

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
。

该联合基金设立以来实施顺利
,

第一期 ( 2的 1一

入刃3 年
,

为期 3 年 )双方各投入 1(众 ) 万元
,

共 2仪X)

万元
,

已完成资助工作
。

双方已于 2仪)3 年 12 月续

签了第二期合作协议
,

二期从 2 X( 科 年开始
,

为期 3

年
,

总经费为 18X() 万元
。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的设立促进了我国钢铁行业

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
,

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
,

受到了广大冶金科技工作者的欢迎
,

在全国引起

很大的反响
。

该基金历年的资助情况如表 l 所示
。

表 l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历年资助情况统计

年度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万元 )

2X(] 1 28 7 00

2 X( 犯 28 以洲)

以刃3 29 7 00

2 X( 又 23 仪幻

钢铁联合基金的实施促进 了钢铁工业领域基础

研究的发展
,

为提升我国冶金工业技术水平创造 了

条件
。

具体表现为
:
一是它紧密结合我国钢铁工业

的重大问题和战略发展
,

开展了前瞻性
、

创新性的研

究
,

发挥了基础研究对经济的促动作用
,

发挥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
,

吸引了社会资金进行基

础研究 ;二是促进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结合
,

促进了

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 ;三是搭建了交流的渠

道和成果应用与转化的平台
,

促进了科研人员和企

业技术人员的交流和沟通
,

促进双方互动 ; 四是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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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工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基础
,

促进了宝钢与国内其

他科研院所的结合
,

提高了宝钢的技术创新能力
,

有

些项 目研究成果得到了宝钢的重视
,

如上海大学李

麟教授的
“

相变诱发塑性钢
”

项 目
,

双方正在进一步

合作
,

深化研究
。

总之
,

该基金的设立具有特殊的社

会意义
,

起到了示范效应
。

将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

基础研究
,

关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
。

2 几点启示

2
.

1 与企业设立联合基金符合新时期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事业的发展方针

与企业设立联合基金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战略定位
。

科学基金的战略定位是支持基础研究
,

坚持自由探索
,

发挥导向作用
。

而发挥导 向作用是

实现科学基金配置科研资源战略引导功能的必然要

求
,

其中表现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基金的豁合与辐射

作用
,

促进大学
、

研究机构和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的

合作
,

引导社会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人
。

设立联合基金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

合
,

既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需要
,

也是扩大科学基

金放大效应 的需要
,

通过自然科学基金的引导
,

吸引

社会其他资金的投人 ;也是企业加强基础研究
,

提高

企业研发能力
,

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的需要
。

促进

基础研究向应用转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与

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
,

无论是对基础研究本身
,

还是

对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

职能来说
,

都是十分必要的
。

因此
,

联合基金是科学

基金发挥导向作用
,

企业重视基础研究的必然
,

也是

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必然
,

发展之路将越走越宽
,

有

着十分光明的发展前景
。

2
.

2 钢铁联合基金符合宝钢发展的需要

联合基金也符合宝钢发展的需要
。

作为一家大

型企业
,

宝钢要参与基础研究
,

必然有它的追求
。

企

业参与基础研究
,

一要有动力
,

二要有能力
。

动力就

是企业对技术的需求
,

对基础研究中蕴藏的技术
、

利

润增长点的需求
,

而能力取决于企业的实力和企业

的技术研发力量
。

企业追求经济利润的本质决定了企业必然关注

研究对企业的价值
,

包括潜在的利润
。

因此
,

宝钢设

立联合基金的动力因素
,

是其看中科学家研究成果

的价值
,

这种价值体现在宝钢对基础研究的依存度

上
。

当一个企业对基础研究的依存度越大
,

它自然

就愿意参与基础研究
。

钢材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
、

功能性材料
,

面临着铝
、

塑料和复合材料等产品替代

的威胁 ;钢铁行业又是能耗和污染大户
,

面临环保和

能源的双重制约 ;钢铁行业与上下游产业
,

如采矿

业
、

汽车业相 比
,

其集中度低
,

在供应链共生 中的讨

价还价能力弱
。

这些因素决定了钢铁行业对基础研

究的依存度
,

钢铁行业一刻也不能停止对新工艺
、

新

技术和新钢种的开发
。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

蕴藏着钢铁行业需要的技术
,

基础研究的突破将带

动钢铁行业的快速发展
。

钢铁行业的产业特点决定了其属于投人研发资

金较高的行业
,

钢铁业需要巨大的研发投人
。

影响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因素还有一些外在的

因素
,

这主要包括企业的战略和企业的实力以及企

业家的素质和企业所建立的企业文化
。

宝钢之所以

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

就是因为企业有着浓厚的创

新文化和创新底蕴
,

当然企业 的实力提供了必要的

支撑条件
。

这里的实力不仅是指资金的雄厚
,

还包

括研发力量的强大
,

人才的多少
,

很难想像一个濒危

倒闭的企业还有能力投资基础研究
。

当然
,

公司领

导的高瞻远瞩
,

企业家的魅力也起到重要作用
。

创

新理论告诉我们
,

企业家是创新的组织者
、

核心和灵

魂
,

是企业持续创新过程的主导力量
。

因此
,

宝钢设

立联合基金得益于宝钢雄厚的技术力量和资金力

量
,

得益于宝钢公司的高瞻远瞩的企业家
。

当然影 响宝钢设立联合基金还有其他一些因

素
,

如科学基金制的优势吸引
,

科学基金的公平
、

有

效机制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

还有企业的责任
,

对社

会的责任
,

对社会的回报
,

是企业不能回避的
。

2
.

3 争取与更多的企业设立联合基金

在近十年中
,

我 国基础研究的经费和人力都有

大幅增加
,

但研究开发经费特别是基础研究经费仍

然不足
,

高水平研究人员仍然缺乏
。

实践证明
,

与企

业设立联合基金有力地促进了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

的结合
,

促进了产业界和学术界的结合
,

符合自然科

学基金的发展
,

也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
,

其前景是

广阔的
。

因此
,

自然科学基金委应该变被动为主动
,

有目的地去寻求同企业合作的机会
,

如可以围绕国

家目标
,

围绕经济发展的中心
,

围绕国家中长期计划

等
,

主动去寻求合作的对象
。

要认真研究企业介入

基础研究的各种因素
,

有针对性地去争取那些对基

础研究依赖度大
,

又有实力的企业加人进来
,

设立更

多的联合基金
,

促进我国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全

面结合
。

2
.

4 进一步完善联合基金管理的制度建设

为了促进联合基金的发展
,

需要加强对联合基

任卜
l

一óē么知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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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的研究
,

完善有关的制度
,

使其走向健康发展

的道路
。

联合基金作为科学基金 的专项基金
,

应当

也应该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

战略定位
,

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

关注行业

共性基础技术
,

而不能过分强调应用性
,

要强调探索

性
、

基础性和前瞻性
。

联合基金的项目成果同样属

于职务发明成果
,

应该保护资助方和项 目承担单位

的利益
,

但由于联合基金更偏重基础理论和方法的

研究
,

一时难以形成成熟的技术
,

因此对于研究取得

的知识产权归属不宜过分强调
。

企业应该更多地关

注项目的后期开发
,

而承担项目的科研人员也有义

务优先与企业合作
,

促进基础研究向应用的转化
。

要建立适应联合基金的评估准则
,

以区别一般

项目的评估
。

联合基金作为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模

式
,

其项 目成果的评价不能等同于一般性的基础研

究项 目
,

要体现双方
“

联合
”

的特点
,

不能单看论文
、

理论成果奖等
,

而更要看双方结合的效果
、

合作的情

况
。

联合基金的评估要从整体考察联合基金项 目是

不是促进了企业界与学术界的结合
,

是不是促进 了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
,

是不是促进了该行业

共性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

当然项 目评估周期可以

长一些
,

鼓励科研人员不急功近利
,

急于交差
。

特别

是对企业来说
,

更应该看长远一些
,

因为有些项 目也

许多少年后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
。

同时
,

要加强

绩效管理
,

要为联合基金创造宽松的研究环境
,

做到
“

研究成效和资助经费挂钩
” 。

2
.

5 积极开展宣传和交流活动

宣传可 以帮助人们了解联合基金
,

要宣传企业

设立联合基金的创举
,

让更多的人和企业了解联合

基金的意义和作用
。

联合基金对基础研究来说
,

受

益不仅仅在经费上
,

更多地在社会意义上
,

在对企业

文化的建设和培育上
,

在人才的培养上
。

联合基金除了建立产学研结合的平台
,

还提供

了成果应用和转化的平台
。

因此
,

更应向企业和学

术界的科研人员宣传科研成果
,

这将促进成果 的利

用和更广泛的结合
,

因为产业界获得研究成果 的主

要途径是通过宣传和出版物
,

而不是通过专利的获

得
。

根据最近对美国制造业的调查 ( oC he n
Ne lson

,

明 d W al s h ( 2X() 2 ) )表明
,

在大部分的产业中
,

企业获

得大学研究成果的主要途径是出版物
、

会议和不正

式的信息交流
,

专利和许可位于几乎最不重要的地

位
。

日本学术振兴会就是通过设立
“

产学协作研究

委员会
” ,

组织研讨会和出版物等形式
,

促进学术界

和产业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交流
,

把学术界的研究

进展及时向产业界公布
。

宣传也是为了交流
,

联合基金通过交流可以促

进产学研方面的人员交流互动
,

达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
。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人
,

知识和技术

的载体也是人
,

因此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人士需要多

了解对方的工作
,

发现对方工作对自己的价值
,

在交

流中找到合作点
,

这将有力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创

新结合的效果
。

在联合基金中
,

企业可以对一些他

们感兴趣的项 目派出专门的技术人员对研究进展进

行跟踪
,

这种跟踪本身就是一种合作和交流
。

而通

过组织联合基金项 目的汇报交流活动
,

可以在项 目

负责人之间
、

各研究单位科研人员之间及企业技术

人员之间形成很好的互动和交流
,

这样
,

科研人员可

以了解现实的问题以及 自己的成果跟实践的差距 ;

而企业技术人员可以了解技术的
“

源
” ,

开阔视野
,

解

开实践中的困惑
。

因此
,

联合基金应多资助一些交流活动
,

创造交

流机会
。

英国开展的交流俱乐部的资助活动效果很

好
,

我们可 以借鉴
,

只是需要将交流的范围扩大一

些
,

除了学术界的专家
,

还需要产业界和管理界的专

家参加
。

通过交流
,

也许就会触发创新的灵感
,

碰撞

出火花
,

组合成创新的结构
。

这种效果不是某个研

究项 目所能达到的
。

2
.

6 重视并努力促进联合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的转

化

联合基金在坚持基本定位的前提下
,

要关注由

应用拉动的基础研究
,

适当的时候可以将资助的触

角延伸到
“

下游
” 。

适当延伸到
“

下游
”

有利于联合基

金的发展
,

促成成果的转化
。

将成果运用到企业中
,

一方面产生效益
,

达到技术创新的 目的 ; 另一方面
,

这也是联合基金鼓励成果转化的一种引导
,

成为吸

引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动力
。

A CO NrS 刃DE RA IT O[ N O F
`

净O D理 F UN D F O R 翻幻N AN D S T E E L RI 路 E A R C H
”

X i n

入恤如翻
J

Y川公倒 及泌限恕

之i n X i u tian

声加用如如己 of 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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