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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创新论坛 ｜ 专访

10月18日，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五中全

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十二五

规划建议》)，其中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

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

撑”，将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

的高度。

在政府高度重视的背后，中国与发达

国家之间的差距亟待追赶。目前，国内在创

新机制、创新理念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仍有众

多滞后之处，11月6日的上海浦江创新论坛

间隙，原外国专家局局长马俊如接受财新记

者专访时指出，无论是创新成果还是创新人

才，都不能简单的依赖学校和研究院所，以

企业为主体推动创新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

根本之道。

企业是创新主体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重点引

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快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把技术创新的主体定位为

企业，转变了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将高校和科

研院所作为创新主体的思路。马俊如认为，

转变的意义在于，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将使创

新更加贴近市场，先进技术可以迅速转化为

生产力。

过去中国倡导的机制是高校和科研院所

负责创新，企业只管生产。马俊如指出，这

种工业经济下的分工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

当前的社会发展，技术转化为生产的周期过

长，企业根本没办法适应市场竞争。

他表示，现在新技术从产生到应用只需

要18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创

新放在企业内部，才能应对竞争。”

企业创新模式目前主要包括四种：企业

内组建研发机构开发技术创新，参与社会相

关科技发展计划以及民间的产学研技术攻关

马俊如

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

“我们必须把创新放在企业内部，才能经得住创新的竞争。”

马俊如：
以企业为主体推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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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出题目和资金等委托大学和科研

院所承担研发任务，还有直接购买知识

产权。其中，马俊如最为看重的是企业

内组建研发机构，他认为这方面国内企

业尤其欠缺。

在 当 今 社 会 ， 信 息 技 术 和 物 流 的

发达使得人类能轻松超越物理距离的障

碍，企业可以在全球整合资源、组织生

产、销售产品。马俊如指出，企业已经

进入全球化竞争格局，因此创新也需要

全球化视野。人流、物流、资本流、信

息流、知识流都不会再局限于某一个地

方，而是在全球的流动过程中增值。

在 以 企 业 为 创 新 主 体 的 模 式 下 ，

大学和研究院所也面临如何重新定位的

问题。马俊如认为，学术部门除了可以

在技术创新上，帮助企业做一些企业自

身无法完成的事情，还应该做那些离市

场还比较远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试验

性、概念性、探索性的分析研究。”

马俊如还重新界定了创新的范围，

指出创新不可仅局限于科学技术创新，

非技术因素的创新同样重要。另外，他

表示，很多创新的需求来自于经济和社

会，需要我们跳出科技的小圈子，融入

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待创新。

反思“钱学森之问”

在 创 新 人 才 的 培 养 上 ， 著 名 科 学

家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

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引发了国内

学术界持久的讨论和反思，“钱学森之

问”也成为这届浦江创新论坛的重要话

题。

马 俊 如 认 为 ， 反 思 创 新 人 才 的 培

养机制不能仅发掘学校教育的问题，决

定人才的因素不完全在学校，不排除有

杰出人才出自学校教育，但更多的是

在社会实践中磨练出来的，他列举了比

尔·盖茨和Google创始人布林的案例。

评判人才通常有三项标准：学历、

经历、能力，在马俊如看来，学历是基

础，经历是参考，能力才是根本。有观

点批评现在学校里对学生的评判标准、

教育观等很多内容不符合教育的实质，

马俊如认为，学校提供的学历教育只是

基础，能力是在社会实践当中不断磨练

出来的。非学历教育的过程，例如培训

和自我学习更为重要，“人才不是靠学

校教育一锤定音的。”

马俊如同时不忘呼吁社会改变对于

人才流动的偏见，他表示，人才流动能

够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过去认为一

个人从一而终，在一个单位一辈子。这

种观念要慢慢改。”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重点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

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把

技术创新的主体定位为企业，转变了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将高校和科研院所

作为创新主体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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