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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迄今已近30年，加上“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崛起之
势应该不是问题。
问题是：如何崛起？
靠什么崛起？
　　这是个大命题。
讨论起来，可以千言万语；谋划起来，或许千方百计；行动起来，需要千军万马，但是凡事总有个魂
。
崛起之魂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创新。
　　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国家自主创新的命题，强调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
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作为新时期的重大国家战略，把自主创新置于关乎经济社
会健康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和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确是高瞻远瞩，抓住了要害，是建立在科
学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我国战略需求之上的精准判断。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的脊梁。
”　　目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总数位
居世界前列，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部分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
已具备走自主创新之路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现有技术状况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能适应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需
求，与创新能力不足密切相关的一些深层问题和矛盾，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增长质量
低下、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等现象长期未能得到根本扭转。
这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迫切需要我们把技术创新真正提上重要日程，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贯彻到每个产业、行业和地区，以期推动自主创新蔚然成风。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自主创新的问题自然会进入我们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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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区域自主创新研究报告（2008～2009）：西部制造业的创新实践》是以区域自主创新理论与实
践为主要内容的连续性年度研究报告，本报告（2008-2009）以创新理论为指导，以“中国西部区域自
主创新战略研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积累为基础，对我国西部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具体实践进行了总结
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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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第一要务　　宁夏力成电气集团公司始建于1997年。
该企业用了不到10年时间发展成为资产总额过亿元，年生产高、中、低压成套开关设备2万多台（套）
的大型企业，成为自治区确定的28家民营骨干企业和自治区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2007年实现销
售收入2亿元。
该企业高速成长的秘诀就是，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视为企业生存发展的第一要务
。
力成电气集团十分重视技术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为技术特长人员设置岗位，最大限度地使技术创新
团队达到最优组合；公司始终注重产学研合作，通过引进消化国内外先进技术达到产品的再创新，并
规定每年研发的新产品不得少于2个，研发投入不得低于当年销售收入的3％。
　　2.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部分企业通过引进关键技术和
设备，以及持续不断地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显著提升了装备制造业的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了企
业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
长城须崎铸造有限公司不断引进先进设备和管理理念，把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作为企业发展战略
纳入全局考虑。
先后从日本和美国引进树脂砂生产工艺，从芬兰、德国引进铸造凝固模拟软件，从意大利引进五轴联
动数控龙门高速铣床，从美国引进铸造生产线等关键设备和技术，每年派遣相关人员出国参加技术培
训（平均4-8次／年），聘请国际铸造行业知名专家作为公司技术顾问，使公司产品质量始终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产品80％·出口，成为美国通用、德国西门子等世界500强企业的固定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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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区域自主创新研究报告（2008～2009）：西部制造业的创新实践》内容概览：　　总体状
况　　西部制造业自主刨新基本状况；加强西部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几种做法；西部制造业自主创新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推动西部制造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建议。
　　区域实践　　宁夏：坚持自主创新，打造西部制造业基地；陕西装备制造：强化科技优势，推进
自主创新；陕西重型汽车：构建产业体系，提升创新能力；新疆：把握历史机遇，强化石油化工制造
业创新；贵州：依托品牌优势，提升白酒制造业竞争力；云南：发挥特色资源优势。
打造地道药材创新基地；四川电子信息：坚持集成创新，整合创新资源；四川装备制造：立足产品创
新，创建西部“工业强省”；青海：依靠特色资源，推进中藏药及生物制品制造业创新；重庆：创新
产学研模式，集成汽摩、装备制造产业优势；内蒙古：突出消化吸收，培育机械装备制造业创新优势
；广西：拉伸产业链，推动循环型制糖业创新。
　　专题探索　　工业工程与西部制造业节能减排；中国西部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科
学普及与西部制造业自主创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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