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新材料科技成果
产业化困境与对策研究

郑世林
1  张  颖1

, 林  林2

( 11 北京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 北京 100083; 21 北京科技大学 规划处, 北京 100083)

[摘  要]  北京以其全国独一无二的强大科技资源优势, 在国内新材料科技与产业的发展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重要地位。但是, 北京市具有优势的新材料科技资源, 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产业化。为了扭转局势,

提出以下对策: 尽快实现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 重点发展以研发为主导的新材料产业; 发展 / 三高0 新材

料产业化基地, 促进高端科研成果产业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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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市新材料产业研究现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发布 5高技术产

业发展 /十一五0 规划6, 首次明确了 /十一五0

期间中国需要重点发展的八大高技术产业, 其中

新材料产业也被列入其中。作为拥有科技资源优

势的北京市, 有关行政部门和学者已经开始对新

材料产业发展进行研究。北京新材料发展中心自

1999年开始每年组织编写 5北京新材料产业发

展报告6 和 5北京中关村新材料发展报告6, 该

报告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每年度北京新材料产业的

发展状况和发展态势; 聂祚仁等学者
[ 1]
( 2002)

对北京新材料产业发展进行了技术经济评价, 指

出北京材料产业的发展既要符合各国产业结构演

变的一般规律, 又要呈现北京经济发展的自身特

点, 如发展速度要快, 环境协调性更好; 北京新

材料发展中心 ( 2003)
[ 2]
指出, 北京市新材料产

业的创新能力居全国之首, 并提出把新材料产业

打造成北京市支柱产业; 李强
[3]
认为, 北京市新

材料产业迅速崛起, 并且, 新材料已成为北京继

电子信息和光机电之后的第三大高新技术产业

领域。

以上文献主要集中在新材料产业中心对北京

市新材料发展现况和未来发展形势的研究, 而对

新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研究文献较少。国外技

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理论说明, 科研成果的商品

化固然比科学研究本身重要, 但科研成果的产业

化比商品化更重要。本文将从北京市新材料科技

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 进一步提出

新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对策和建议。

二、北京市新材料科技成果

产业化面临的状况

  北京市发展新材料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在新材料领域, 北京拥有的中央各部委科研

机构 (见表 1) 和基础设施占全国 30% ~ 40%,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占全国 50%, 在

/十五0 期间承担了全国 40% ~ 50%的国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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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 取得了约占全国总数 30% ~ 40%的

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
[3]
, 人才、技术和信息

优势在全国首屈一指。然而, 北京新材料产业的

整体规模仍然偏小, 如在中关村产业园的企业

中, 材料企业的销售收入仅占总额 7%左右, 说

明新材料领域的科研资源优势还没有有效转化为

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存在着科技成果产业化的

困境。

表 1  北京地区新材料领域国家级

工程研究中心及实验室

名称 主管部门
全国

总数

北京

总数

所占

比例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科技部 18 10 55%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发改委 28 9 32%

国家工程研究推广中心 国家科技部 8 3 38%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发改委 32 8 25%

中科院开放研究室 中科院 12 5 42%

大型分析检测中心 国家科技部 14 9 6413%

  数据来源: 北京市新材料发展中心, 2004。

(一) 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产业规模化因地域

影响受到限制

具体表现为: ( 1) 土地资源匮乏、人力成本

高以及环保因素等。新材料产业的规模生产需要

征用相对大量的土地, 兴建大规模的厂房, 北京

居高不下的地价、较高的劳动用工成本大大增加

了新材料的生产成本, 再加上北京作为首都的功

能定位和环境因素, 因此让许多新材料企业望而

却步。( 2) 产业政策重视度不够。由于新材料项

目的产业化一般都需要相对较大规模的投资, 其

进入门槛相对较高。新材料项目的上马一般都是

大项目, 要得到政府大力关注, 从土地使用、政

策、立项、资源调用等给予较多的关注和倾斜,

帮助这类项目的成长。所以, 新材料产业在缺乏

政府政策优惠和财政补贴的情况下, 将面临极为

严峻的挑战。( 3) 产业群聚不够。北京新材料产

业基地建设比较滞后, 与上海相比制造业不够发

达, 上下游产业带动不突出。所以, 新材料产业

的群聚特征还不够明显。上述问题直接导致了北

京新材料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受到限制。

表 2 北京新材料领域技术交易状况

类别

年份 2003 2004

北京

(总数)

转移

外地

所占

比重

北京

(总数)

转移

外地

所占

比重

技术交易项目数 (个) 2511 1636 6512% 3135 2137 6812%

成交金额 (亿元) 17167 10114 5714% 25185 13155 5214%

  数据来源: 北京市新材料发展中心, 2004。

目前绝大多数的新材料科研成果存在一直在

异地转化的现象, 这种现象说明北京市已经开始

成为我国新材料科技成果的源头。根据北京市技

术交易市场统计数据, 2003年、2004 年北京市

新材料领域流向外省市的技术项目数一直呈上升

趋势, 而且65%以上的项目都卖向了外地。2004

年流向外省市的新材料技术 2137项, 占本领域

技术合同项目数的 68117%, 成交额达到 13155
亿元, 占合同成交额的 52142% , 比 2003年增加

了1137亿元[ 4]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北京市地

域限制, 以及独一无二的科技资源优势使北京市

在新材料产业中逐步扮演着一个研发中心的角

色。但是, 由于新材料科技成果异地转化一般采

用的是单一地将科技成果卖向异地企业, 交易具

有一次性特征, 与科技成果产业化所带来的长期

收益来说, 这种单纯依靠科技成果取得的收入非

常有限。

(二) 科技资源缺乏有效整合, 中介机构能

力有限

在新材料领域, 北京科技创新能力一直排名

全国第一, 但是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与国际相比

还有一定差距。北京拥有全国最雄厚的新材料科

技资源, 但是这些设备分散在各个科研院所和高

等院校之中, 而由于体制原因, 这些设备对外开

放程度有限, 许多设备利用率极低, 共用共享方

面存在很多问题, 以设备的价值和其产生的社会

效益来说是不成正比的。从人才上说, 近万名从

事最前沿研究的材料专家学者, 带来了大量的科

研成果。但是, 这些研发往往以技术导向为主,

很少考虑市场因素, 造成科研成果与制造业的实

际需求相脱节, 无法在实际生产中运用, 实现产

业化。

另外, 由于中介机构专业性不强, 其效率非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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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限, 难以有效整合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资源。

所以, 造成一方面大量的新材料科研成果难以实

现产业化, 一方面大量的资金难以找到合适的新

材料产业化项目。虽然北京新材料领域的科技成

果非常丰富, 但是尚缺乏专业化的中介机构为科

技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提供很好的支撑, 技术

市场和资本市场缺乏方便、快捷、高效且低成本

的对接, 进而导致科技资源优势无法有效转化为

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三) 技术创新与国际相比依然差距很大

我国经济建设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对

新材料提出了巨大的需求, 也对加强新材料领域

的科技创新提出了很高要求。尽管北京在新材料

领域的研究与国际水平差距不是很大, 有不少科

研成果在国际上都居于领先地位, 但大多是模仿

创新, 独创性不够, 而且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问

题突出。同时, 材料工艺装备、加工工艺、加工

技术等发展滞后, 直接影响了材料产品的质量,

使得很多关键材料、加工设备和加工技术都需大

量进口, 进而影响到制造业的升级和发展。

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新材料

产业化困境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者林毅夫认为, 发展中国家应选

择与其要素禀赋即比较优势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

结构才能达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升级换代从而

实现收敛
[ 5~ 7]
。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性的市

场经济中, 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

裕程度决定了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 而资本和

劳动的相对价格则决定了该国最优的产业与技术

选择, 进而决定了该产业中的企业是否具有自生

能力。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 如果能够在自由、

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中获得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

润, 它就是有自生能力的
[8]
。北京市新材料产业

存在科技资源的优势, 但是在土地价格高昂、水

电资源稀缺、环境承受能力差等方面相对全国其

它地区存在劣势。所以, 发展技术成熟、市场饱

和的低端产品相对其它地区没有比较优势, 这些

企业往往缺乏自生能力。北京新材料科技成果相

对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而且成果还处于比较

容易模仿阶段, 因此, 作为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的

企业来说,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成本相对更低的外

地产业化。

四、新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对策与建议

北京市新材料产业在全国具有明显的科技资

源优势, 并且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和产业

基础, 如何改变新材料产业存在的科研成果难以

产业化、难以规模化发展的困境, 解决制约发展

的问题, 我们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一) 尽快实现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 重点

发展以研发为主导的新材料产业

按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

规律, 以产品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国家

和地区高新技术发展早期的主要形式。北京市具

有科技资源的比较优势, 另外, 北京的新材料产

业经过长期量的积累已具备了质的升级条件, 即

由产品主导型向研发型新材料产业转化。在现代

产业链中, 研发业是比制造业处于更高端、更能

获取高额利润的产业。从发达国家工业企业生产

形态的演变趋势看, 其发展的递进轨迹大体是:

从 /橄榄型0 (注重生产) 变为 /哑铃型0 (注重

研发和销售) , 再变为 / 蘑菇型0 (注重研发) ,

最终成为掌握生产服务标准制定权型企业。当

今, 国际上有这么一个说法: 三流企业卖苦力,

二流企业卖产品, 一流企业卖专利, 超一流企业

卖标准
[ 9]
。北京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应选择 / 蘑菇

型0, 并努力取得行业标准制定权。北京发展研

发为主导的新材料产业, 今后就不应强调研发成

果 /就地转化0、 /本地生根0。正确的选择是,
适合于在本地转化的在本地转化 (主要是高端产

品制造业) , 不适合在本地转化的则将研发成果

输出, 使北京逐步从 / 制造加工基地0, 向 /研

发专利基地0 转化, 最终成为我国新材料产业研
发中心。

(二) 进一步加强科技体制改革, 促进产学

研的资源结合与科研成果产业化

我国由于长期的体制问题, 为研发机构的研

发活动付费和买单的不是企业, 而是政府。因

此, 造成了学研与产业的脱节, 大量科研成果因

缺乏产业化前景而束之高阁。为了促进科研成果

转化, 我国进行了院所体制改革, 将学研企业

化, 促进其直接面向市场去转化成果, 其结果是

产业 (企业) 缺乏了先进技术的供给来源, 而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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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由于体制原因缺乏产业经验和使得产业化效果

不佳, 最终造成产学研的功能错位。为此, 应积

极加强创新体制与创新模式的科技体制改革, 一

方面理清产学研之间的市场供求关系和其各自的

资源优势, 通过市场利益机制与政府引导调动三

方的优势结合; 另一方面, 尽快促进创新能力和

创新动力的提高, 最终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

研相结合的创新机制与创新模式。

(三) 政府调整和引导 /三高0 新材料产业

化基地的建设

北京市新材料产业由于存在规模化发展的限

制, 产品技术含量不高, 产品附加值低, 对成本

和价格非常敏感的产品生产型新材料产业没有优

势。所以, 应逐渐减少技术成熟、市场饱和的低

端产品的比重, 大力发展创新型、技术上领先的

高端、高效、高附加值产品。在北京市发展 /三

高0 新材料产业, 必须解决北京所面临的土地资

源匮乏、人力成本高以及环境因素等问题, 因为

产业基地的内涵体现在产业发展的 /集群效应0、

空间布局的 /优化效应0 和创新体系的 /整体效

应0 上。产业基地的标志是产业的集群发展。产
业基地以其区域分工专业性、资源利用有效性、

产业发展关联性、经济效益综合性的优势, 能够

获得单位面积投资收益的最大回报, 最大程度地

激化各种产业要素资源, 最大限度地提高产业竞

争力
[ 10]
。所以, 发展 / 三高0 新材料产业化基

地, 可以有效克服北京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成本劣

势, 对发展北京新材料科研成果本地产业化具有

战略意义。

北京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新材料产业

基地, 但是, 很多基地真正的新材料企业并不是

很多。而且, 有些新材料基地生产的产品多数是

产品生产型新材料或传统材料, 与外地相比没有

比较优势, 所以, 政府必须对目前新材料基地进

行调整。通过制定政策禁止与新材料不相关的企

业进驻新材料产业基地, 对于一些传统材料和产

品生产型材料, 不再享受产业基地的优惠政策,

鼓励在 /三高0 新材料基地发展研发型新材料和

/三高0 新材料的生产, 并且加大对这类产品的
优惠力度。还要做好 /三高0 新材料基地规划,

简化审批和建设手续, 基地实行市场化运作, 达

到硬件设施健全和配套服务体系完善的标准。

(四) 调整材料产业结构, 发展对外辐射型

新材料产业集团

世界新材料产业正朝着产业组织集团化、规

模化、国际化的态势发展, 世界著名企业如杜

邦、道康宁、巴斯夫、TDK、信越化学等, 具有

规模大、研发能力强、产业链完善等特点, 在新

材料产业的发展中作用显著。如信越、瓦克、住

友、MEMC公司和三菱材料公司, 这 5家企业就

占据国际半导体硅材料市场销售额的 7911%;
半绝缘砷化镓市场 90%以上被日本的日立电工、

住友电工、三菱化学和德国 FCM 所占有, 有机

氟材料市场则是杜邦、3M 等 7大公司占据了全

球90%的生产能力
[ 11]
。与世界新材料领域的大

型企业相比, 北京的新材料企业规模较小, 产业

集中度明显不足, 因此, 通过兼并、收购和规模

发展提高产业集中度, 是新材料产业结构调整的

重中之重。

目前, 北京材料产业的产值仍以传统材料和

产品生产型新材料产业为主, 这种传统材料已经

与北京发展首都经济的战略相背离, 由于北京居

高不下的土地和人力成本, 使这类新材料产业逐

步失去了竞争优势。所以, 这些企业集团应该凭

借科技资源等比较优势, 在北京市发展以研发为

主导的新材料产业, 并以高端、高效、高附加值

新材料产业作为重点。将传统新材料产业和产品

生产型新材料产业向郊区和外地转移, 可以到外

地投资建立新材料制造中心, 或者兼并收购外地

新材料企业, 形成跨地域的新材料产业大型集

团。例如, 安泰集团的研发中心和 /三高0 新材

料产品在北京中关村永丰新材料基地, 而其它生

产型新材料产品建立了分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在郊

区、河北省、上海和深圳等地发展, 把北京和外

地的优势资源充分的整合, 使产业集团获得了竞

争优势。

(五) 完善市场和创新机制, 优化产业化外

部环境

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及其商品化、产业化, 其

最终归宿在市场; 一个通畅、完整的信息系统,

可以为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提供无限的

商机; 而完备的法律体系则起到保驾护航的作

用。 ¹成立有形的新材料交易市场, 为企业或科

研单位提供产品和技术交易。 º建立无形的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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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交易市场, 通过报刊杂志发布科技成果信息,

通过计算机网络传递科技成果, 积极宣传企业、

产品、成果, 着力培育这种无形市场。 »促进中
介服务机构的专业化, 了解和掌握国外新材料技

术发展的新信息, 打通产学研、产业上下游之间

的市场和信息通道, 建立不同组织之间的有效对

接, 为加速北京市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更专业化

的服务。¼要完善科技法规, 加快科技立法步

伐,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制定和完善与推进技术

进步相配套的制度, 形成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

机制, 包括完全的市场机制、独立的产权机制、

强烈的动力机制、灵活的经营机制、全新的用人

机制、有效的技术创新机制。要通过加强立法和

严格执法, 努力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创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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