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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在的位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文章正文

“自主创新”不等于“自己创新”——路甬祥谈辽宁以及沈阳的制造业优

势与机遇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收藏本页 关闭

 

    10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路甬祥，在沈阳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路

甬祥特别指明了辽宁以及沈阳制造业的优势和机遇，期待辽宁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跨越中走在前面，发挥引领带头作用。 

    路甬祥说，2010年，我国制造业国内外销售总额已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尚

未摆脱粗放、外延的发展方式，还不是制造强国。在信息化时代，制造业仍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柱产业。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发展先进制造产业，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对于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保障

国家安全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战略意义。 

    路甬祥介绍，未来20年，制造技术和产业将发生重大变革，基于此，2011年8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研究发布了未来20

年中国机械工程技术发展路线图，描绘了未来制造技术和产业将呈现绿色、智能、超常、融合、服务等重要特征，而中国要

实现经由制造技术的创新、完成向制造强国的跨越，必须把握创新、人才、体系、机制、开放等关键要素。 

    毫无疑问，人才问题至关重要，中国机械工程技术发展的成功必须有一批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物来支撑。路甬祥进一步

指出，在人才培养上，既需要从事基础前沿研究的科学家，也需要从事技术应用创新的工程师，还需要更多的优秀高技能人

才。此外，还应形成继续教育、终身学习制度和社会氛围，使制造技术人才不断更新知识和能力。他认为，工程教育在拓宽

知识基础的同时，必须改变轻视实践、轻视工程能力培养的倾向，而应当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智能结合，注重能

力培养。他进而谈到，人才的培养取决于教育，我们应注重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开始致力于培育创新思维和能力。 

    “自主创新”是否等于“自己创新”？关于这一点，路甬祥强调，自主创新决不能异化为“闭门造车”，只有开放合

作，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借鉴国外、立足自主，制造技术的创新活力方能得以激活并得到充分发展。充分吸收利用国外

创新人才和智力，应作为我们自主创新的起点。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中坚持自主创新，这是发展制造技术的基本方略而决不能

动摇。  



    路甬祥还特别强调，要科学设计机械制造行业中员工职业生涯发展制度。要为潜心钻研技术和管理的优秀人才创造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提供相应的待遇。要扩大从技术工人通向高级技工、技师和工程师的通道，坚持重德才、重能力、重实绩的

考核标准，不因文凭、外语而埋没创新人才，更不应千军万马“奔仕途”。 

    制造业是辽宁和沈阳的传统优势产业，“十二五”期间，沈阳确定了建设先进装备制造基地的发展目标，在信息化时

代，面向国际化竞争，辽宁和沈阳制造业的优势与机遇何在，前景如何？就此，路甬祥指出，辽宁是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

地，机床、冶金、矿山机械、造船、航空、汽车等制造企业都比较强大，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改革重组和技术改造，企业的

市场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市场开拓能力普遍增强。辽宁机械装备制造产业区域集聚度高，产业链整合能力强，特色鲜

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辽宁制造业的附加值、竞争力和赢利能力提升的潜力很大。同时，辽沈地区相关的科研院所、大

学、职业教育等实力较强，特别是具有较强的“制造文化”，这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优势。省市政府对装备制造业关注度

高，服务意识强，支持力度较大。具备上述资源，在中国实现制造业升级和跨越发展中，辽宁完全可以发挥优势，走在前

面，更好地发挥引领带头作用。 

（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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