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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氨酯产业技术发展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5年3月24日，由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山东省科技厅主办的中国聚氨酯产业技术发展研讨会在北
京召开。中国工程院7名院士和来自科技部、山东省科技厅、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石油化工协会、国家质检总局、总装
备部以及中国异氰酸酯产品及下游产品生产企业的70多名领导和专家围绕中国聚氨酯产业技术发展进行了为期一天的研
讨，对中国民族聚氨酯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对烟台万华等企业自主创新谋发展的成功经验给予了充
分认可和肯定，并对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和中国市场国际化的情况下，中国民族产业如何直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严峻的挑战，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分析，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 
  当今世界，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国家的竞争优势，蕴藏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推广应用程
度之中。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竞争中长久地保持优势，取决于其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自主创新的能力。在世界高新技术革命
和产业革命的机遇面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国内不少行业和企业屡屡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
人。 
  长期以来，中国一些企业未能妥善处理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的关系，以致出现了无休止的“引进、引进、再引
进”，有的甚至陷入“引进－落伍－再引进－更落伍”的恶性循环。这方面的例子多不胜举。中国聚氨酯产业的发展历程
也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买不来的，只有自主创新，才能掌握技术的“话语权”和创新主导权，进
而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获得大的发展。 
  比如MDI产业，由于跨国公司的技术封锁，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但历经30多年也未能掌握核心技术和实
现产业化。80年代初，烟台万华引进了一套 MDI装置后，也因为不掌握核心技术，装置曾10年不能达产，在与跨国公司的
竞争中一直处于被动。 
  同样，中国的TDI产业也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自90年代初，在各级政府和各届朋友的大力支持下，烟台万华通过大力
实施人才工程，汇聚了一大批立志产业报国的精英，在消化吸收国外引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瞄准国际领先水平，立足于自主
研发，掌握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MDI制造技术，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实现了跨越式高效优质发展，使
公司在烟台的MDI生产装置具备了国际竞争实力，利用自有技术建设的年产20万吨的MDI装置也于2003年8月8日开工建设，
有望于2005年底建成投产。中国的TDI产业，近年也加大了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投入，取得明显效果，四套装置中已有两
套达到或超过了设计能力，并开发出初步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技术软件包。 
  在此次会议上，与会领导对我国MDI、TDI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给予了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MDI和TDI产业的快速发展
和具备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1、对中国高技术民族产业在与跨国巨头的激烈竞争中实现生存、发展和走向国际化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2、打破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封锁，消除了中国MDI原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有力地支持促进了中国聚氨酯产业特别是
制鞋、制革、家电、纺织等中国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些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更需要聚氨酯产业大力发
展，提供更多品种、更高质量和更新性能的聚氨酯原料。 
  3、由于MDI为原料的聚氨酯产品在优良性能，在军工、航天、航空上用途广泛，比如制作假军事目标，制作高性能浮
桥、冲锋舟、空投装置，生产军服、军靴、高性能防弹衣、头盔等，因此对促进我国国防现代化，避免在关键原料上受制
于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近年来，全球资源紧张、能源紧张，中国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发展节能经济、环保经济、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协
调发展。由MDI等异氰酸酯产品为原料生产的高性能聚氨酯材料在保温、环保、循环使用方面性能优异，将为促进中国经济
结构调整，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发展最快，最具发展潜力的异氰酸酯和聚氨酯市场，国外跨国公司
对中国市场的争夺日益加剧，在未来几年，国外公司在中国上海投资建设的世界规模MDI和 TDI装置即将投产。面对如此严
峻的挑战，中国民族产业如何应对，如何渡过难关，进一步做强做大，专家建议： 
  1、政府要实行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等政策，借鉴国外模式，通过给予无息贷款、设立政府科研风险基金、列入
国家攻关计划等方式支持聚氨酯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2、加快国家级异氰酸酯及聚氨酯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促进全社会科研资源的更有效的整合。 
  3、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要大力培育和吸引富有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 
  4、国家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 
  5、企业要形成长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6、国家给予政策扶持，鼓励掌握核心技术、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做强做大并实施国际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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