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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步伐，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日益突出。高新技术企业应以国

家、行业需求为己任，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企业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构建创新平台，注重自

主科技创新，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对外秉持开放态度谋求合作共赢，推动技术标准化进程，真抓

实干探索出一条科技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使得以创新为驱动的科技进步与企业发展同

频共振，创造良好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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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orward pace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the core pos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igh-tech enterprises should take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industry as their responsibility and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ir own advantages, including building innovation platforms, focusing on independ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upholding an 

open attitude to seek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really working hard to explore a roa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help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novation-driv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resonate at the same frequency created good soc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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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科技创新是驱动高质量

发展的第一动力，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创新的

巨大作用，支持、鼓励科技创新，并将创新摆在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企业在国家创新体

系中是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导

力量，也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强有力推动者[1]。 

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科技创新的沃土，应牢牢

以党建为引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

多年来，粮食行业愈发注重科技的创新发展，很

多技术企业瞄准科技发展前沿，以国家、行业发

展需求为导向，围绕保障“粮食安全”、服务“优

质粮食工程”，通过科技创新的驱动力，进行了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北京东方孚德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孚”）作为隶属于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国粮

院”）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搭建良好的企业

创新平台，加强机制体制的建设，对内提升自主

科技创新能力，对外开放合作，注重保护知识产

权，不断推进技术标准化进程，脚踏实地搞创新

发展之路，在科技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探索上做出了良好表率。 

1  构建企业创新平台 

为健全企业创新体制，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

力，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塑造高水平的创新型企

业，构建完善的企业创新平台是首要任务。  

1.1  完善企业创新体制 

习总书记强调指出，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

设现代企业制度，有助于激发创新各类要素的活

力。完善的企业创新机制体制，能让人才充分发

挥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强化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

力，引导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3]。建设企业创新

机制体制，例如创新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企业运

行更专业化；完善人事制度，如经营管理者选拔

任用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激励机制、考核评价

机制等[4]，能让人员精准到位，有竞争、有奖励，

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活力；加强科研投入管控机

制，有利于资金和产出效益的管理，保障了资金

的合理利用等。有了机制体制的加持保障，企业

科技创新工作的开展就有了统一的规划部署，盘

活了企业发展这局棋。 

1.2  配备研发基础设施 

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研发、

生产条件，为企业检测仪器的创新研发和成果转

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孚依托国粮院的总体规

划布局，配备有完备的研发基础设施，包括独立

的光学实验室、电子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洁净

实验室等研发实验室；产品小试及中试工作室；

产品调试测试室；产品装配车间等，支持科技创

新成果的小试、中试到产业化生产的全过程，具

有实现产品化的生产能力。 

1.3  创造良好创新氛围 

良好的工作氛围为科技创新提供良性大环

境，有助于激发企业员工的创新热情，增强创新

意识，形成企业独有的创新文化。东孚深刻认识

到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培养员

工的创新意识，让创新思想深入人心，通过创造

条件、完善体制、政策激励、人才培训等措施为

员工营造了良好的科研创新氛围。  

1.4  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 

一般来说，高新技术企业每年的研发费用占

比要求不低于年销售收入的 5%，很多企业也在逐

年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取得了较高的科研产出效

益，投入与产出形成了良性循环，促进了创新能

力的提升[5-6]。企业科研经费的稳定投入，为科技

创新提供了资金的支持，使得企业创新根基牢固，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有力[7]。企业应加大科研经费

的投入力度，让科技创新无后顾之忧。东孚近 5

年科研经费投入近 2 000 万，将产业化后的利润

合理分配，用于新课题的研发、基础标准和方法

的研究，形成良好的企业发展循环，不断使研究

成果推陈出新。 

1.5  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 

科技创新最终要落脚到科研成果转化，让科

技真正成为生产力，落到实处。企业要提高科研

成果转化的能力，不能让研究成果束之高阁，远

离实践，必须充分挖掘科技创新成果，实现最大

化的转化利用[8]。东孚成立至今，承担的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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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以及自主研发项目 29

项，科技创新成果均已成功完成转化，开发了 21

套性能稳定、质量可靠的粮油质量检测仪器在行

业内广泛推广应用，为行业检测技术水平的提高

做出了重要贡献。 

1.6  优化人才培养 

习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才

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最优先

位置。企业科技创新要以人为本，重视人才的培

养，壮大科技创新队伍。通过建立高层次研究人

才培养平台和优化人才的创新激励政策，给予人

才充分的关心、信任和尊重，让人才竞相涌现，

有助于提高人才创新活力，激发创新潜能[9]，培

养出基础知识扎实、专业能力强、创新能力强的

研发领军人才，创建一流创新团队。东孚采用创

新激励管理机制，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充分调动

各级技术人才的积极性，鼓励创新，提高企业科

研创新能力和水平。 

2  着力自主科技创新 

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实力的竞

争，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和技术封锁，

唯有自主科技创新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企业唯有聚力自主科技创新、原始技术创新，才

能避免受制于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2.1  自主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 

企业依靠自身力量，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突破技术壁垒，独立研究开发出具有核心技术掌

控权的产品，才是自主创新。拥有产品核心技术，

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1998 年，东

孚攻坚克难、自主研发的“三期建库”期间急需

的关键储藏设备“谷物冷却机”，性能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可替代进口，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一

经推出在全国各大粮库迅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

国际国内产品的竞争中占明显优势，为保障粮食

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也为东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自主创新助力企业开创品牌产品 

企业应积极发挥创新主体作用，立足行业迫

切需求，依托国家项目支撑和科研机构技术资源，

开展自主技术创新研究，生产出适销对路的高质

量品牌产品，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扩大市场份额，

获取利润，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解决我国小

麦品质检测专用仪器严重依赖进口问题，东孚承

托国家“十五”攻关项目自主研发了粉质仪、拉

伸仪，采用电子检测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打破国外长达 70 余年的垄断，国内市场占有

率达 80%。后续自主开发的成套小麦烘焙和蒸煮

设备、吹泡示功仪等，填补了国内设备的空白。

东孚小麦检测仪器的面世，在质检单位、流通、

加工企业得到了普及应用，市场认可度很高。企

业优质自主创新品牌产品赢得市场，良好的市场

推广又助力新一轮的科技创新，东孚逐步走向自

主科技创新推动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 

2.3  自主创新要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习总书记强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

新”。知识产权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10]。企业在坚持科技创新的同时，应注重

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企业科技创新的来源主

要是研发项目过程中产生的，通过不断解决遇到

的问题而进行创新点的挖掘，在这个过程中要让

“专利先行”，要让科技创新成果得到最大化、最

充分的保护，以奠定企业创新科技在其技术领域

的领先地位。东孚在产品创新研发中注重建立系

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包括相关专利和软件著

作权保护，通过立足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的技

术知识化身为科技力量助力企业更持久、更高质

量的发展。 

3  开放合作谋共赢  

企业内部着力自主科技创新的同时，也需要

开源创新，积极向外引进先进技术，开放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使得企业行稳致远，加快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步伐。 

3.1  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 

为应对全球市场快速发展新形势要求，企业

应积极开展紧密对外合作，利用发达国家的优势

科创资源，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合作开发符合

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产品，不断深化人类科技发



产业经济——  第 31 卷 2023 年 第 5 期 

粮食产业发展和物资储备  创刊 30 周年专刊 

 

 220  

展，不同国家的企业间开放合作实现了互惠互利。

东孚公司与日本佐竹通过国际合作，先后研发了

大米外观品质检测仪、大米食味计、稻谷新鲜度

检测仪、大米加工精度测定仪等稻米品质快检仪

器，开国内之首创，中国化的产品适用性更强，

解决了行业急需稻米品质准确、快速、客观检验

的技术问题，在质检体系建设、“中国好粮油”行

动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服务我国优质粮食工

程提供有力技术支撑，高质量新产品的开发，也

为企业带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3.2  产学研联合攻关 

产学研合作是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等共同参与，以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共同发展为原则，相互间进行多形式的交流

与合作[11]，产学研联合攻关技术难题，加快科研

成果转化落地，提高了国内技术水平和产品应用

规模。近年来东孚依托国粮院科研平台，先后合

作开发真菌毒素全自动净化仪、粮食重金属快速

检测箱，以及粮食外观品质检测仪等粮食安全和

品质自动化快检仪器，采用免疫磁珠、机器视觉、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产学研合作成果的成功顺

畅转化，提高科研产出效益；企业产品的推广应

用助力粮食行业检测技术迈上了新的台阶，走向

良性的高质量发展，产学研联合实现了共赢。  

4  推进技术标准化 

技术标准是锁定技术路径的重要手段[12]，也

是科技赋能与市场应用之间的重要纽带。推动技

术的标准化，对企业发展有重要战略意义。 

推进技术标准化，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引

领行业内技术水平的新发展。东孚主持和参与制

修订 GB/T 35881《粮油检验 稻谷黄粒米含量测

定 图像分析法》、GB/T 35865《粮油检验 稻谷整

精米率测定 图像分析法》和 GB/T 5502《粮油检

验 大米加工精度检验》，规范了新应用技术和仪

器检验方法，为大米质量检测提供有效的技术手

段和标准依据，技术结合标准共同推进了行业技

术水平的整体提升，也为企业树立了良好形象。 

推进技术标准化，有利于抢占市场先机，让

科研创新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标准有效“联结”

了技术开发与市场应用，新技术应用的规范化、

标准化，有助于产品的市场推广。东孚利用企业

自身条件，为行业提供技术培训，保证新技术、

新方法、新仪器、新标准在行业内推广普及，推

动了食味值、新鲜度、留皮度等指标及快检方法

纳入到《稻谷》《大米》《中国好粮油 大米》《中

国好粮油 稻谷》等系列质量标准中，实现了稻米

品质便捷、快速、准确的检测，在行业内积累大

量用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5  结论 

“十四五”时期国家踏上了发展的新征程、新

阶段，粮食行业面临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在认

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的前提下，推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给企业发展也带来多样化的机遇与挑战。企

业应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一“生命之源”，投入到

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通过一系列的促创新举措，

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引领，锐意进取，砥砺前行，

真抓实干搞科技创新，走出一条自立自强、开放

合作、技术支撑、标准引领、全链条、竞争力强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成功打造科技创新助力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实践平台，为服务粮食行业发

展、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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