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进
、

消化
、

吸收再创新— 关键在于
“
用

”

朱良漪

(中国仪器表学会分析仪器学会 )

我很欣赏
“

现代科学仪器
”

杂志对倡导促进国产

科学仪器发展的执着精神
。

我们中华民族有超越五

千年的文化辉煌历史
,

如果没有农业
、

水利
、

天文
、

气

象
、

冶金
、

纺织
、

医药
、

人文科学的雄厚基础
,

那么占

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怎么能活下去
。

可是又为

什么在现代科技装备的核心手段— 科学分析仪器

— 上就老是站直不起来 ! 我同意在这次学术研讨

会的征文上说的
“

总体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明显

差距
” “

企业 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能力还不强
” 。

但是

我不同意
“

国产科学仪器在国内的应用尚不广泛
”

这

种提法 !

我的立场与出发点
:

(一 )国产分析仪器不但是能用而且是
“
忍辱负

重
”

的在作贡献

现在国产分析仪器能不能用
,

很多人都有这种

疑问
,

我觉得这是没有调查研究和不用数据分析的一

种偏见
。

也许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商业
“

炒作
”

行为所

构成的
“

舆论
” 。

其中更存在着
“

买
” “

用
”

与
“

制造
”

的畸形脱节
,

不会用的人在买和不太懂使用功能的人

在卖
,

那么只能出现
“

钱
”

的交易
。

但是如果轮到是买
“

洋
”

货则必然是
“

专家
”

出面
。

因此
,

所谓之中国的

分析仪器不能用
。

从历史的史实看是毫无根据
。

要

是真不能用的话
,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成立的中国仪

器仪表工业管理局是怎样建立起来品种繁多的企业
,

教学和研究院所 ? 如果没有好用的分析仪器的话我

们中国如何能够在当时苏联撤走专家
,

锁国状态下
,

我们的制造原子弹
、

氢弹的同位素铀是怎样获取的?

我们的导弹和卫星又是怎么上天的? 我们的冶金
、

石

化
、

电力工业又是怎么运转的? 我们的实验室中的理

化分析出来那么多的数据又是干什么用的? 你说中

国没有自己的分析仪器 ? 那时绝大多数理化试验单

位都是用的中国制造的分析仪器
,

并且有些仪器有不

少现在还在使用
。

所以说中国造的分析仪器不能用

这句话并不确切
。

何况
,

像四极质谱仪当时还是世界

第三个国家能够创新出的产品
。

就是我们的气象色

谱引用了质谱计的小电流放大器 ( 10
一 ` 4 A )和某些特

殊工艺
,

所以产品也能媲美当时的国际同类型的产
口
口口 。

19 96 年 8 月国家科委条件财务司组织了 30 位科

学仪器专家 (来自产
、

学
、

研
、

用几个领域 )前后两段用

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编写出一本
“

分析仪器市场调研与

分析
”

(北京海洋出版社 19 98 年 3 月出版约 37 万

字 )
。

其中有一张有关色谱仪 ( 90
一

95 )年的销售量

的图例 (如图 1 )
。

和一段话
, “

多少年来几家生产 G C

的国营企业一直支撑着我国的 GC 产业
,

担负着为国

民经济发展提供分析测试装备的重任
。

但近几年由

于某些政策问题
,

进 口仪器从几年前的几十台上升到

近千台
,

占了我国市场的 13/ (指数量 )其销售额占了

约 2 / 3
” 。

我看现在又过了 10 年
,

从引进外资合营到

目前已成国外独资的生产厂是什么状态 ? 是否带动

了国内色谱生产的大发展
、

大提高与大创新
、

真是值

得我们深思
,

是政府的政策问题? 还是用户的偏爱的

心理 ? 还是咱们分析仪器的
“

中国水平
”

问题 ?

销售数觅 (台 )

图 1 色谱仪器销售数量

如果说中国分析仪器有没有
“

问题
”
? 我认为中

国的分析仪器确实是有些
“

问题
” ,

但是这个
“

问题
”

在任何世界上的仪器制造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这些
“

问题
” 。

因为
,

世界上所有的科学技术与生产都是从

不完善到完善
,

都是它自己本身经过
“

用
”

的考核才能

够发现缺陷
,

找出问题
,

再做改进
。

世界上的汽车
、

家

用电器
、

发电
、

机床无一不是如此发展过来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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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

的帽子是怎样才被甩掉的历史应该一读
。

我认为

阻碍中国仪器产业发展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

根本
“

不爱
”

或
“

不涉足
”

于用国产分析仪器的人在说中国

的仪器不好用
,

这句话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

因为数以

万计的中国造的分析仪器确实在用
。

就是今后也还

会大量使用
。

不过
,

不应该是
“

残酷奴役
”

式的用 ! 不

让吃饱
,

不给公平生存条件
,

那能发展 ? 有人说民营

分析仪器厂大有前途
,

因为美国著名惠普公司只是两

个人起的家
,

所以发展仪器产业不难
,

问题并不大 !

可是一变脸又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

产业的规模仍然

较小
” , “

以分析检测仪器为例
,

近年来
,

我国的销售额

仅占全球销售额的 0
.

3%
” 。 “

社会上正在应用的 90

余种主体分析仪器中
,

我国只能生产 20 余种
”

等等
。

这种无知与空谈真令人啼笑皆非 !

(二 )任何分析仪器创新的源泉就在于
“
用

”

什么叫创新? 为什么要创新 ? 我们说
“

青出于

蓝
” , “

去伪存真
” 。 “

另辟蹊径
” 、 “

锦上添花
”

都是一

种
“

新
”

气的表现
,

但是严格的讲
,

科学技术的发展多

半是从发现 ( id sc vo e yr )开始
,

源出于人在观察 自然或

物质变化的规律时产生的理念
,

所谓的
“

自主创新
”

往

往是这时候才出现的
,

发现以后才有发明
。

发现发明

最后必须落实到应用才有发展
。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

个现象
,

但是你要理解这个现象并能掌握和利用这个

现象
,

找出规律
,

就很难
。

所以从发现 ( id s co ve yr ) 到

找出规律
,

这里有一系列工作
,

都要靠能够纪录
、

重

复
、

定性
、

定量的工具来实现
。

很多的
“

集成创新
”

很

可能从
“

嫁接
”

而来
,

至于
“

纸上作业
”

如果没有前者

只能算是构思与推理
、 “

干
、

说
、

写
”

在不同时代会有不

同的风向
。

所以
“

评议
”

有时就是这么 回事
,

也无法叫

真
。

但我认为一切社会进步的
“

根
”

就在于你是否会

造出先进的工具
。

而且必需要经历
“

用
”

的考核
,

如果

只是发现一个现象而不去探索深究它
,

你不会需要什

么分析手段
。

实际上
,

发现
、

应用发展 ( d e ve l叩m en t)

和创新都是串联并行的
,

我们讲的这个应用与发展跟

发现
、

发明从社会进步要求的角度出发都是有一些非

常密切的链式联系
。

首先是科学探索 ;搞这类工作的

称为科学家
,

尊称为高端的专家在带头
。

事实上
,

许

多划时代的仪器设想都是科学家提出
,

然后结合当时

的材料
、

工艺使用与创造水平经过多次多人的改善而

造出来的
。

而高端科技必然要为人类服务才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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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所以
,

更主要的任务还在后头
,

即应用和发展
。

现

在国内的风气是很多的科学家只用仪器而不参与创

造仪器
,

我认为不妥
。

据知最近王大衍和金国藩院士

都发表了一些非常中肯的议论
。

我们中国现在还出现了一个与现时大力提高生

产力要求有点脱节的说法
,

以为能提
“

新
”

点子 能
“

标

新立异
”

就会出
“

发明
” 。

有了
“

发明
”

就可 以战胜一

切
。

可惜
,

发明迄今还很少
。

因为真正的发明不要说

在中国
,

即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少的
。

我们现在不会再

说雷电是怎么发生的
,

但如何利用雷电和防止它的破

坏力却仍然是人类追求能解决的大课题
,

十年八年也

许才能出成果
。

再举个例子来讲
,

人类最早的科技发

明是火的发现
:
火的发现对人类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巨

大的变化
,

没有火就没有所谓的熟食
,

就没有冶金
,

从

练丹术到化学变化都跟火有关
,

所以
,

从周口店看到

的那个火
,

要留火种
,

火又产生了那么多的应用
,

有了

火就有了今天食品的保藏
,

有了火
,

就可以搞冶金
、

化

工
,

所以从火的发现
,

再到火的应用
,

包括蒸汽机到发

电机
。

可以说火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

从而

引伸出许多应用的专利
。

从历史
“
实践

”
也能说明的一些问题

。

(三 )从中外历史上看科学技术发展沿着
“
引

进
、

消化
、

吸收
、

再创新
”
是一条正确地技

术路线
,

但是
“
引进

”
也必须 是为 了有

“
用

”

很多人都说中国的仪器太老太落后
,

什么叫落

后 ? 中国的工业在过去走过
“
以仿为主

” , “

仿
”

与
“

创
”

永远存在着时间差
,

和综合基础差
,

如果只会跟

着人家走而意图不明
,

调头
、

转向
、

都慢三步
,

那就必

然
“

落后
” 。

改革开放开始
,

我们政府曾提出一条
“

让

开市场换取引进先进技术的政策
” 。

实际上这条道路

不仅中国走
,

世界上技术发达的国家也在走
。

都是在

走
“

引进
、

消化
、

吸收
、

再创新
”

这条大道
,

这是一条经

过锻炼考核过可行的正确道路 ( 当然并不是唯一的道

路 )
。

但是我认为必须还要加上结合一定时期的国
J

晴
、

国力
,

有计划
、

有策略的
“

引进
”

才能取得实效
。

美

国有今天成为世界科技领先的霸主
,

便是走的这条

路
,

当然
,

它有它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体制
。

当年欧洲

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出于英国的蒸汽机
,

创造了辉煌的

经济国力
,

其实英国的蒸汽机也是纺织工业的
“

用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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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出来的
。

对照那时的德国却很落后
,

仅能是欧洲农

产品的供应国
。

但德国民族特点是不甘心落后
,

蒸汽

机出来以后
,

把英国国力提高到霸主地位令人侧 目
,

德国于是派了很多人到欧洲各国学习先进技术
。

学

习以后发现德国缺乏资源
,

而只有农业又不行
,

于是

就搞起化学与化工
,

所以第二次的工业革命实际就发

生在德国
,

是以化学
、

化工为主
。

同时也带动了冶金
、

电力
、

机械与电讯工业
。

像西门子
、

克鲁伯
、

拜尔制药

和贝尔电讯等公司便是这样起的家
,

但又受制于资源

和体制
。

正好美州新大陆成立 了由欧洲移民建立起

来新生国家
,

他们为了建立优于 旧大陆生活的新社

会
。

总结出
“

尊重教育
、

社会合作
、

独立思考
、

创新和

公平竞争
”

的社会风气
,

把受欧洲环境局限的很多先

进技术引到了美国
。

经过择优消化
、

吸收对比再加以

发展
:
特别是大生产

,

大工程的应用出现了许多新的
“

试探— 不怕失败— 再创新
”

的风范
,

再加上多年

来快速的人才
、

资金
、

生产技术的积累
,

特别是尊重技

术吸引人才为社会做贡献的一贯政策
。

起了非常重

大的推动作用
。

而在中国就出现一种只看到外国的

成果却不思索它们是怎样开始和形成的
,

随之很 自然

便产生一种
“

急于求成
”

的心态和一面倒
,

一条筋和一

刀切的
“

非科学
”

的做法
,

更重要的是并不重视也不研

究我们的毛病出在哪里和怎样改法
。

我认为这里面

还有个民族自信心
、

责任感和调控适度的问题
。

我们

在
“

引进
”

上确实吃过亏
、

上过当
,

但我们一定不要回

避
“

引进
” 。

我们必须注意和
“

国家市场
”

的需求结合

也要和国力结合用系统工程的概念
,

加强信息与控制

力度
,

有 目的
、

有层次
、

有比例
、

有监督的走
“

引进
、

消

化
、

吸收
、

再创新
”

的道路
。

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科技是

生产力的带头与拉动作用
。

( l) 什么是有目的的引进 ?

现在最模糊的事理
,

就是我们从
“

计划经济
”

走向
“

市场经济
”

带来的困惑 ?! 说实话我们现在往往找不

到这个
“

市场
”

规律
。

我们对
“

市场
”

很难也很少下功

夫去理解
,

我们常常理解的市场是从展览会上看到和

听到某些高峰论坛上专家的说道
,

还有更多不同部门

领导的政见
:

说这个或那个很急需
,

于是我们就去造

这个那个
。

而不是和
“

最终用户
”

探讨
,

所谓
“

最终用

户
”

应该就是国家的
“

经济目标
” ,

他们才是真正需求

的主导走向与问题
。

就以建设电站为例
:
燃煤

、

燃气
、

水力
、

风力
、

核能太阳能生物能我们都在搞
,

而且都是

唯我独尊 … …
,

其实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地域
、

不同用

2 0

途也应有不同的决策
,

所以政府科学的规划和引导是

非常重要的
。

关键是科学的战略规划并不是少数专

家与领导议论一番就能作出决定
。 “

民主
”

的集思广

益和
“

科学
”

的分析与实践
,

讲起来很容易
,

真正实施

恐怕还要做长期艰苦的努力
。

本着
“

让出市场引进技术
”

的原则
,

我们最成功的

事例就是从 19 81 年用了将近 or 年时间
,

完成了国家

重点工程
“

引进型 300 M W 和 6 00 MW 发电机组检测

仪表与自控系统
”

的引进
、

消化
、

吸收与产业化
,

它成

功的引进了 40 种仪器产品和 14 项自控成套系统
,

从

而奠定了今天我国发电装备能蓬勃发展赶上经济大

潮的坚实基础
。

可惜这种做法也许尚未得到
“

共识
” 。

( 2) 什么是正确地消化与吸收

什么叫消化 ? 仿制并不能算消化 ! 我们现在评

价一台仪器就是以性能指标为唯一标准
,

这也是用户

的基本要求
。

但是如果要真正评价一台仪器就不那

么简单了
。

我们常常说的灵敏度
、

精确度
、

可靠性
,

其

实多数用户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

更不清楚是用什

么技术来保证的
。

但作为设计与制造者必须先要明

白仪器的系统构成
,

然后还要打开机盖看看那些有特

点的功能部件都是什么
。

这些都是原始制造厂商不

愿意做的事
。

所以许多国家的仪器开发企业往往是

买 1 一 2 台有特色的新产品
,

通过使用在作考核剖析

与研究
。

这种做法不但日本
、

韩国是这样
,

就是美国
、

德国也不例外
。

而我们当前的局面是买主与制造企

业脱节
,

卖了上百台的产品
,

却没有剖析过
,

甚至 国外

濒将倒闭的工厂却被我们卖活了 ! 这和我们当年干

电站时完全不一样
。

当时是电力部与机械部联合引

进和组织全国各行业的专业人员共同来消化
、

吸收才

能取得了那样的成就
。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现

在倒办不成了
。

特别是中高档的分析仪器更难办到
。

其次
,

正确的消化是要用科学的工作方法
,

在处

处提倡
“

短
、

平
、

快
”

的今天我们已很不习惯作长期艰

苦的调研和分析工作
。

举装备工作为例
,

首先我们并

不了解用户的定位和选型是否正确
。

如现在我们已

是世界产量第一的钢铁生产大国
,

但是我们的产品品

种并不先进
。

我们的汽车工业也快成了世界产量的

前几名
,

可是
“

自主研发
”

的能力并不高
,

因为我们
“

后院
”

的仪表分析能力很差
,

反过头来看看咱们机械

制造是提供装备的核心技术产业
,

我们对
“

最终用户
”

的
“

用
”

也并不了解
。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个思路

来改变现状? 因为装备的使用与设计制造既有个性

M
o d e rn S

e ie n t iif
e

l
n s t ur m e n t s 2 007 4



也有共性
,

所以必须学会用
“

单元操作
”

( un it 叩
e ar

-

ti o n
)与

“

分组归类
”

(脚
u p T e e h n o l o盯 ) 的剖析本领

,

把问题梳成
“

能做
” “

基本功能
” 、 “

变化因素
”

和
“

协

作
” “

必须引进
”

几条辫子
,

然后再从材料
、

工艺
、

质

量
、

经济成本
、

技术转移费用
、

技术消化掌握时间
、

产

品派生… …来统筹规划
。

当然有着多种多样的经济

与技术交换的谈判与平衡技巧
。

此外
,

我们还必须会从生产的角度来剖析一台仪

器的构成
。

一般的讲它至少分为四大部分即
: 1

、

机械

加工
。

2
、

电子部件
。

3
、

传感 /转化
。

4
、

信息处理
、

储

存与通讯
。

这四部分对中国现在的分析仪器产业来

说都有一定难题
,

首先是精密加工
,

对现代分析仪器

来说已出现很多难题 ;所谓的多方位小型高精度
、

整

体化的器件最好是一次成型已是司空见惯的要求
,

许

多泵
、

阀
、

传感
、

元件
,

微调线性元件等等往往要 5 轴

以上的专用加工中心才能完成
。

这种设备和刀具以

及配套的检测仪器一般进 口要 200
一 300 万人民币

。

小工厂如何能承担起这么大的加工条件? 北京有一

家中等规模的分析仪器厂领导找我帮他攻关
。

故事

不多讲
,

我也动员几位专家来帮我
,

找过北京
、

沈阳
、

上海最后到深圳才算加工有了着落
,

可是另一个材料

问题又来了
,

国产的 3 16 L 质量不稳定 (也是分析技术

与过程质量控制问题 )进 口的还有水货不好识别
,

最

后又找到香港和台湾才算初步完成
。

所以你说的引

进
、

消化
、

吸收
,

处处都会涉及综合国力的问题
。

我还

没有提到电子技术和传感器
。

归根结底 ! 你如果没

有超强的科技生产实力
,

如何能够干得起像现代分析

仪器所要求的那么多高新技术实现封闭式的生产 ?

这么一说似乎又是山穷水尽疑无路?! 其实也不然
。

我希望能引出
“

有心人
”

来发表起言之有据的讨论
。

(四 )我的两项建议

( l) 我们必须改变观念
,

尽早学会用集成化生

产的概念走模块化
、

标准化
、

专业化和社会化大生

产大协作的方式
.

当年的北分厂
,

是计划经济时代
,

各种生产条件

比较齐备
,

只要努力便可以拥有优秀的人才
、

装备
、

资

金和
“

红头文件
”

的支持
,

所以还能做出一点成绩
,

而

今天是市场经济
,

从北分厂职工分化出来兴建的各种

中小厂已然逾百
,

这是成功还是后退
,

待考? 现在的

民营企业分析仪器厂一切都靠自己的奋斗与积累
。

有人举例说现在最成功的是医疗器械
,

在深圳有一个

厂已能生产 20 亿元产值的商品
,

很不简单
。

但还要

上市才能获得更多的资金
。

不但辛苦而且登上世界

舞台的道路还很远
。

我认为中国分析仪器产业必须

联合起来在开发产品上要能发挥自己独创的专长
,

也

可以强强合作
,

但在零部件生产上则必须走标准化
、

功能化
、

模块化这条路
,

中国现在搞了一大堆产品多

数是低档的重复
,

(因为容易实现 )
,

而且以压价 自相

残杀
、

沿着这种形式走下去绝对没有好前途 ! 我认为

还是要走
“

引进
,

消化
、

吸收
、

再创新
”

的大方向
,

但在

中国
,

具体组织规划工作还要有领导 (官方 )的认真对

待 ! 我们必须寻找一条有
“

中国特色
’ , ,
的联合互利生

产分析仪器的道路
。

最近我到 AB B 访问看到了好几

种分析仪器已然实现模块化了
,

原来的红外线只能测

一个组分
,

但是把核心红外做成模块化
,

用户需要哪

个组分都可以接插组合
。

其它很多部件都是通用的
。

总体来说批量加大
、

质量提高
,

通过外协加工成本却

可以降低
。

众所周知红外分析仪的技术上世纪六十

年代中国早就掌握了
,

但是如果谈及模块化
、

集成化

时
,

因为批量太小我们就不行了
。

这就要求我们从理

念上来创新
。

更重要的是行业必然要组织协调起来
,

形成团队合作新风
。

( 2) 必须竭尽全力把
“

分析仪器
”

与
“
自动化系

统技术
”
相结合搞好

显然
,

这将是世界新 自动化的大趋势
,

我们必须

抓住这个机遇
,

我深信这已步棋将是我们重组振兴中

国分析仪器产业的战略性大举措
。

因为分析仪器技

术已被公认是能协助解决当前世界性的人口爆炸 ;发

现并控制可用能源资源的浪费和走 向枯竭 ;解决大

气
、

水和土壤的严重污染和大面积传播的疫病
、

艾滋

病等以危机人类的生存与生活重大问题的最有力手

段
,

根据当前我们所掌握的信息
,

在开发在线分析仪

的同时
,

在技术发展的深层
,

还可以优势互补
,

及早实

现集成化
、

模块化
。

为此我们分析仪器学会正在筹划

在本年十一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论坛
,

希望大

家能积极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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