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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國兩會議案建議之 

完善共性技術服務平台建設  

促進傳統產業提升競爭力 

第十四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吳永嘉 

 

    一、現狀分析 

 近年我國傳統製造業面對越來越大的轉型升級壓力。然而，我國傳統產

業領域主要以中小企業為主，他們對應用型創新技術的需求殷切，受制於自

主研發的內部資源及能力相對不足，故主要依靠從外部引進先進技術加以

消化利用。通過構建產業共性技術研發機構和技術轉移服務平台是幫助中

小企創新的一條務實可行的道路。過去幾年，中央多個部委先後出台專項文

件，支持組建製造業創新中心、技術創新中心、產業創新中心等創新平台載

體，肩負起推進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的核心功能。國家「十四五」

規劃亦提到「整合提升一批關鍵共性技術平台，提供公益性共性技術服務，

解決跨行業跨領域關鍵共性技術問題」。 

 

    二、主要問題 

     惟內地近年成立的國家或省級共性技術研發平台，大多以服務戰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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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業的發展壯大為主攻方向，旨在突破一些重要產業內受西方國家「卡

脖子」的核心技術，卻相對忽視了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經常遇到的行業

共性技術「短板」以及困擾中小企業普遍性技術問題。另一方面，當前內地

各類製造業創新中心在運營上依賴國有企業、科研院所和大型民營企業作

為牽頭單位，缺乏吸收中小企業加入共性技術創新中心的主動宣傳，部分中

心甚至設立較高的進入門檻。不少在內地經營的業界反映，中小企要加入共

性技術研發平台往往不得其門而入，他們有意參與創新平台內的創新技術

交流、研發成果轉移應用亦找不到適當的對接部門或服務窗口。 

 

   三、意見與建议 

   針對上述問題，本人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第一，傳統產業不僅從體量上是我國製造業的主要組成部分，亦為創新

科技提供豐富的應用場景和重要的市場需求，是國家打造新型工業發展的

基礎和不可或缺的協作體系，是國家提升實體經濟長遠競爭力的重要「抓

手」。因此，國家有關部門在推動組建共性技術研發平台時，應組建一批以

傳統產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技術平台，聚焦於解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遇到

的共性技術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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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環保技術是當前不同製造業行業都普遍面對、亟需突破的跨行業

創科領域。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低碳經濟的轉型，以本人所代表的內地港

資製造業均大力支持國家的綠色可持續發展。但業界反映，內地政府在制定

一些環保標準時，未有詳細瞭解和顧及業界特別是中小企是否具備成熟的

環保技術和設備來滿足環保執法要求。例如，環保部門強調從源頭減碳，要

求業界以無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的水性噴塗材料替代有揮發性的噴塗

材料，但目前市面上水性噴塗材料的性能並未能完全滿足客戶要求，令不少

從事生產的中小企處於兩頭為難的處境。這個例子反映了許多製造業企業

在綠色轉型中共同面對的技術困境，亦凸顯了建立環保領域的共性技術研

發平台的重要性和急迫性。針對業界亟需的跨行業環保科技進行攻關，為不

同行業的生產企業提供技術和工藝成熟、並且經濟可行的技術方案，正是促

進我國實體經濟綠色轉型的一條最有效的「終南捷徑」。 

 

第二，建立更包容、開放性的共性技術研發服務平台，充分發揮共性技

術研發平台的公益屬性，讓中小企業、港澳台企業均能夠獲得均等參與的機

會。當局應為共性技術研發平台訂立關鍵績效指標（KPI），例如中小企所佔

比重、每年開展公益性質的研發項目佔比等。同時，應努力推動行業層面的

共性技術成果在第一時間免費擴散至中小企業，提升我國傳統產業和中小

企業的產品技術層次和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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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2021 年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應與香港創新生態

圈的各主要持份者建立更緊密的合作機制，讓香港的政府相關部門、主要商

會及行業協會、以及各官方和民間的研發平台加強聯繫與工作對接。該創新

中心還應緊貼香港產業界對創新研發的需求，就一些港資製造業企業面對

的共性技術難題進行合作研究，爭取在較短時間內突破關鍵性技術瓶頸，共

同推動大灣區產業的技術進步。  

 

2023 年 2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