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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创新机构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发达国家早

获成功 ,并且已经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鲜明特

征。在这一体系中 ,大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布

在企业 ,科研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企业 。如美国

80%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企业 , 72%的科研经费

来自于企业 。这两个百分比在德国是 61%和

66%,日本是 57%和 65%。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体系 ,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现代化的进程 ,提高了国

际竞争力 ,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迅猛发展 。以

此对照 ,从总体讲 ,我国橡胶助剂行业至今仍然处

于低水平重复落后和仿制状态 ,创新主体地位薄

弱 ,市场导向不明 ,无研发机构 ,缺乏投入 ,成果转

化不力 ,整体显现企业无竞争活力 。

企业要发展 ,组建技术创新机构势在必行 。

有了创新机构 ,必须要有能够担当创新任务的

人才 ,要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将才 、专家和一批技

术过硬的不同层次的技术骨干 , 由他们组成企

业技术创新团队 。我国企业受传统长官指令和

计划经济观念束缚 ,不知道在世界经济飞速发

展的时代 ,掌握技术的人是最宝贵的资源 ,他们

对企业对社会的增值要比产品交换高得多 ,具

有长效高增值的特点。对于尚不重视技术和技

术人才的企业 ,切实启动培训人才 、储备人才 、

善留人才 、重用人才 ,给他们搭建创新平台 ,提

高他们的忠诚度 ,是企业管理者的现代智慧和

策略 。技术创新机构与团队是企业持续发展和

参与有效竞争的原动力。

3.4 创新投入

工业发达国家之所以技术先进 ,竞争力强 ,是

因为这些国家对技术创新的高投入 。这种高投

入 ,极大地吸引了大批科学家 、教授 、工程师走向

企业 ,去发挥他们的科学和技术的智慧 ,去创造人

类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工业发达国家投入科技

创新的研发经费(R&D)要达到销售收入的 2%

以上 ,比如美国为 2.8%,国际平均为 1.6%。我

国为 1.08%,我国的化工产业不足 1%。据国家

统计 ,我国 500强企业的开发投入仅占销售收入

的 1.38%,而世界 500 强企业高达 5%～ 10%。

我国橡胶助剂企业大多没有开发活动 ,至今仍满

足于购买技术 ,又多是买一些低水平多重复的落

后技术。用这种购买落后技术的方法使企业外延

扩张 ,只能从中获得低附加值的短期效益 ,甚至是

无利可图 ,成为包袱 。我国橡胶助剂企业十分缺

乏不断创新的动力和压力 。我国橡胶助剂企业要

抛掉陈旧观念 ,确立创新思想 ,组建创新团队 ,增

加创新投入 ,翻新企业产品 ,焕发企业精神 ,去充

当市场竞争的主体。

4 绿色化学和责任关怀是企业发展的最终选择

4.1 绿色化学

绿色化学又称环境无害化学 。在此基础上

发展的技术称为环境友好技术或清洁技术 。现

在人们都用科学家安纳斯塔和沃纳提出的绿色

化学 12原则来审视 、对比和改进我们的传统化

学。这 12 原则是:(1)防止废物的生成比在其

生成以后再处理更好;(2)设计的合成方法应该

使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原料最大限度地进入产

品之中;(3)在设计合成方法时 ,只要可能 ,不论

原料 、中间产物和最终产品 ,都应当对人体健康

和和环境无毒 、无害;(4)设计化工产品时 ,必须

使其具有高效 ,同时减少其毒性;(5)应该尽可

能避免使用溶剂 、助剂 ,如果不可避免 ,也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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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无毒无害的;(6)合成方法必须考虑能耗对成

本与环境的影响 ,应该设法降低能耗 ,最好采用

常温常压下的合成方法;(7)在技术可行和经济

合理的前提下 ,要采用可再生资源代替消耗性

资源;(8)在可能条件下 ,尽量不用非必要的衍

生物 ,如限制性基团 ,保护法 ,保护作用 ,临时调

变物理/化学工艺;(9)在合成方法中采用高选

择性催化剂比使用化学计量助剂更优越;(10)

要把化工产品设计成当其使用功能终结以后 ,

不会在环境中长期存在 ,而是能分解或可降解

的无害产物;(11)进一步开发分析方法 ,对危险

物质在其生成以前就进行在线监测和控制;

(12)精心选择化学生产过程中的物质 ,使化学

意外事故(包括渗透 、爆炸 、火灾等)的危险性降

到最低程度。这 12 条已被国际化学界公认 ,它

指明了世界绿色化学的发展方向 。对此 ,各国

政府都给予了绿色化学的政策支持和对其成就

的奖励 。

4.2 清洁生产

把绿色化学的原则与原理 ,贯彻到化工生产

中去就是所谓绿色化工 ,又称为“无害生产” , “少

废无废工艺” 、“无公害生产” 、“生态工艺” 、“环境

无害工艺” 、“减废技术” 、“零废工艺” 、“绿色工

艺” 。1976年 ,欧共体最早提出“无害工艺和无废

生产” ,目的在于要消除造成污染的根源 ,而不仅

仅是消除污染引起的后果。1984年 ,美国国会通

过了资源保护与恢复立法 ,把规定生产中废物最

少化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9 年 ,联合国

通过了《清洁生产计划》 ,确认地球的整体性和相

互依存性。我国顺应国际潮流 ,在《中国 21世纪

议程》中列入了清洁生产的内容 ,建立了国家清洁

生产中心 ,规划了清洁生产项目 ,并逐步推广 ,全

面实施。

清洁生产的目标就是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 ,

减少废料和污染物的生成与排放 ,促进工业产品

的生产和消耗与环境相容 ,降低整个工业活动对

人类和环境的风险 。对一个企业或行业 ,清洁生

产的内容就是:(1)利用清洁的能源 ,包括常规能

源的清洁利用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各种节能措

施。(2)实行清洁生产过程 ,包括尽量少用或不用

有毒有害的原料 ,保证中间体无毒无害 。(3)减少

生产过程中的危险因素 ,如高温 、高压 、低温 、低

压 、易燃 、易爆 、强噪音 、强振动 。(4)采用少废 、无

废的工艺和高效的设备 。(5)进行物料再循环。

(6)采用简便 、可行操作和控制。(7)生产出清洁

产品 ,包括生产出在使用过程中和使用后都不致

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产品 ,易于回收 、复用

和再生产的产品 ,合理包装的产品 ,具有合理功能

和合理使用寿命的产品 ,报废后易处理和易降解

的产品。清洗生产对一个国家 、一个行业 、一个企

业 ,应当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大系统的整体优

势出发 ,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不断地采取战略性、

综合性 、预防性措施 ,以提高物料与能源的利用

率 ,减少以及消除废料的生成和排放 ,降低生产活

动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以及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风

险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

4.3 循环经济

据统计 , 2003 年我国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

重 ,废水排放量 460亿 t ,有大量未经处理或处理

不达标的废水直接排入江河湖泊;烟尘排放量

1000万 t ,还有二氧化碳排放量 2159万 t ,居世界

第一 ,大大超过我国环境的容量;固体废物 1941

万 t排入环境 ,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就能源消耗看 ,我国创造一个单元(1 美元)的

GPD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 11.5 倍 ,是德国和

法国的 7.7倍 ,是美国的 4.6倍。资源消耗量大 ,

利用率低 ,必然导致环境的严重污染。因此 ,我国

现今在经济高速度发展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同

时 ,也陷入了资源供应不足和环境污染严重的两

难境地。工业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处于同样困境

时 ,启动了循环经济 ,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 。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国政府已开始了以循环经济

理念重构经济体系。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要求

按照生态规律把握经济活动 ,组成一个“自然资源

-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 ,所有的

原料和能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利

用 ,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

可能小的程度 。

我国化工企业传统上的“综合利用 ,变废为

宝”是一种尾端治理的旧模式 。现在 ,以循环经济

理论为指导的清洗生产 ,要在产品设计 、合成方

法 、清洁流程上就启动源头治理的新模式 ,即在生

产的源头就防止废物的生成或在源头就消除了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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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循环经济既是保护环境的新理论 ,又是创造

效益 、谋求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我国橡胶助剂

企业至今大多采用传统旧工艺 ,消耗高 、能耗大 、

成本高 、污染严重。如果利用物质循环经济模式 ,

实行新工艺 ,就可以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现状。

比如 ,在国外 ,采用硝基苯法还原成的苯胺生产促

进剂 M 以替代高压法;用硝基苯-苯胺法制备

RT 培司生产防老剂 4020以替代甲酰苯胺法;用

异丁烯作烷基化剂连续制备对叔丁基苯酚和对叔

辛基苯酚生产各种增粘树脂和硫化树脂以替代叔

丁醇法;用二异丙苯氧化法制备间苯二酚生产间

苯二酚型粘合剂以替代苯磺化碱熔法 。此外 ,根

据产品不同 ,重新审视和评估 ,选用新型催化技

术 ,改开放式间歇工艺为密闭式连续工艺 ,综合利

用中间体 ,回收回用渣料和粉尘料 ,都可以创建环

境和效益双优的企业 。

4.4 责任关怀

橡胶助剂包括有机化学品和无机化学品 ,其

中多半是有机化学品 ,是按橡胶加工和使用性能

的需要来设计制造的 。橡胶助剂工业随橡胶工业

而发展 ,造福于人类 。由于化学的性质复杂多变 ,

在企业的运输 、储藏 、生产和使用的各个环节上若

有不慎或疏漏 ,就有可能引发泄漏 、爆炸和火灾等

连锁事故 ,对人的健康 、财产和生态环境 ,甚至对

社会造成重大危害。橡胶助剂既可以科学用于橡

胶工业造福人类 ,又可以发生安全事故祸及社会。

橡胶助剂同其它众多化学品一样具有这样的双重

性。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发起了一项促进化工

企业的安全 、职业卫生和环境保护的行动计划 ,目

的在于持续改善环境健康和安全条件。这项被称

作“责任关怀”的行动计划 ,在资源有效利用 ,降低

风险 ,废物最小化和保护环境质量方面发挥着作

用。

“责任关怀”的主要内容是:(1)生产安全 ,要

确保化工企业从生产流程设计直至连续操作和日

常维护的工艺要求能够防止火灾、爆炸及化学品

的意外泄漏。(2)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要求化工企

业采取措施 ,保护本企业员工 、客户 ,乃至公众的

健康与安全。(3)环境污染的预防 ,要不断减少向

大气 、水体及土地的污染性排放。(4)化学事故防

范的安全与应急救援 ,要将化工行业与当地社区

联系在一起 ,强调与公众的交流及相互影响 ,要求

企业与社会协调制定应急预案。(5)产品的安全

监管 ,化工企业要为其产品的生产 、运输 、使用 、储

存 、处置 ,提供全面 、易懂的化学物质安全数据卡 ,

减少化工产品在储存和运输中对承运人 、客户及

公众产生的危险。如果化工企业的管理者把“责

任关怀”当成头等大事 ,将安全隐患降低到零 ,这

就保障了企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不断发展。

5 建议

我国的橡胶助剂行业 ,企业规模小 、数量多 ,

其产品构成 、生产工艺和环境安全 ,与工业发达国

家相比 ,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上 ,缺乏国际之间竞争

的活力。基于此 ,建议在制定我国橡胶助剂未来

发展的规划时 ,把提升综合竞争实力 ,落实技术创

新体系 ,强化环境安全作为战略基本构架 。从宏

观上和全局上 ,规划要落实到创新上 ,而不是像以

往落实到落后的品种和庞大的数字上。规划要着

力引导企业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从购买重复的落

后技术和仿制他人专利转换到技术创新和循环经

济的新模式上来 ,使我国的橡胶助剂工业能够更

快地与国家的战略规划和国际水平接轨 ,这是我

国橡胶助剂工业持续发展的需要 ,也是橡胶工业

乘势飞跃的期盼。 (完)　

贵州轮胎两项目 一新产品

获贵阳市 2004年度技术进步奖

日前 ,贵阳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评选出了贵阳

市 2004年度优秀新产品(环保产品)和优秀技术

改造项目(环保项目)77个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

司有 3个项目获奖。其中:《载重子午线轮胎产品

结构调整技改项目》获得贵阳市优秀技术改造项

目(环保项目)特等奖 、《产品结构调整特种轮胎技

改项目》获得二等奖;全钢轻型载重子午线轮胎获

得优秀新产品(环保产品)一等奖。 钟明贵　

·3·第 20期　　　　　　　　　　橡　　胶　　科　　技　　市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