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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战略规划分析与启示

丁明磊 ，
陈宝 明

（ 中 国科 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
北京 １ ０００３８ ）

摘 要 ：
２ ０１６ 年 ２ 月 ， 美国发布了首份国家制造业创新 网络计划战略规划和年度报告 ， 对美国 国家制造

业创新网络的建设情况进行总结 ， 并明确下一步的发展路线 。 针对美国国 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战略

规划和年度报告的重点 ， 本文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建设的 目标和意义、功能定位 、 组织运行机制 ，

并结合美禺的相关经验， 对加强中 国现有国 家技术研发机构的协同创新和推动一批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提出 了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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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 （ ＮＮＭＩ ） 计划 由奥展 ， 推进力度将会进
一步加大 ， 组织运行机制设计

巴马政府于 ２０ １ ２ 年提出 ， 由 多个独立的 、 通过竞也将更加明确 。 其中一些做法 ， 对我国 的技术创新

争胜出 的制造业创新研究院 （ ＭＩＩ ） 组成 ， 计划到机构建设布局和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 具有借鉴

２０２２ 年建成 ４５ 家 ＭＩＩ（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已建成 ７ 家 ，意义 。

在联邦政府 ２０ １７ 财年预算案中包括支持 １８ 家 Ｍｉｌ，

麵的藤 ） ， 旨補强類継业竞争力 。 雛
１ 《ＮＮＭＩ战略规划 》测了麵国家制造

计划推删来 ， 雜各种赖 ， 瓶行＿｜ 、 靡

方式等也未成形 。 奥巴马政府坚持推行 ，
推动国会

１ ．１ＮＮＭＩ是推进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结构性改
于 ２０ １４年底通过 《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 》革的重要环节
（ ＲＡＭＩ 法案 ）

［ １ ］

， 赋予商务部部长建立和协调 国金融危机反映出美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虚拟经

家制造创新网络的权利 ， 为深人实施 ＮＮＭＩ计划奠 济过度膨胀和实体经济升级缓慢所导致的结构性失

定了法律基础 。

一衡 。 美国政府认识到 ， 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增长动

２０ １ ６ 年 ２ 月 ， 美 国总统行政办公室 、 国家科 力才是摆脱危机 、 实现复苏的根本出路 ， 因此在国

学和技术委员会 （
ＮＳＴＣ ） 、 先进制造国家项 目办 家战略部署 、 产业培育和投资方式上都表现出鲜明

公室 （ ＡＭＮＰ０） 联合提交了首份 《 国家制造业创 的创新导向 。 美国连续发布了三份国家创新战略文

新网络计划战略规划 》

［
２

］

（ 简称 《ＮＮＭＩ 战略规划 》 ） 件 ， 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源动力 ，
掀起

和年度报告 。 两份文件介绍了该计划的状况 ， 对了
“

再工业化
”

风潮 。 但由于过去 ３０ 年间制造业

ＮＮＭＩ 的建设情况进行了总结 ， 同时明确 了下一步外流造成工业基础不断流失和瓦解 ，
美国近年来制

的发展路线 。 从总体来看 ， ＮＮＭＩ 建设取得明显进造业衰退 、 竞争力下降 ，

一些创新环节已经不完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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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年仍有大量的基础性 、 原创性成果 ， 但其基造的标准与服务的发展等 。 （ ３ ） 加速先进制造劳

础研发优势未能顺畅转化为本土制造能力和高技术动力资源的发展 ， 包括为科学 、 技术 、 工程和数学

产品优势 。 美国决策者认识到 ： 只有制造业才能保（ ＳＴＥＭ ） 相关工作培养未来劳动者 ； 支持 、 扩展

持美国未来发展的创新优势 ， 重新获得制造业竞争和交流 ＳＴＥＭ 相关的中高等教育途径 ， 以及相关资

优势需要创新链条的重构 。格鉴定与认证 ； 支持各州 、 地方的教育培训课程体

《 ＮＮＭＩ 战略规划 》 认为 ， 导致美国高技术制系与先进制造技能组合需求相协调 ； 确认下
一

代劳

造业出现衰落的因素 ， 并不在于劳动力价格 （ 例如动者所需的能力 ， 培养包括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在内

德国的工资比美国高 ３０％ 至 ４０％ ） ， 而在于美国的先进知识工作者 。 （ ４ ） 促进制造业创新研究院

将发明和发现转化成
“

美国制造
”

的产品和流程上形成稳定 、 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

逐渐失去立足点 。 过去美国有 贝尔实验室 、
ＩＢＭ 实１

验室等不断引领制造业创新方向 。 但在过去 ２０￣
２ 《 ＮＮＭＩ战略酬 》 对国家制造业创新网

３

＇

〇 年间 ， 大多数企业将研发重点放在了短期项 目了

上
， 政府财政支持的国家实验室等研究机构对商业 ２ ．１ＮＮＭＩ 以 ＭＩ Ｉ 为 中心 ， 其运作关键在于集成

需求也没有给予充分关注 。 由各种专有技术 、 产业创新资源
运作能力和专业化技能所形成的

“

产业公地
”

受到《ＮＮＭＩ 战略规划 》 提出 ，
ＮＮＭＩ 通过链接官产

侵蚀 。 制造业的未来挑战 ， 仅靠企业 、 研究院所或 学研力量 ，
创造

一

个竞争性的 、 有效的和可持续发
政府都无法独立解决 。 必须填补国家技术仓彳新体系展的

“

研发
一制造

”

体系 ，
使美国政府 、

工业界和
的空 白 ， 特别是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应用于本国产 学术界

一

起解决相关产业 日 益浮现的挑战 。 ＮＮＭＩ

品之间的鸿沟
，
需要美国政府有所作为 ， 在国家层 在组织运行机制上强调创新资源的协同 ，

以 Ｍｉｌ为
面上加强对创新机构和资源的战略协调

，
实现公私 中心 ， 其运作关键在于集成创新资源 。 Ｍｉｌ 定位在

创新资源协同共治 。国家确定的未来先进制造的关键节点 ， 聚焦于特定
１ ．２ＮＮＭＩ 的愿景 、 使命与 目标的领域 ， 着力提升美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研发 、

《 ＮＮＭ Ｉ 战略规划 》 首次完整地提出美国建设 创新及商业应用能力 。 Ｍｉｌ 由联邦 、 州或者地方政

ＮＮＭＩ计划的愿景 、 使命 、 功能定位 、 战略 目标 。府支持成立 ， 重点是将各类产学研官创新资源结合

愿景 ： 保持美国在先进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 。 在
一

起 。 以 ２０ １５ 年 ９ 月前已建成的 ７ 家 ＭＩＩ 为例 ，

使命 ： 链接人才 、 构想和技术 ，
解决先进制造聚集产学研官创新资源较少的也达到 了２５ 家 ， 多

产业领域的挑战
，
从而增强产业竞争力 、 促进经济 的如下一代柔性制造创新研究院 ， 集聚了超过 １６０

增长和巩固 国家安全 。家产学研机构的创新资源 （ 见表 １ ） 。

功能定位 ： 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创新为 了进
一步加强与中小企业的协作 ，

《ＮＮＭＩ

环境
； 使国内制造业技术变革欣欣向荣 ； 促进和协战略规划 》 将原有的制造业拓展伙伴关系 （ ＭＥＰ ）

调先进制造竞争技术基础设施的公私投资 ； 促进先 计划纳人到 ＮＮＭＩ计划 中 ，
以加强相关资源的整合 ，

进制造技术的迅速扩散和市场渗透 ； 为推动先进制并于 ２０ １５ 年 ３ 月在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 （ ＮＳＴＣ）

造企业创新和亟需人才的开发提供领先和创造性的下重新成立先进制造分委会 （ ＳＡＭ ） ， 作为先进制

解决方案 。造项 目 、政策 、预算等信息的共享 、交流 、协作平台 ，

战略 目标 ： （
１
） 提升

“

美国制造
”

的竞争力 ，确保中小企业参与其中 。 美国国防部 、 能源部在积

包括支持更多美国本土制造产品的生产和培育美极参与建设丽ＭＩ计划的同时 ， 与国家实验室系统

国在先进制造研究 、 创新与技术上的领导地位 。进行了有效的衔接 。 以能源部为例 ， 在能源效率和

（ ２） 促进创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 打造更经济 、可持续能源办公室 （ ＥＥＲＥ ） 下属的先进制造办公

髙效的本土制造能力 ， 包括成熟的制造技术推广扩室 （ ＡＭＯ） 协调下 ，
能源部的 １７ 个国家实验室

［
４

］

散 、 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的共享 、 用于解决先进制与 ＭＩ Ｉ 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 ， 加强功能匹配和基础

造挑战的最佳实践经验的共享与传播 、 美国先进制设施方面的共享 ， 大大延伸了原有国家实验室系统

—

２
—





？ 创新政策与管理 ？

与产业界的连接 。定承担单位 ，
政府只是理事会成员之

一

。 各成员共享

２．２ＭＩＩ 是
一个网络化组织 ， 由政府委托第三方基础设施和设备 ，

制定规则共享知识产权 ，
携手制定

管理 研发投资路线图 ， 共同解贼术挑战 ， 并为技术工人

美国政府在规划 ＮＮＭＩ计划之时 ， 就一直强调提供未来制造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培训 。

其重点是将公私资源结合在
一起 ， 每个 ＭＩ Ｉ 被看作２ ．３ 政府对 ＮＮＭＩ 的管理主要侧重在宏观指导与

是连接已有国家和国际资源的
一

个枢纽 ， 同时连接监督

产业协会 、 区域集群等其他创新资源 ，
特别要连接ＮＮＭＩ 由

一个跨部门协调组织
——先进制造国

其他已有联邦科技计划支持的各类研究中心 Ｈ
。 从 目家项 目办公室 （ ＡＭＮＰＯ） 协调管理 ，

ＡＭＮＰＯ隶属

前的发展来看 ，
已建成的 Ｍｉｌ均与企业 、研究型大学 、 于商务部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

ＮＩＳＴ ） ，
负

社区学院 、 非营利机构和实验室结成了广泛的创新责与美国制造业发展相关的联邦部门机构 ， 包括 ：

联盟 ， 带动非联邦及私营部门的大量研发投资 。美国 国防部 、 能源部 、 国家航空航天局 、 教育部 、

在 ＭＨ 建设上 ， 在白宫确定重点支持领域和方向农业部 、 国家科学基金会等 ， 进行包括 ＮＮＭＩ计划

后 ， 由国防部 、 能源部等相关联邦政府部门牵头负责在内 的各类制造业研发计划的跨部门组织协调 ， 并

具体制造业创新研究院的选址和建设工作 。 从目前情与产学研各方 、 州及地方政府 ，
以及其他相关产

况来看 ， Ｍｉｌ并不是一个新成立的法人实体 ， 而是由业组织进行沟通联络 。 其具体职能包括 ： （ １ ） 对

政府委托某个机构 （ 主要是非营利组织 ） 来负责组织ＮＮＭＩ计划进行规划 、 管理和协调 ； （ ２） 依瑪与

运营 。 根据 《ＮＮＭＩ 年度报告 》 提供的 ７ 家 ＭＨ牵头相关联邦部门和机构的备忘录 ，开展组织协调活ｉ ｌ ，

单位情况 （如表 １ 所示 ） ， 其中包括 ：
３家大学和大执行 ＮＮＭＩ 计划 目标 ； （ ３ ） 建立协调 ＮＮＭＩ计划

学研究基金会、
１ 家实验室 、

１ 家制造中心 、 １ 家联盟、 的活动所需的程序 、 流程 、 标准 ，
以促进与其他联

１ 家研究院 ＾ 产学研官各方组成理事会 ，
享有充分 自邦部门和机构的共同合作 ；

（ ４ ） 建立公共信息交

治权
，
自主制定研究计划 、 选择研究方向与课题 、 确流中心 ，

公开计划项 目情况 ； （ ５ ） 作为制造业创

表 １ 《ＮＮＭＩ 年度报告 》 提供的 ７个 Ｍ ｉ ｌ 情况
￣

１７ ５年出资情况ＩＴ
－

名称关注领域 牵头单位
时 年^ ） （雜 ） 黠 （ 联

二
政＾

他 ； ｓ


早位 ： 美兀 ）


国家增材制造国家国防制造视女挪糾

创新研究院和加工中心 ２０ １ ２国防部１ ４９

（美国継 ）

３〇打印技木
（ ＮＣＤＭＭ ）杨斯顿５５００ 万

数字制造与设计 数字设计与 Ｔ ＴＴ ＾龄金伊利诺伊州
闹肽郊７０００ 万 ／超过

创新職院制造的集成
ＵＩ 头验室２〇 １４芝加哥

国防部１ ＿０６亿１ ４〇

＇

醜部 ８ ２

集成

＾
电路 纽

ｍ 廳
特
瞒部 ｕ 亿舰亿 ＝

柔性混合电子制造 半导体与柔性他 ７ ｓｍ Ｔ７ ／

创新研究院电子器件的 柔性技术联盟 ２０１ ５国防部

（ 下
一代柔性 ） 継和集成圣何塞超过 ９ ６００ 万１６０

下
一代电力电子 基于宽能带隙７０００７７ ／

制造创新研究院 半导体的电子 ２０ １ ４

北卡

＾
纳州

能源部 ＾２５

（ 电力美国 ）器件大学ｍａ ｉ ｏｏｏ ^

先进复合材料制造 先进纤维增强举田纳西州
能瓶郊７ ｆｔｎｎ Ｔ７ ／ １ ８

，７超过

创新研究院聚合物复合材料
田纳西大学２０１ ５诺克斯维尔

能源部７０００ 万 ／ １ ．８亿 １２２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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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络的召集人 （具体由商务部部长负责 ） ； （ ６ ）换的关键时期 ， 国家
“

十三五
”

规划纲要提出建设

至少每 ３ 年更新
一

次战略规划 ，
以指导 ＮＮＭＩ 计划

一

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 成为我国在新的工业革

不断向前推进 。命浪潮 中 占领先机的关键所在 。 以 国家技术创新中

ＡＭＮＰＯ 的人员 由上述涉及制造业的政府部门心建设为抓手 ， 贯彻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 ，
以新思

机构代表和产学研各方代表组成 ， 定期向美国总统路推动 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深人开展 ， 将中心建设作

行政办公室和商务部汇报工作 ， 并接受国家科学和为完善技术创新体系以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

技术委员会（ ＮＳＴＣ）的工作指导 。 《 ＮＮＭＩ 战略规划 》内容 ，
将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人新活力 。

对 ＮＮＭＩ计划的评估和报告制度进行了规定 ， 包括因此 ，
在总结归纳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和

评价方法 、 长中短期的评价指标体系 。 其中报告制研究院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
提出加强现有国家技术

度分为两类 ：

一

是商务部每年要向 国会提交 ＮＮＭＩ研发机构的协同创新和推动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计划的年度报告 ，

二是每家接受政府资助的 ＭＩＩ要建设的思考与措施建议 。

进行年度报告和进行三年一度的绩效综合评估 。（ １ ） 推动现有的各类国家技术研发机构形成

２ ．４ 政府对 Ｍｉｌ 的投资设计了退出机制协同创新网络

ＮＮＭＩ是通过组织方式创新支撑重大任务实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 加强国家层面的规

的典型模式 ， 其选择是 自上而下的 ， 但是由 于技划和系统部署 ，有效引导机构建设和资源配置方向 。

术变革的不确定性 ， 保持
一

定灵活性是 ＮＮＭＩ 运建议开展
“

先进技术协同创新网络行动
”

， 通过鼓

作的关键 。 联邦政府通常在 ５￣７ 年内 向 Ｍ ＩＩ 拨励联合申报科技计划项 目 、 加强专业化科技服务机

付 ７０００ 万 ￣ １ ．
４亿美元 ，

前期支持力度大 ， ２￣３构和科技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精准服务 、 设立人员交

年后逐渐减弱 ， 直至完全退出 。 政府财政投人并非流培训平台等方式
，
对现有国家工程技术 （ 研究 ）

扮演风险资本家或银行家的角色 ， 而是发挥了三方中心 、 工程实验室 、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按领域加

面的作用 ： （ １ ） 调动并整合各类创新组织的力量 ，强协同 ， 形成协同创新网络 ， 同时加强与国家重点

创建产学研合作网络 ； （ ２ ） 推动形成完善的 、 专实验室的衔接 ， 建立伙伴关系 ， 加强功能匹配 ， 从

业化的创新服务 ； （ ３ ） 创建科技人力资本基础 。 私源头推动高技术快速高效产业化 。

营及非联邦部门配套 １倍以上资金 ， 筹建时每个研（ ２） 推动一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究院必须证明它可以获得来 自成员单位 、 州和地方一是进行总体布局 。 根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政府 、 企业等的充足的资金支持 ， 保证在联邦政府略和国家
“

十三五
”

规划的要求 ， 聚焦国 民经济和

资金退出后实现 自负盈亏的持续发展 。 政府则将注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创新需求 ， 着力于支撑国家发

意力始终放在制造业前沿 ， 不断发现新的领域 ， 启展重大科技战略任务的实施和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

动新的 ＭＥ建设和适时退出成熟 Ｍｉｌ 的运营 ， 或者瓶颈约束 。 围绕高新技术和产品领域
，
如增材制造 、

以停止资助的方式关停经评估不适合发展的机构 。数字机器人 、 分布式能源 、 智能电网 、 物联网 、 高

铁 、 核电等领域 ， 明确主攻方向 ， 把握产业变革发
３展趋势 ， 进行新

一

轮科技体制改革探索 。 围绕国家

当前 ， 培育发展高端制造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 研究领域科技发展思路和重点

家抢占新
一

轮经济科技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 也成为任务
，
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 ，

提出支撑产业转型升

我国在新的工业革命浪潮中 占领先机的关键所在 。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措施 。

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市场中 ，
仅仅依靠市场 自发二是探索新型运作机制 。 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应

性的创新是不够的 ， 包括美英等发达国家在内 的诸以运行机制创新为保障 ，
建立多元化市场投人机制

多国家都在通过系统规划的政府引导方式实施和推和探索多元化建设模式 ， 面向国内外整合和集聚优

动创新
［
ｓ

］

。 政府逐渐强化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吸引社质创新资源 ， 形成合力 。 坚持改革创新 ， 探索适应

会资源投入于符合国家需求的研发方向
ｍ

。市场经济规律的产业前沿和共性技术研发及应用的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深度调整和新旧动力转新型组织模式和管理运行机制 ， 推动 国家重大科技

—

４
—





？ 创新政策与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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