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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浦江创新论坛文化分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技术工匠1聚焦“工

匠精神与创新文化”的主题，重点探讨了科技创新与文化人文的互动关系、现代工业中工匠

精神的体现以及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创新文化建设等核心问题，分享了一些精彩的观

点与建议。本期简报基于嘉宾报告整理而成。供参考。 

2016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十一 

创新发展亟需文化力量和工匠精神 

古往今来，创新文化始终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机与活力，

更改变着企业的命运。创新文化是以创新为主导价值观，蕴含着促进

创新行为、推动持续创新的基因，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工

匠精神作为创新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必备的一

种精神。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要实现创新发展，必须精心

                                                             
1 嘉宾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德国弗朗霍夫学会系统与创新研究所研究员 Rainer Frietsch，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厂维修部门高级经理徐小平，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

会首席执行官 Andrew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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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大力弘扬创新文化和工匠精神。 

一、创新文化是改变世界的强大引擎 

当前，我国要建设科技创新强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

强国”的转型，需要大力弘扬创新文化与创新精神，形成改变世界、

型塑未来的强大力量。 

一是创新的核心人文价值包括善、自由和伦理。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培根指出，创新的善即基于人的需求对技术和创意进行运用，尤

其关注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例如谷歌出台

一份“不作恶”的宣言，即使要放弃一些短期的效应，但从做公司长

远来看会得到更好的回馈。他还认为，创新需要更加尊重人性的自由，

创新不能受权威、权力的主导。科技创新还应当重视技术伦理，特别

是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技术对文明可能带来的冲击已

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二是工业创新需要文化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指

出，工业化路径和前景的决定因素有三点：资源、技术和文化，其中

文化具有最长久的影响力，是不能模仿、不能转移、不能交易的核心

竞争力。世界各国工业化初期大同小异，后期却各具特色，这主要是

由于各国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工业文化，塑造了具备文化独特性的

产业竞争力。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会首席执行官 Andrew Thompson

指出，文化对于工业创新如同扮演着“定海神针”的支撑性作用，未

来人类的发展必须充分意识到文化至关重要的作用，才能确保创新和

工业经济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 

三是文化与创新融合形成活跃的经济领域。Andrew Thompson

介绍，目前英国已经从产品经济为主转向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该

领域就业人口已占英国全部就业人口的 1/11，其发展速度是其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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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十倍。目前英国正在支持一个大型创意经济旗舰项目，其目标

是促进大学与研究所之间的合作。此外，他还认为，当下世界发展的

一个显著趋势是以智能手机、虚拟现实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正在改变

着文化的产生、消费和接受程度，促使多元化的文化交汇、群聚，也

促成了分享式、包容性的新型创新经济发展。 

二、工匠精神是创新文化的核心体现 

传统意义上的工匠精神主要体现为专注性、重复性和精巧性；

而现代工匠精神主要体现为专业性、坚守性、科学性和创新性。 

一是工匠精神的核心要义是追求高质量高创新。上海大众汽车

有限公司发动机厂维修部门高级经理徐小平指出，工匠精神是一种精

工制作的意识和动力，这对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体现在产品制造

的每一个环节与每一道工序均精心打磨、精益求精。目前中国制造尤

其是在智能制造上存在“4+1”短板（“4”指精细加工、精细装配、

精细检测与精细化材料处理，“1”是高精度传感器研发，是智能制造

的核心器件），更需要大力培植工匠精神。德国弗朗霍夫学会系统与

创新研究所研究员 Rainer Frietsch 介绍，“德国制造”并非天生形成，

20 世纪初期德国产品也曾以廉价和山寨为标签，直到一战结束后，

凭借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适应市场需求的研发能力和开放的学习调

整能力，德国产品才逐步树立了高质量高创新的国际形象。 

二是综合素质与技能特长兼具是一个优秀工匠必备的能力。徐

小平指出，一个优秀的工匠不可或缺的优良素质可以用“X+1”来表

达，其中“X”指综合素质，如知识面等；而“1”指与众不同的技

能特长，例如制造工具的研究工艺和探索创新能力，或是应用信息技

术进行数据化生产管理的能力，或是长期从业积累的不可言传的经验

感觉，这对企业和个人发展都尤为重要。Rainer Frietsch 介绍，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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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应用科研机构联合建立了“双轨制”专业技师培训和认证系统，

大学提供学术教育，而应用科研机构则提供专业技能和实操经验，形

成了培育工匠的“标准流水线”，不断支撑着德国的工业制造创新发

展。 

三、培育我国工匠精神的几点建议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撑。 

一是磨炼匠心需要发挥“静”的力量。李培根指出，要成为大

国工匠，需要“静”的力量。“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不能真正的静

下来很难有伟大的创新，因为“静”能够决定创新的高度与深度。当

代社会都在搞创新，浮躁是一大弊病。我们应该鼓励创新人才静心静

气，不随大流，钻研技艺，避免创新领域的过度功利倾向。此外，还

要深化改革体制机制、搭建平台，让工匠真正走向国际市场，为制造

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是鼓励更加前瞻、更加开放的视野。李培根指出，现在我国

创新更多强调面向现实的重大需求，基本上是增量创新，也很有意义；

但是，还有很多伟大的创新是与居前的、想象的、虚拟的需求联系在

一起，如个人电脑的发展、谷歌 Project Loon 热气球等，均引领了现

实的市场需求。因此，未来应当要鼓励创新者要有更加超前开放的文

化视野，百无禁忌地想，踏踏实实地干。此外，还要使有组织的创新

与自由的创新相互结合、互为补充，二者不能偏废其一。 

三是不断积淀创新文化。金碚强调，发展的两个核心原因是积

累和创新。文化是一个积淀的结果，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所有过程，

都会成为一种信息积淀在当代。而工业社会则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因

为不断地注入科学技术发明，也不断地注入生产过程，才有技能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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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才有天翻地覆的创新现象。此外，中国文化与现代工业对接，有

自身的独特优点也有局限性。我们务实勤劳，但是重心领神会缺理性

思维，重实惠好用缺精致品味。所以培育中国独特的工匠精神，就要

专注主业，精致制造，累积技术，求异思维，适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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