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 年 10 月 4 日，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卫星 1 号”被送到了外层空间。这是人类第

一次冲破重力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探测宇宙空间。苏

联的这一划时代成就当即在西方世界引发了一场“卫

星地震”，尤其是在美国人当中唤起了一种强烈而复

杂的感受……。

时间回溯到 23 年前。1934 年 2 月的一天，77 岁

高龄的俄罗斯“宇航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

会见了一个“具有非常浪漫的激情并迷恋于飞行”的

年轻人。他便是后来成为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之热心倡导者和总设计师的米哈伊尔·吉洪拉沃

夫。老人家在询问了吉洪拉沃夫的有关情况后，为他

的研究计划拟定了一批重要的研究项目。吉洪拉沃

夫由此确定了自己的目标：研制人造地球卫星。同

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用火箭把人造地球卫星发

射到同温层和宇宙空间去。

由于战争的影响，吉洪拉沃夫没能实施他的研

究计划。“二战”结束后，他着手探究发展人造卫星

的可能性。但是，他的研究和设想遭到了许多人

（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的嘲笑，他本人也被视为

“怪人”。1948 年 6 月的一天，一位将军几经他请求

看了他的论文之后对他说：“我们不能用你的报告，

因为没有人能读懂其中的内容，人们会埋怨我关心

我们没必要关心的事情的。”当天晚上，另一位军官

在听吉洪拉沃夫宣读完他的这篇论文后，转身向将

军问道：“学院是不是没什么事可干而决定转向幻

想领域了？”

所幸，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也在场，

这位著名的火箭专家力挺吉洪拉沃夫，终于说服了

将军。过后不久，科罗廖夫和吉洪拉沃夫共同草拟

了一份文件，名为“人造地球卫星研究”，吉洪拉沃

夫终于得以按照他的设想开展工作，并且很快就取

得了一些进展。

谁能想到，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科学界

仍有人对人造卫星的研究持反对态度。在一次由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组织的科学界民意测验中，出现

了这样一种意见：“……本人对幻想毫无兴趣……

以我之见，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我们的儿孙们

会作出更准确的判断……还是让我们从学会在大

气层中飞行开始吧！”

当然，这些“杂音”还不至对吉洪拉沃夫和他的卫

星研究小组造成什么干扰。苏联政府出于政治因素

的考虑，对人造卫星项目也非常支持，所以吉洪拉沃

夫他们一直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研制工作。1953 年，

他们证明多级火箭能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这是

苏联第一个在技术上可行的卫星发射方案。1956 年

1月 30日，苏联政府正式做出了要在 1957—1958年内

研制出人造地球卫星的决定。

与此同时，美国一些科学家也在研究发射人造

卫星的可能性。而早此之前的几年，兰德公司的一

些研究人员就对航天器和人造卫星作出了（事后

看）十分准确的预言。如他们在 1946 年 5 月提交的

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虽然未来变幻莫测，但有两

件事似乎是清楚的：其一，一颗携带适当仪器的卫

星可望成为 20 世纪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其二，美

国在人造卫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将极大地唤起人

们的想象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不亚于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的影响。

该报告还有一段当时未能引起人们注意并思

考，但后来却令人颇感震撼的文字：“第一个在太空

旅行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国家，将被公认为世界军

事和科学技术的领先者。形象地描述这种影响，人

们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突然发现某个国家已经成功

地发射了一颗卫星，他们将感到多么的惊慌失措和

羡慕啊。”

10年过后，上面这段话还真的应验了！

美国由于重视不够，加上将人造卫星计划和洲际

导弹计划严格分开，大大影响了人造卫星的研制进

度。当时，美国军队顶尖的火箭工程师们正在德国著

名火箭专家韦纳·冯·布劳恩的领导下加紧研制远程

弹道导弹。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愿将核导弹发展方面

的资源，用于支持那时认为显然不太“实用”的火箭研

究，所以他拒绝将布劳恩小组纳入太空计划。这样，

迟至 1958年 1月 31日，“朱诺 1号”运载火箭才将美国

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号”送上轨道，方使美国成

为第二个进入太空的国家。

第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前后
□ 尹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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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科学 RUAN KE XUE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将从市场机制、管理体制和

战略空间上对各类国企产生重大影响。在我国经济迫切需要技术创新的当下，转制科

研院所必将受到更多关注，成为多方博弈的对象，其在国企兼并重组的大变局中将被置

于何种位置？值此“十三五”规划之际，转制科研院所又能规划些什么？

■决策视野
□ 赵春明

近日，中共中央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闭幕。

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

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此前，农业部已制定并实

施了《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

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大力推进化肥

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力争到 2020年实现化肥和

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上述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科技的支持，其中发展物

理农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与以化肥、农

药、激素为主的化学农业相比，物理农业主要是利用

电、磁、声、光、气、热、核等物理学基本知识和相关领域

里的高新技术，促进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植物声

频处理技术（俗称“声肥”）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

绿色农业科学技术，是物理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核心技术。符合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态农业的发

展方向，是传统化学农业向可持续发展农业过渡的重

要手段之一。为深入了解“声肥”的创新发展情况，科

技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项国家专利获得者——北京

玉佳明三态离子科学研究院院长、发明家仇锦明。

发展现代农业的利器发展现代农业的利器
——发明家仇锦明谈植物声频处理技术的应用

□ 本报记者 李文龙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体制内市场化竞

争的阀门将全面打开，科研院所现行的业务

模式和发展方式将在根本上难以为继。

“体制内＋市场化”是本轮国企改革的

核心技术要点。本轮改革主要是将市场化

方式引入到政府对国企的管理上，体现在

通过设立投资运营公司、在经营性国企中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是国有资产在体制

内的自我革新，是国有资产与国有资产、国

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玩法，民营资本

参与更好，不参与也无妨。按照常规理解，

市场机制只能建立在以私有经济为主体成

分的基础上，而此次《意见》试图将市场化

建立在国有经济上，不认为私有化是必须

的途径（因此《意见》中对混改、对职工持股

的推进，不设时间表，强调要稳妥、要防止

国资流失）。

本 轮 改 革 旨 在 提 高 国 企 的 经 营 效 率 ，

将在体制内尝试推进各种可能的市场化手

段 ，消 除 各 领 域 、各 条 线 、各 地 方 、军 品 和

民品等的分割和垄断现象，追求至少在国

企内部形成全国范围的高度市场化的统一

市场。如果在国有经济内搞市场化的思路

行得通，那么科研院所在各领域的竞争必

将增加更多的平等竞争主体，军品院所也

将失去现有的种种优势。届时，还在依靠

纵 向 课 题 、采 用 传 统 课 题 制 模 式 、产 业 化

发展方式仍过于低级的科研院所，不再有

生存基础。

主体类型和市场地位
将面临终极抉择：主动转
变还是被动重组

未来只会有两类国企，一类是以资本为

经营对象——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一类

是以产品或实业为经营对象——国有实体企

业。进一步，实体性国有企业在地位上将有

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直接持股的公司——一级实体企业；另

一种是一级实体企业的全资子公司——二级

实体企业。而且，二级实体企业将在很大程

度上是作为一级实体企业的业务性主体而存

在——或作为一级业务主体的重要业务环

节，或与一级业务主体存在非常重要的战略

性或经营性关联，但都与现在很多集团下属

的子公司有着本质不同。

当前的集团公司如果不能成为投资运营

公司，就要从业务经营的角度不断实化自己，

转化成为一级实体企业，总之，管理层级将会

被大量撤销。在此过程中，集团内的二级公

司面临着与集团公司一样成为一级实体企业

的机会，当然大量企业将彻底成为二级业务

主体。现在，集团内有很多二级企业，虽说是

二级主体，但在市场上是非常独立的——战

略上、经营上是独立的，将来这种现象将会很

少存在。

目前在集团内的很多科研院所，多数是

相对独立的二级主体，什么类型的科研、产业

都可以做。将来这种存在状态可能不会再有

了，或升格成为一级实体企业，或只会被彻底

重组为一级实体企业的研发中心，即便院所

的番号还在，但已经永久性的失去了企业的

属性——对于有着五六十年历史的院所来

说，到这一步确实非常令人痛惜。

资本运作手段将受到
严格限制，产业化发展必须
回归到实际价值创造本身

资本运作将集中在各级国有投资运营公

司中开展，实体企业，包括一级实体企业将会

被要求切实回到消费者价值的创造上，回归

到业务经营本身，股权经营、在股市上一遍遍

圈钱的做法将不会被允许。

很多科研院所长期以来把产业公司上市、或

拥有一个上市公司作为产业化发展的目标；而那

些已有上市公司的院所则进一步偏离科研和产

业化工作的本质，热衷于资本运作，在这方面花

费的心思和投入的时间实在太多。而真正在基

于产业研发体系构造、产品研发项目管理、产业

化组织模式和工作体系建立等实际工作方面，则

时断时续，一有上市或资本运作机会就跑开。

从《意见》看，将来科研院所作为一级实

体国企时，可以整体上市，但不太可能再有其

控股产业子公司单独上市的现象——如果需

要上市，那也主要是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

的事，而且最有可能是将其剥离出来，成为另

外一个一级实体企业，而其与原所属科研院

所很可能不再有任何关系。

如果想在国企重组中争取好的地位，科

研院所从现在开始就必须摒弃以上市为目

标、尤其是资本运作这类产业化发展的模式，

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的业务性工作层面

上，进行切实、高水平的投入——这是一项艰

辛的、需要很长时间的工作。

大道浑浑，前程难卜。
值此“十三五”发展规划之
际，科研院所该做些什么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以两种方式进

行，一种是国资委授权模式，另一种是国务院授权

模式（国家直接授权）。预计国家直接授权模式将

是目标模式，国资委授权模式是过渡性安排。

在这种实施策略下，可以想见，国家直接

授权模式必将对国资委管理的 110多家企业、

尤其是其中的二级和三级企业进行深入的重

组，从而在国资管理新体制下形成崭新的国企

体系。而国资委授权模式则更多在各集团公

司体系内分别进行，跨集团程度不会大。估计

国资委会更多以守成为主、在守成基础上适度

向改革方向有所推进，以配合国家直接授权模

式。今明两年会有多少企业、哪些企业被纳入

到国家直接授权模式的范围？即便纳入：是直

接作为（或被重组、改造为）投资运营公司？还

是直接作为（或被重组、改造为）投资运营公司

的直接投资主体（一级实体企业）？又或者只

是其中的二级实体企业？实难料测。

此前，很多科研院所都在等《意见》出台，

打算在其出台后再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

《意见》的出台，在改革方向和对转制科研院

所的总体影响方向上可以说基本明确，但未

来国企格局和国资体制的实际变化、以及国

企改革的实际进程等仍充满不确定性，很难

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科研院所如何思考和

安排未来几年的工作？

切实提高科研能力和产业化发展水平，

尤其是优化科研和产业化模式，高起点的建

立起支撑产研循环的工作体系和组织体系。

具体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国企新格局中向“一级实体企

业”的目标定位，尽早构造出具备多轮产研循

环的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完整体系。

第二，调整、升级现有业务模式、盈利模

式和经营模式，尽快形成适应新业务结构和

竞争格局的能力。

第三，加紧转变现行科研管理体制，形成

与新定位、新业务模式、新盈利模式等相匹配

的科研体系与科研项目管理模式。

第四，以“重在母体”为产业化发展的整

体思路，加快构造适于产业发展多个阶段的、

具有“大科研、大生产和大经营”平台特质的

产业化发展模式。

（作者单位：上海复斯管理咨询公司）

新一轮国企改革：科研院所当如何自处？

■前瞻后望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杨雪）近日，由深圳市国新南

方知识产权研究院与 20 余家知名众创空间联合制定

的《众创空间知识产权服务标准指引（2015 版）》（下简

称“指引）发布，旨在规范众创空间提供的知识产权服

务内容，引导创客平台整合资源提供系统化的知识产

权服务，从而加快健全创客知识产权服务体系，达到

以知识产权“激励创造、灵活运用、全面保护、系统管

理”的效果。

该指引划定了指引适用的众创空间和创客范围，

重新阐释和延伸了知识产权、创客和众创空间等的内

涵，详细说明了自众创空间创建、创客进驻、创客孵化

到创客毕业等各个过程阶段所分别对应的知识产权服

务项目体系。

创客天下合伙人曾令西表示，随着目前全社会双创

环境的持续深入，各个众创空间虽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产

权配套服务对于创业者的重要意义，但一方面苦于专业

知识产权人员的缺乏，另一方面很多众创空间还是主要

关注运营和投资效益，对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营重视不够，

导致目前知识产权在众创空间服务体系中仍然处于比较

缺位的状态。

从事文创行业的创幻数码团队负责人陈坚认为，当

前我国文化衍生品的市场潜力巨大，而除了保护好自己

的原创版权，如何通过运营将版权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如

何顺利收购别人版权并将其价值放大，更是文创行业与

市场接轨的重要课题。此次标准指引对创客在知识产权

运营方面做出了具体设计，让创客少走弯路，起到了事半

功倍的效果。

吴汉东教授认为，众创空间与知识产权有着不解

之缘，知识产权的服务应该是创新活动、众创空间的

标配。一方面，知识产权是创新活动的制度保障，无

论是专利还是版权，或者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此类

法律制度都是保护创新活动的，所以知识产权是为创

造者、发明者提供激励创新，保护创新的最好制度保

障。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也是创新成果的产权形式，

创新成果如何得到保障并且发挥其经济效益和市场

效益，必须有知识产权形式存在才能进行交易，才能

受到保护从而不被他人侵权。总之，无论作为制度保

障还是产权形式，知识产权与创新活动、众创空间均

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全国首个众创空间知识产权
服务标准指引性文件发布

仇锦明从事国防科研工作 30 多年，退休后曾

在科技部、农业部等有关单位担任技术咨询服务

顾问并一直从事自己喜爱的发明创造工作。他研

制的多项技术已被授予国家专利。最近，找他了

解物理农业中的“声肥”专利的人多了起来，这项

名为“有促进植物生长和植保作用的多功能声波

发生器”的发明专利，因为与国家出台的相关农业

政策和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精神紧密契

合，而备受关注。

仇锦明说，天地万物，相生相连。草木知音现象

人类早有发现，优美的琴音可以增加奶牛的产乳量，

音乐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治疗多种疾病。动物和植

物都是大自然的产物，声音对植物的影响正逐渐为

人类所了解并加以应用。

他介绍说，根据生物物理学、生物分子电子学、

细胞学、生物电磁学、计算电磁学、应用声学等多学

科的综合性声波生物效应理论，特别是声波对植物

体的力能学作用和信息学作用的原理而设计的声波

仪，通过向植物体发射频谱极宽的断续声声波，可以

引起植物细胞膜电位的变化，产生动作电位，继而控

制植物细胞膜通道的启闭，促进植物体物质、能量、

信息的有序、有组织的活动，在产生积极的生物效应

的同时，影响其生命过程，达到增产、优质、抗病虫害

等声波农业工程技术的应用目的。

有研究表明，音频刺激可延长害虫发育期，增加

其被天敌捕食的机会，或者使其无法生活在适合的

季节，从而提高害虫的死亡率，减少虫害发生。仇锦

明认为，特定声频使植物叶子背面的气孔张开，吸收

营养能力增强，向植物细胞提供的能量物质 ATP 大

量增加，植物中含有的令害虫害怕的物质“路丁”和

遏制害虫神经的物质明显增加，可减少害虫繁殖

率。声波可使大白菜蚜虫、棉铃虫等得到有效控制

已为实验所证实。

目前，植物声频控制技术已在水稻、棉花、蔬菜、

果树、花卉等 30多种植物上进行了示范和推广试验，

应用“声肥”技术在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品质、减少

病虫害、提早成熟、增强抗性、促进种子萌发等方面

具有良好效果。

不过，植物声频控制技术在我国尚未得到大规

模的推广和应用。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

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的声频控制技术和声波发

生器不够完善。

草木知音现象人类早有发现

本着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利用自己多年从事电

子技术、特种工艺研究以及对农业技术领域持续积累

的功底，经过多年研究，仇锦明提出了新的声波农业

工程声波生物效应原理和产品设计方案。这项技术

被命名为“有促进植物生长和植保作用的多功能声波

发生器”，相关发明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它

将声波农业工程的技术开发从理论研究到产品设计

方面的探索性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打破了该领域

研究停滞不前的状态。与传统技术和设备相比，该

技术具有多项创新，居于我国领先地位。

探索性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仇锦明介绍说，新声波农业工程技术可满足小

面积农田、大棚或百亩农田的需要，也可实现百亩

以上农田、林地和多点群控的需要。所发射声波，

进一步创新采用了脉冲声频信号和扫频技术。不

仅大幅度降低了声波的基频频率范围，还真正实现

了组合频率声波功能，大幅扩大了刺激植物的频域

范围。专利设计在简化电路的同时降低了成本，有

效提高了声波的作用效果，并可优化组合生产出多

用途的系列产品，满足各种地域、作物种类不同的

用户需求。

利用该技术制造的新型声波发生器已在棉花、玉

米、西红柿、菠菜、葡萄、草莓、梨树、蘑菇等多种作物

上取得显著的增产、优质、植保的效果。经过该新型

声波发生器处理后，西红柿增产可达20%；不同地域的

棉花增产幅度在15.5%—71.62%之间；梨树的黑心病、

干枯病和梨锈病等多种病虫害得到了有效控制。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化肥、农药的相继出现并

应用于农业生产标志着现代农业时代的到来。传统

化学农业使得化肥、农药及除草剂等农业化学品大量

投入，灌溉面积的不断扩大、土壤机械作业强度的不

断提高，作物耐肥品种的推陈出新及栽培技术的不断

创新共同推动了全球农产品产量的快速增加，保证了

人类的食品供应。然而，现代农业带来的环境污染等

问题，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仇锦明发明的新型“有促进植物生长和植保作

用的多功能声波发生器”，克服了传统技术的局限，

为“声肥”的推广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技术保障。该技

术的推广应用，在大幅增产增效的同时，还能有效减

少农业病虫害的发生，从而有效地减少化肥和农药

的使用，对于无公害绿色食品的生产、包括土壤、水、

空气等在内的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绿色环保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应用此专利技术的“声肥”，其产品结构简单、使

用简便、制造和使用成本较低、产品性价比高、功能

更强，系列产品投入少、产出多，可有效降低农业生

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保障食品安全，具有巨大的

社会、经济效益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虽然这项发明专利拥有诸多优点，但是其在国

家、地区层面的推广、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仇锦明

说：“植物声频控制技术是一项物理增产技术，与传

统的化学农业相比，其观念还未被人们广泛接受。

因为条件所限，目前这项发明专利尚未授权他人实

施。”仇锦明说，自己虽然年事已高，然而，物理农业

及声波技术的研究、使用和推广却方兴未艾，期待有

识之士、有责任担当的企业、创业创新者在政府的支

持、扶持下，能够肩负时代使命、社会责任，继续进行

深入研究、付诸实施，惠及我国乃至世界农业革新领

域，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奇迹和契机。

期待新的奇迹和契机

苏联1957年11月5日发行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
星邮票。这颗卫星的直径只有580毫米，重83.6千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