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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正处于加快转型跨越的关键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攻坚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十分繁重，

迫切需要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要在创新驱动发展上取得重要进

展，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上取得重要进展，在人才队伍建

设、政策环境营造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扩大科技开放合作上取

得重要进展。

——摘自2012年山西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的专题会议

煤炭大省山西省创新意识不断加强，着力

优化产业结构，企业创新能力逐步提升。山西

省正在改变资源驱动的发展模式，技术创新推

进了产业结构“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战略转

型，产业优化升级的速度正在加快。

近年来，山西省企业创新能力逐步提升。

在一批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太钢、山焦、太重被

列入国家“两型”企业试点，大批核心技术和高

端产品走向市场，带动了全省工业产品结构发

生变化，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型产业规模化、支

柱产业多元化步伐明显加快。

面向未来，山西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依

然较重，应该在以后的发展中注重对科技创新

活动的支持力度，大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发展，并以此为契机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与战略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

▷ 2月，由山西省相关单位主
持和参与完成的 14项科研成果获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数量为历
年之最。

▷ 2月，山西省环保厅召开新
闻发布会，将投入3.15亿元，用3年
时间完善、优化山西省环境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网络，全面提升环境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能力。

▷ 3月，山西省承担的“十一
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煤矿全矿
井安全生产数字化监测监控及重大灾
害预警系统的研究”通过专家验收。

▷ 5月，山西省被列入甲醇汽
车试点省份。

▷ 6 月，世界上首台规格最
大、技术性能最先进、生产能力最高
的WK-75型矿用挖掘机，在山西太重
集团公司正式下线。

▷ 7月，山西省十项重大人才
工程全面启动。

▷ 10月，山西省对煤层气实
施大规模抽采利用，实现“变害为
宝”，成为全国最大的煤层气抽采
利用基地。

▷ 11月，山西省汾西重工有
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和山西华顿实
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至此山西省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数量达到22户，继
续处于中西部前列。

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
工作，深入实施科技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把
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作为转型跨越的基础工
程，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推动科技创
新重大举措的落实，打造了一批科技创新平
台，实施了一批科技重大专项，引进了一批科
技领军人才，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为山
西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大技术
保障。

2011年，山西省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1100.18亿元，成为全国“万亿GDP俱乐部”
成员之一，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强度
2011 年，山西省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113.39亿元，比上年增长26.2%；山西省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强度（研发经费占GDP的比
重）为1.01%。（表1）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1年，山西省全社会研发人员全时当

量为4.7356万人年。（表2）
3、专利授权量
2011年，山西省专利授权量达 4974件，

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12项。（表3）
4、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山西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从 2006 年的

240 亿元增加到 2011年的 510 亿元，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全省 GDP 的 4.6%，这些高新
技术项目的实施有力推动了全省产业结构
调整。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1年，山西省共承担国家级科技计划

项目380项，包括基础研究计划4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248项，863计划17项等。（表4）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1年，山西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新
进展，共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省级重点
实验室29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3个，并
在煤化工、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培育
了一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高新技术企业，
全年共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48个。（表5）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山
西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2011 年，山西省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煤化
工、新型材料工业、特色食品工业等四大新兴
行业增加值均增长20%以上。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山西省新兴产业继续快速增

长。前三季度，装备制造、医药、食品、新型建
材等新兴产业增长较快，增加值分别增长
29.6%、17.9%、16.8%、12.2%，均高于工业
11.4%的增速。

（1）新能源产业。在先进、高效、大功率的
风能发电，沼气工程和秸秆能源化利用，地热
资源开发程度和利用率提高，智能电网系统建
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2）新材料产业。大力发展资源类深加
工新材料，择优发展新型化工材料等，加快复
合材料、智能材料的研发和生产。

（3）节能环保产业。干熄焦、煤调湿、余热
余压利用、流化床锅炉、粉煤灰气力输送等先
进技术和 LED 等高效节能环保装置快速发
展，推广先进的粉煤灰、煤矸石、煤矿瓦斯等综
合利用装备，努力推进中水回用。

（4）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智能化煤机成
套装备和煤炭洗选设备做大做强，轨道交通装
备成套能力进一步加强。积极发展以数字化、
柔性化及系统集成技术为核心的重型矿山装
备和高性能的节能环保装置、先进的资源综合
利用成套装备等。

（5）现代煤化工产业。弃采高硫煤制油、
煤制烯烃、煤制天然气、甲醇制汽油、煤制乙二
醇等现代煤化工产业快速推进，形成以煤基清

洁能源为主链的特色产业结构。
（6）生物产业。初步形成了大同、太原、晋

中、运城、晋东南、侯马等以医药工业园为主
体、相对集中和规模发展的医药产业集群。今
年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7.9%。

（7）煤层气产业。大力推进煤层气、天然
气、焦炉煤气、煤制气“四气一体化”发展。

（8）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物联网、云计
算示范应用和三网融合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
技术改造煤焦物流、安全监测、污染源监测等
系统和公共服务网络平台等迅速发展。

（9）新能源汽车产业。继续推进甲醇车
用清洁燃料的推广工作，进一步完善标准和产
业化试验，推进甲醇汽车列入国家新能源汽车
目录。

2、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山西省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

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煤焦化、煤气化、煤液化、煤电铝、煤电
材，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原材料深加工率
和传统产业循环率。推进煤炭产业高效、
清洁、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就地转化率，煤
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圆满完成，煤炭
产业集中度和矿井机械化、信息化水平显著
提高。

3、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目前，山西省广大农村均建立了科普惠

农服务站，已形成了“一站一栏一员”、科普惠
农兴村计划、农科110服务体系、科普惠农绿
色通道工程、新型农民科学素质培训等五大科
普惠农服务体系。

4、民生科技领域
山西省通过实施健康、环保、安全、防灾

减灾领域的民生科技示范工程，有效提高了民
生科技创新能力。

5、技术合同成交额
2011年，山西省技术市场各类技术合同

成交总数达3423项，各类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81.44亿元，比上年增加17.3%。（表6）

（以上数据由山西省科技厅提供）

资源大省
产业升级加速

□ 柳卸林

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

太原钢铁集团技术中心研究员、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主持金属复合材料等新型
材料的工艺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生产，开发
了一系列节约资源、性能优良的新品种，填
补了多项国内空白。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

同煤集团“十一五”期间开展了 200 余项科技攻关，形
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科技贡献率达
到 42%，创新成为企业转型跨越的驱动器。目前形成了煤
炭资源开发核心技术体系，攻克了“石炭纪复杂结构特厚煤
层安全高效开采技术”这一世界性难题，使放顶煤综采的最
大采高达到 20米以上，资源回收率达到近 90%。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公司

晋煤集团大力倡导自主创新，目前拥有专利 178 项、发
明 19 项，2011 年专利申请量突破 250 项，在全国主要煤炭
企业与省属重点企业中，专利总量和发明专利拥有量均名
列前茅。晋煤集团抓技术创新主要有三条路线：合作项目
挤专利，合同额达到 500 万元的项目必须产生一个专利；重
点新兴领域（煤机、煤层气）出专利，每年完成 100 项专利；
群众创新增专利，发挥群众力量发明创造。

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先
后主持完成了国家973、国家863、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等40多项科研项目。近年来
先后获得国家发明奖二等奖3项，三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9项，

“第5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等荣誉。张文栋

李国平

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优秀创新人

才的基地和研发高新尖端技术的源

头。办大学一定要“求同立异”，走一

条立足区域、立足自身、立足发展的特色创

新之路。新世纪以来，太原理工大学不断

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模式，努力为祖

国的创新发展添砖加瓦！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牵引

力，太钢有一套系统完整的科技创

新体系制度，为保障制度的执行力，

太钢设立了战略经营单位，对其中的科研

人员充分授权。“重奖创新、宽容失败”的创

新文化理念给予了科技人员极大的尊重，

搭建了很棒的创新平台。

“

“

△ 晋煤集团自主研发的 6.2米大采高液压支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