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四川省将

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全省科技工作的“一

号工程”，推进科技成果商品化、资本化、产业化；着力培育和做强

做大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企业和产品；加快实施重大科

技专项，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摘自《2012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本版编辑 鲍晓倩 殷立春 郎 冰 杜 铭 制图 佘惠敏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鲍晓倩鲍晓倩 殷立春殷立春 郎郎 冰冰 杜杜 铭铭 制图制图 佘惠敏佘惠敏本版文字除署名外本版文字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均由本报记者 钟华林钟华林 刘刘 畅畅 实习生实习生 肖琼琼肖琼琼 整理整理

▷ 1月，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工程实施动员大会举行。

▷ 2月，四川省科技厅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提出采取八大举措助推四川
高新技术产业高位求进加快发展。

▷ 3月，四川省仿创药物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 4月，第三届中国（西部）高新技术
产业与金融资本对接推进会在四川举行。

▷ 5月，第八届西部科学论坛在四
川成都举行。论坛为四川省天府新区
建设与低碳城市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思路和做法。

▷ 6月，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成都举行，大会表彰了为推动四川科
学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 7月，四川组团参加第九届满洲
里中俄蒙科技展暨高新技术产品展览
会，这是四川首次组团参会。

▷ 9月，首届中国西部科技创新与
技术转移高峰论坛在蓉举行。与会嘉
宾重点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政策环
境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交流。

▷ 9月，中欧国际技术转移项目对
接活动在成都举行。

▷ 10月，四川大学德阳产业技术研究
院成立，一批校市转化合作项目成功签约。

通过大力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一号工
程”，四川省开辟了“一手抓研发、一手抓转
化”的科技工作新格局，科技创新工作成效显
著。如今，四川省高新技术产业已走入快速
发展的轨道，2011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总产
值达到6622.2亿元，居西部第一。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四川省全社会研发经费由 2005 年末的

96.25 亿元增至 2011 年末的 294.1 亿元，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1.40%。(表1)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四川省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总数增速明

显，从 2005 年的 6.57 万人年增至 2011 年末
的8.25万人年。(表2)

3、专利授权量
四川省专利授权量由 2005 年的 4606

件增至 2011 年末的 28446 件，其中企业新
申请和新获得的专利授权数占全省的比重
首次过半。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1.15
件。(表3)

4、科技论文数
四川省科技论文数 2005 年仅为 42460

篇，2011 年这一数据已增至 72000 篇；国际
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由2005年的5193篇增
至13500篇。

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自 2005 年的

1351.6亿元增至 2011年末的 6622.2亿元。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承担国家科技项目能力显著提升，共

有 29 项 成 果 获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
2011 年，四川省共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665 项，其中，承担“863”计划和“973”计划
分别为 33 项、80 项。2011 年，四川省承担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17 项，立项经费 43586
万元。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截至2011年末，四川拥有国家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14个，国家创新型企业 21家，国
家重点实验室12家。(表4)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截至 2012 年 11 月，四川省已经拥有国

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1家。
自 2009 年启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

划以来，四川已分三批资助、引进148名海外
高层次人才和5个海外高层次人才顶尖团队
来川创新创业。

2009 年以来，来川工作、交流的外国专
家达2万人次以上，其中，四川聘请发展急需
的国(境)外高层次和紧缺专家约 1300 人，引
进国外智力成果116项。

4、政策保障
2011年四川财政科技拨款45.7亿元，是

2006年的3.1倍；省本级财政科技拨款13.99
亿元，是2006年的3.5倍。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目前，四川已建成成都、绵阳、自贡、乐

山 4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乐山、广
安、雅安 3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11 家国家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7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化基地。

2011年，四川省拥有高新技术产业企业
1325个，企业总利润411.8亿元，应交增值税

215.6亿元。
2011年，四川省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分布

中，电子信息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762.66 亿
元，实现利润 52.82亿元；先进制造业实现工
业总产值 1306.68 亿元，实现利润 85.81 亿
元；新材料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097.75亿元，
实现利润62.41亿元。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2012 年 3 月，四川省委一号文件明确

表示:将全面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计划
实施农畜超级种培育及配套技术、优势特
色现代农业、生物农业、现代中药产业、农
村节能环保产业和国际科技合作等 6 个专
项。四川着力发展涉农新兴产业，组织实
施 100 个科技创新产业链示范重大项目，
重点建设 300 个示范基地。

3、民生科技领域
近年来，四川科技事业在服务民生领域

成就卓著。2012 年 3 月，四川省科技厅召开
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大骨节病综
合防治研究”课题验收会。该课题组织了四
川华西医院、中国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
国内近 20 家优势单位的 200 余名研究人员
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为大骨节病长效防治
提供了科学支撑。

4、技术合同成交额
2011 年度四川共登记技术合同 9942

项，成交金额 71.53 亿元，比 2010 年合同项
数 增 加 了 10.16% ，成 交 金 额 增 长 了
16.90%。(表5)

5、每万元GDP能耗
2011年，四川万元GDP能耗0.997吨标

准煤，同比降低 4.23%，降幅列全国第四、中
西部第一，仅次于京、津、沪三地，是全国平均
降幅的2倍。(表6)

（以上数据主要由四川省科技厅提供）

四川科技资源较丰富，使其高新技术产业

规模居西部第一、全国第六，并在汽车制造、电

子信息、油气化工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备较强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近几年，在创新战略的带

动下，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巨大成就，

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行业比重明显降低，节

能环保产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整体而言，

四川的创新能力在全国仍处中游水平。

下一阶段，四川应当保持依靠创新求发

展的良好势头，把握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

展机遇，充分利用现有自然资源、不断加大科

技投入、积极引进全球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

实现区域创新能力的跨越式发展。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与战略管
理研究中心主任）

对我而言，在电站现场

“实战”中积累的经验是最宝

贵的财富，一次又一次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认识是汽轮机改

进的基础。首先，引进技术，相当于找

了一个好的老师，对提高认识有很大

的帮助。其次，试验研究是提升

自主技术的必经之路。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总设计
师，“核电站大型半速饱和蒸汽轮机技术
方案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负责人之一，
从事大型电站汽轮机设计 28 年，完成常
规燃煤机组到大型核电机组关键技术的
研究。

潘家成

“ 自主创新，一是需要国家

大环境的支持，二是需要企业

创造条件，尤其是在创新文化

上要营造良好氛围。比如我所在的中国

二重，就为我们营造了“鼓励创新，宽容

失败”的创新文化，使得我们毫无顾忌、

一心一意地去攻克科技难关，这

是最令我们科技人员感动的。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重型机
械设计研究院产品开发分院院长，发明
的 新 型 边 缘 传 动 立 磨 能 满 足 从 日 产
2500 吨至日产 10000 吨新型干法熟料
水泥生产线原料粉磨的需求，为推动立
磨技术进步作出突出贡献。

“

洪盛荣

产业集群
竞争力增强

□ 柳卸林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院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是我国现代化歼击机设计研究的重要基地，建
所42年来，成功研制了歼7C/D、歼10、枭龙、翼龙等一系列先进战机，先后荣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等重大奖项。歼 10
飞机带动了我国航空工业整体研发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跨越；枭龙飞机实现了中国
航空工业军用飞机进入国际市场、技术输出和研制体制与机制的突破；翼龙飞机
是我国第一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系统。

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是世界第二大陆地石油钻机制造商和中国最大
石油钻机成套出口企业，具有年产石油钻机 150 台套、产值规模 60 亿元的生产
能力。四川宏华“DBS 技术”的成功运用引领中国石油钻采设备走向国际市场，
其超级单根钻机、连续油管钻机、车载钻机等自主创新产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2011 年，四川宏华与上海船厂和新加坡 OPUS 海洋工程公司合作，共同研
制价值 3亿元的“Tiger”海洋钻井船钻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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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转化并重研发转化并重 又好又快前行又好又快前行

中国二重是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基地之一。图为数控重型卧车加工 5m 轧机支承辊。罗兴康摄中国二重是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基地之一中国二重是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基地之一。。图为数控重型卧车加工图为数控重型卧车加工 55mm 轧机支承辊轧机支承辊。。罗兴康罗兴康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