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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技进步，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科技创新中心。大力推进科

技创新，切实增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建设创新型城

市。重点推动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有条件的领域开

展原始创新。面向重点产业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注重协同创新，推进

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积极开发重大共性技术和核心关键技术，实施重

大科技示范工程。高度重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摘自《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报告》

重庆抓住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设立两江新区等重大历史性机遇，
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主战场，加快建设长江上游
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教育中心，实
施区县、产业与民生、创新能力建设重大科技
支撑示范工程，努力打造内陆科技开放创新高
地，自主创新能力和绩效显著提升，科技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2011 年，重庆市
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达到 53.69%，增幅居
全国第四位，排名全国第 13位。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1年，重庆市全社会研发经费实现稳步增

长，全年共安排全社会研发经费128.4亿元，研发
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28%。(表1)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1年，重庆市科技活动人员超过11.5万人，重

庆市R&D人员折合全时人员达到4.1万人年。(表2)
3、专利授权量
重庆市专利授权量再创新高，2011年专利

授权量为15525件，2012年1至10月份专利授
权量为 16950 件，其中发明专利 2006 件，实用
新型11117件，外观设计3827件。2012年1至
10 月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2.24 件，超
过2011年全年近2%。(表3)

4、高技术产业产值
2011 年重庆市高技术产业完成总产值

2445.95 亿元，同比增长 72.5%；实现新产品增
加值738.32亿元，同比增长77.1%。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1 年，重庆执行“973”、“863”等国家科

技计划项目 427 项、获得资助经费 13.66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0.1%和 65.6%。成功组织申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33项、经费3.39亿元，
分别增长 24.8%和 78.6%。执行市级科技计划
项目1192项。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数与质同步提升。2011年，重庆市新增市

级以上公益类研发平台37个，其中：重点实验室
19个（国家级2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8个（国
家级1个）；新增市级以上企业研发平台113个，
其中：企业重点实验室 3个、企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72个、企业技术中心38个（国家级1个）；新
增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8 个，累计达到 50
个，覆盖70%以上的市级园区；新增市级生产力
促进中心21家，累计达到75家，覆盖所有区县，
全年服务中小企业4035家。

2011 年，重庆市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8
个、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60 个、国家级工程中
心 10 个、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5 个、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8 个、市级企业技术中
心 219 个、国家级生产力促进中心 8 个、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 8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 7个。(表4)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科技交流合作方兴未艾。2011年，重庆市

累计开展各种科技交流合作活动300余次，涉及
科技人员超过6万人次，引进境外知名科研机构
57 家、先进技术 1051 项和国内重大创新成果
3258项。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9个。

科技人才队伍日益壮大。2011年，重庆成
功引进国内外院士 3 名、新培养国家千人计划
人选10名、“973”首席科学家1名、“863”专家3
名、知识产权专家 7 名和市杰出青年科技人才
10名，吸引海外留学博士146人。

4、政策保障
2012 年，重庆市出台《重庆市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股权和分红激励的若干规定》。该文件
是全国省级层面第一个相关规范性文件，在制
度设计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呈现适用范围全覆
盖、激励对象无限制、激励方式有突破、促进政
策有保障四大特点，对于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
积极性创造性，将重庆打造为科技创新创业政
策“洼地”具有重要意义。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光机电一体化领域高新技术企业134家，实

现总收入504.53亿元。重庆工业自动化仪表研
究所承担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新一代工业控制
系统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 提高了区域产业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电子信息技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 88家，实
现总收入181.23亿元。依托重庆高新区成功申
报开展“新型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国家创新型产
业集群发展试点。

新材料领域高新技术企业 46家，实现总收
入227.19亿元。西南铝公司在“天宫一号”工程
中承担了多个品种、规格的高品质铝合金关键材
料和构件研发试制任务。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 41
家，实现总收入97.46亿元。成功开发填补国内

空白、治疗帕金森氏病的屈昔多巴药品。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 31

家，实现总收入 63.38 亿元。启动“海相页岩气
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与示范”科技专项，探索重
庆市海相页岩气勘探开发模式。

环境保护领域高新技术企业15家，实现总收
入32.28亿元。三峰环境产业集团被授予“国家
环境保护垃圾焚烧处理与资源化工程技术中心”。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2011年，重庆审(鉴)定农作物新品种20个，

其中国审(鉴)定2个，国外审定1个。示范推广农
作物新品种1530万亩，增产粮食5.9亿公斤。培
育农民工返乡创办微型企业154个。选派市级
特派员254名，区县级科技特派员3392名，建成
农业科技专家大院89个。

3、民生科技领域

2012年，重庆市在新药创制、医疗器械研发
和产品示范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截至目前，全市
共申请注册药品13个，3种新药获得国家新药证
书。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以方舱和充气帐篷为
基本模块的“移动急救医院”，自主研制“卫生列
车”手术急救车。“十百千万”工程向36家基层医
疗机构派送创新医疗器械产品240余台（套），价
值3700多万元。

4、技术合同成交额
2011 年，重庆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101.7 亿

元。截至2012年11月，重庆市技术合同成交额
已达192.7亿元，比2011年增长89.5%。(表5)

5、每万元GDP能耗
2011年，重庆市万元 GDP能耗 0.953吨标

准煤，降低3.81％。(表6)
（以上数据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供）

重庆市是我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

直辖市。近几年，重庆通过培育创新型企

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扶持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支持企业牵

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牵头实

施“121”科技支撑示范工程，引导高校、科

研院所围绕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创新服务

水平，推动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企

业科技实力有所提升。数据显示，重庆每

亿元研发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产生的发明

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居全

国前列。

但是，作为老工业基地之一，重庆的创

新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创新综合实力存在

一些明显“短板”，亟须增加全社会研发投

入、培育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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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13项科技成果
获得国家科技奖励，其中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2项。

▷ 3 月，重庆在全国率先启
动“十二五”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
程“数字企业”建设试点。

▷ 4 月，第十届中国重庆高
新技术交易会暨第六届中国国际
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开幕，签约
1891项，成交911.82亿。

▷ 6月，重庆启动科技创新驱
动效益农业发展示范工程，打造30
个左右的效益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 6 月，重庆市科技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启动会召开，签订《关
于科技促进重庆民营经济大发展
的战略合作协议》。

▷ 7 月，重庆市启动实施区
县、产业和民生、能力建设科技支
撑示范工程（简称“121”科技支撑
示范工程）。

▷ 7月，重庆市建立“科技创
新需求库”，将科技成果申报制改
为推荐制，并增设企业技术创新类
别奖项。

▷ 8 月，中国科学院重庆绿
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经中央编办批
准设立。

▷ 11月，重庆市出台《重庆
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和分红
激励的若干规定》。

▷ 12月，重庆利用财政资金
设立科技创业风险投资引导资金
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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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须培育
知名品牌

□ 柳卸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

以建设既满足国防军工需求、又融入国
民经济建设的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国家级
声光电研发中心和产业基地为目标，建成国
内先进的 6 英寸模拟集成电路生产线，拥有
高速高位 A/D、D/A 转换器、驱动器、高性能
放大器、RFIC 及功率集成电路、模块和组件
等为代表的核心技术，着力打造高水平的集
成电路设计、工艺、封装、检测平台。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自 2011 年以来，加快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步伐，引进美国 LCC 公司技术，建立 30 万
吨高精薄壁铸造生产基地；收购英国 PTG 公
司，成立了欧洲研发中心，抢占世界高端装备
制造技术制高点。同时整合相关技术创新资
源，组建重庆机电装备技术研究院，建立覆盖
集团和企业、国内和国外的完整技术创新体
系，有力地促进了重庆市机电产业升级和科
学发展。

重庆大学“985 工程”高压水射
流研究所所长。带领科研团队在国
内率先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压脉冲水射流网格化造缝增透成
套技术装备。该装备可提高低透气
性煤层透气性 1至 3个数量级，增加
煤体瓦斯解析率50%至70%，现已在
重庆、贵州、四川等省市的60余座煤
矿成功推广应用，为瓦斯高效抽采和
煤矿安全开采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庆山外山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血液净化设备龙头生产企

业。图为山外山公司的血液净化设备研发车间。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级突出
贡献专家，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实验室“运载器测控及遥
感信息传输”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
学科“电工理论新技术”学科带头
人，2011 年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
获得者。长期在通信与测控领域的
教学科研一线拼搏，在通信、测控及
遥感信息传输领域取得了多项开创
性成果。

建建““三个中心三个中心””抓抓““科技兴渝科技兴渝””

杨士中 卢义玉

要想抢占产业发展制高

点，必须走自己的路，坚持自

主创新，才能有重大突破。要在自

主创新方面取得突破，我认为要宽

容失败，越宽容越容易成功。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人

才 为 本 ，我 作 为 一 名 老 科

技 工 作 者 ，将 把 培 养 国 家

急 需 的 高 科 技 人 才 作 为 神 圣 使

命，做到不遗余力、终身努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