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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数字

河北工业在 GDP 中所占比

重相对较高，经济增长过多地依

赖资源和能源投入，钢铁等重工

业发展突出，而产品结构总体上

附加值较低，导致经济增长的质

量和效益较低。

近年来，河北省围绕工业转

型升级，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引导

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推进产业聚

集发展和结构优化，取得了一定

进展，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新

兴产业发展较快，特别是装备制

造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实现高

端、国际化发展，成效显著。

河北面临着传统产业产能过

剩以及工业污染、排放较高的问

题，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加

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提高经济

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河北未来

发展的主要方向。而这些，都有

赖于进一步充分利用外部创新资

源、增强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创新

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强跨区域

协同创新、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是河北突破发展瓶颈的

重要选择。

（作者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
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

“人的兴趣和爱好是做好一件事

情的原动力。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希望

能在医药领域，利用自己的专长，做些

有益于人类和社会的事。”

博伦特目前已经建成了多个自主
和合作研发平台，形成了小试、中试和
工业化的快速转化机制，其中工业化
产品20项，多项填补国内空白，打造了
手性胺、手性酸、手性醇、生物酶制剂
以及医药前体和原料药的核心技术。

公司成立 3 年来，形成了抗生素
侧链和母核系列产品、拥有 50 余项产
品和技术，主导产品远销日本、韩国、
印度和欧美地区一些国家。预计今年
公司销售收入将实现 6000万元。

科技引领、创新驱动是推动科学发展最根本最关键的力量。如何改变资源能源消耗多、环境成本大、抗风

险能力差、国际竞争力弱的被动局面？河北省建立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推进科技管理体制创新、健全技术创新

市场导向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向企业技术创新聚集。

——2013年12月河北省委八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

环绕京津的河北，既要加快发展，又要
保护生态。如何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
近年来河北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作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为全省经济社会
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
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2 年，河北省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

达 245.77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0.92%，比上
年增加 44.4亿元，增长 22.1%。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2 年，河北省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

总 数 从 2011 年 的 73024.8 人 年 ，增 长 到
78532.5人年，同比增长 7.5%。

3、专利授权量
2012 年，河北省取得专利授权量 15315

件，较上年增长 37.3%，每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为 1.00件。

4、科技论文数
2012 年，河北省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

果共发表学术论文 3240篇，比上年增加 336
篇，其中被国际三大索引收录 2842 篇，占所
发表论文总数的 87.7%。

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2012 年，河北省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

业 共 实 现 增 加 值 130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同期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11.8%，比上年同
期提高 1.3个百分点。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2012年，河北省940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

计划立项，其中，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16项，
863、973项目34项，国家科技支撑项目24项。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2 年，河北省新建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20 家，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55家，国家级 5家。

目前河北省拥有产业技术研究院 9 家，
国家级高新区 5 家，省级高新区 4 家，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20 个。省级以上重点
实验室 83 家，其中国家级 6 家。河北省科技
企业孵化器 37家，其中国家级 14家。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2 年，河北省开展了百家央企、百家

院所校进河北活动，推动一大批科技型大公
司、大集团和国家级大院大所大学与河北省
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一大批科技项目和科
技成果落户河北。深化与两院院士的合作，
新建院士工作站 20 家，总数达 80 家，有 236
位院士进站工作。

4、政策保障
河北省出台了《关于加快科技创新与改

革的意见》，研究下发了《科技促进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的十项措施》、《关于大力加强全省
县（市）科技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为
科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政策保
障服务功能。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目前，河北省新增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

业 100 家，培育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37 家，上
市高新技术企业 28 家，国家级、省级创新型
企业 119家。

河北省以各类科技示范工程为带动，继
续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国家金太阳科技
示范工程，唐山新能源汽车“十城千辆”科技
示范工程，保定、石家庄“十城万盏”半导体
照明科技示范工程，张家口国家风光储输示

范工程等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同时，河北省积极发展建立创业风险投

融资体系和公共服务机构，目前省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规模3亿元，发起设立子基金8只，总规
模11.79亿元，建立公共服务示范机构50家。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2012 年，河北 44 个农业新品种得到大

面积推广；新建了唐山国家级农业科技园
区，建设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36 个，新增国家
科技富民强县试点县 12 个，研发示范农业
新产品、新工艺 171项，制定标准 74项；开展
了建设 100 个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基地、实
施 100 项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项目的“双百
工程”，组织了一村一品致富产业“四个一”
大规模科技培训。

以星火产业带示范基地和特色产业园区
建设为重点，实施技术开发项目100项，研发
引进新技术 160 项，组织开展山区百项先进
适用技术推广、百万农民培训工程，建设山区
技术开发基地 150 个。评选出 2012 年度河
北省山区创业奖40项，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
和社会各界服务山区、贡献山区的积极性。

3、民生科技领域
河北“重组人血白蛋白新药研究”等9个

项目在国家立项，建成了5大新药科技创新体
系，“连苏胶囊”等11个新药获得临床和生产
批件。启动了海洋科技专项，实施了海水综合
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等一批重大项目。实施了12项工业节能减排
项目，一批节能减排技术得到大范围推广。

4、技术合同成交额
2012 年 ，河 北 省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153.09 亿元，其中技术输出成交额 37.84 亿
元，同比增长 41.81%；吸纳技术成交金额
115.25亿元，同比增长 67%。

5、每万元GDP能耗
2012 年 ，河 北 省 每 万 元 GDP 能 耗 为

1.216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 6.46%。
（以上数据由河北省科学技术厅提供）

创新助推 绿色崛起创新助推 绿色崛起
□ 1月，河北省15项科研成

果获得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

□ 3月，“渤海粮仓科技工
程”河北省项目区建设推进会
召开。

□ 4月，河北省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召开，2012年度河北省科
学技术奖授奖296项（人）。

□ 7月，科技部和河北省政
府在秦皇岛举办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建设二十年成就展北戴
河巡回展。

□ 8 月，河北省推进科技
型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工作会议
召开。

□ 10月，河北邯郸农业科
技园区被科技部批准为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成为河北省第三家国
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 10月，国家大学科技园
与河北省高新区科技合作对接会
举行。

□ 11 月，河北省“千人计
划”人才科技座谈会召开。

□ 12月，河北省科技厅、省
委组织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支持鼓励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
企业的实施办法》。

精彩之笔精彩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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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科技创新

加快转型升级

□ 陈宝明

“我是一个高级农民，比普通农民

理论基础好一些、技术水平高一些，农

民需要我这样的人。能得到农民的认

可，就是最好的架子和面子。”

30 多年来，李保国每年 200 多天
扎根在山区一线潜心研究山区开发治
理，确立了山区高效综合治理和特色
优势资源产业化技术体系，开发推广
了“石质山区沟状梯田整地技术”、“太
行山高效益绿化配套技术”等，并使十
多个山区村庄成为农村综合开发治
理、兴办农业产业脱贫致富的典型村。

目前，内丘县岗底村人均苹果年
收入达到了 2 万元以上，临城县栽植
核桃 13.5 万亩，带动农民增收 3 亿元
以上；绿岭公司发展成了核桃生产、良
种繁育、核桃深加工和技术推广一体
的大型农业企业，年产值 1.2亿元。

2011、2012 年度报告

李保国

李 玮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雷汉发 整理 科技新闻部编辑组编辑

河北博伦特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3年国家“千人计划”创业人才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
奖获得者。

①河北保定英利公司太阳能电池生产车间，员工正在检查即将出厂的电池片产品。②河北保定长城汽车厂生产的新能源

汽车备受用户的青睐。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③河北张北县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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