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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数字

打造区域增长极
□ 陈宝明

四川省对科技创新日益重视，在

政府加大研发投入的引导下，全社会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一方面，围绕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在发挥本地区创新

资源丰富优势的同时，积极引进外部

创新资源，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另

一方面，积极建设协同创新区域和中

国科技城（绵阳）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示

范区，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这是四川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两个典型特点。

四川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后，资

源和环境容量的制约开始显现，依赖

以传统要素投入为主推进经济快速发

展，难度越来越大。

面对未来发展需求，四川应紧紧

抓住产业向西部转移的机遇，加强科

技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在

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迅速集聚省内

外创新资源，显著提升知识创造和应

用能力，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大

对已经形成多门类和规模化的产业进

行跨区域、跨行业优化配置的力度，构

建竞争新优势和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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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力转化 巴蜀雄起
2012 年，四川科技创新取得可喜成

就，研发机构和创新型企业总数保持西部
第一，实施重大成果转化项目 241 项，带
动产值 2400 亿元，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 8000 亿元。四川依靠科技培育新产
业、创造新需求、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推
动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
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3 年，四川全社会研发与试验发

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1.55%。全社会研发投入近 5 年累计约
1300 亿元，地方公共财政科技投入 5 年
累计 19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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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2 年末，四川省全社会
研发全时人员数总计 89766 人年。

3、专利授权量
四川省专利授权量由 2005 年的 4606

件增至2012年末的42220件，2012年全省
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是 2007 年
的 4.8 倍、5.4 倍。专利授权量连续 8 年保
持中西部第一位，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持
续保持 30%以上的增速。

4、科技论文数
2012 年四川省科技论文数为 13877

篇；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由 2005 年
的 5193 篇增至 2011 年末的 13500 篇。

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今年前三季度，四川省高新技术产

业总产值达 725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8%。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
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2年，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工

程军民结合产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签约
21个，截至目前，四川累计实施科技成果
转化 项 目 457 个 ，财 政 支 持 资 金 5.3 亿
元，带动企业投入 248 亿元。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依托企业新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研发机构 130 余家，新增国家工程技
术 研 究 中 心 2 家 ，国 家 企 业 技 术 中 心 7
家；培育建设省级以上创新型企业 1400
余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增 430 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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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启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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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政策保障
2012 年，四川省制定了《关于进一步

加 强 自 主 创 新 促 进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的 意
见》，提出建立“二十二条”创新政策措
施；省财政厅设立了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专项资金；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
厅等部门分别牵头实施 15 个重大成果
转化专项和 7 类平台建设项目。科技创
新政策进一步完善，科技工作新局面初
步形成。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和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规模稳步扩大，企业运行质量不断提升。
前三季度，四川省高新技术产业完成工业
总产值 5120.0 亿元，同比增长 14.1%；1
月至 11 月，四川省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 488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占该省总量的 11.9%，同比增长 17.7%；
实现利润 208 亿元，同比增长 5.5%。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物联网射视频
识别、定位跟踪及云安全、云存储、系统
应用研发生产处于国内领先。

新能源产业：在晶硅、薄膜、聚光光
伏、核岛关键系统集成、风电轴承及电机
等产品生产具有较强优势。

新材料：芳纶Ⅱ、芳纶Ⅲ、玄武岩纤
维 具 有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TFT-LCD 液 晶
玻璃基板填补了国内空白。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十二五”以来，四川组织实施了 104

个农业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施农
业科技创新产业链示范项目 19 个，项目

平均支持强度达到 2000 万元，年均新增
经济效益 20 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实现
年产值 300 亿元以上，项目区农民年人
均增收 1700 多元。

农畜超级种和优势特色现代农业两
个重大专项已立项 104 项，财政投入 1.2
亿元，撬动企业配套投入 35 亿元，转化
突破性农畜新品种 72 个，产业化应用农
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160 多个，推
广面积达 1000 多万亩。

3、民生科技领域
2012 年，昭觉县艾滋病综合防治体系

建设示范和汶川全民健康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 2 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惠民计划立项。
其中汶川县项目获得国拨经费支持 1902
万元，昭觉县项目获得 1688 万元。开展

“天佑童心”救助活动，共救助 187 名先天
性心脏病儿童，完成目标 187%。

4、技术合同成交额
四 川 技 术 市 场 合 同 交 易 额 由 2009

年 的 542657 万 元 ，提 升 至 2012 年 的
1140843 万元。

5、每万元 GDP 能耗
2011 年，四川万元 GDP 能耗 0.997 吨

标准煤；2012 年，四川万元 GDP 能耗为
0.613吨标准煤，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目标。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

后的关键一年。四川省将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科

技成果转化“一号工程”，组织

实施350项重点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力争带动实现产值3000

亿元以上。加强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能力建设，活跃技术交

易市场，积极吸引国内外先进

技术成果在川转化，力争全省

技术交易额增长20%以上。

——摘自《2013 年四川

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 1 月，四川省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暨乐山国家高新区建设推进会

召开，四川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

添一重要平台。

□ 2月，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首

次成功预警破坏性地震，实现了我国

破坏性地震预警“零”的突破。

□ 3月，西南石油大学科技园成

为第九批国家大学科技园。这是四川

省通过认定的第5个国家大学科技园。

□ 5月，国家科技惠民计划项目“昭

觉县统筹城乡艾滋病综合防控体系建设”

工作推进会在凉山州昭觉县召开。

□ 6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成都

举行四川省科技创新暨科技奖励大会。

□ 7月，“分子级制备六氟磷酸

锂的非氟化氢工艺”研究突破了六氟

磷酸锂非氢氟酸制备工艺，建成了国

内外首条100吨试验生产线。

□ 9 月，“四川省·中国科学院

2013年重大技术装备科技成果对接

会暨全省装备制造业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推进会”在德阳召开。

□ 10月，中国科技城博览会在

绵阳举行，签约项目120个，签约金额

达400多亿元。

核心语录

成都新柯力化 工 科 技 有
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生物
降 解 淀 粉 塑 料 研 制 ，并 成 功
实 现 产 业 化 的 企 业 ，研 发 的
生物降解淀粉塑料技术 1994
年 通 过 了 国 家 科 技 成 果 鉴
定 ，研 发 的 环 保 石 头 纸 专 利
技术主要采用廉价的无机矿
物 粉 ，摆 脱 了 对 森 林 资 源 的
依 赖 ，无 废 水 、废 渣 、废 气 的
排放。公司现拥有发明专利
50 多件，创造了数亿元的经
济效益。

“必须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

中国的科技才有希望，必须让企业尝

到创新的甜头，中国的科技才可能大

步发展。”

付加林从事农业科技及
农民培训工作 20 多年，成功
建设了“双流县精品葡萄展示
园”、“双流县四友葡萄农庄”，
推 广 葡 萄 品 种 16 个 ，推 广

“PVC”廊架专利 30 多处，带
领合作社骨干有偿葡萄技术
托 管 近 万 亩 ，成 功 探 索 出 了

“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
机 制 ”葡 萄 高 端 产 业 发 展 模
式。2012 年，“双流县四友葡
萄农庄”成为“全国青少年农业
科普基地”，免费对市民开放。

付加林

双流县富民葡萄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社长双流县富民葡萄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社长

“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是

我国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各级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积

极引导农民发展家庭农场。”

①

②

③

①成都优博创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线。②成都特普科技有限公司太抗创新生物农药生产

线。③应用于“神舟”、“嫦娥”上的时统设备由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张 鸣摄

2014年1月9日2014年1月9日 星期四星期四16

2011、2012 年度报告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钟华林整理 科技新闻部编辑组编辑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宣广 0044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21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10 印完时间：4∶30 本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