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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数字

甘肃省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地

理位置特殊，处于我国西北部的交通

和通信枢纽。多年来，甘肃经济发展

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优势，形成了

以石化、有色、冶炼、风电等能源和原

材料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较为单一，经济附加值还不高。

为了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推动作用，甘肃先后建设

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基地平

台，开展工业园区投融资服务平台

试点，促进科技重大专项成果的转

化和应用，并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

人才，技术市场成交额不断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

甘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的重要阵地，同时面临着经济发展方

式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转变的

紧迫任务。甘肃可进一步围绕区域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的总体需求，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外创

新资源和创新成果，提升产业科技含

量和产品附加值，更紧密地融入“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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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保护是一场持久战，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生态治理保

护工程。”

何延忠从事祁连冰川高寒冷水鱼
研究 30 年，通过采用流水式高效节水
技术，在沙漠中将名贵鳟鱼试养成功，
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高寒冷水鱼基地，
探索出了一条发展甘肃祁连冰川高寒
冷水鱼产业带的成功路子，使甘肃成
为全国的养鳟大省。同时，修建了“沙
漠都江堰”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形成了

“分洪梳流治沙”的生态环境治理模
式，有效增加了可利用水资源。

2012 年，甘肃进入国家首批科技惠民
计划试点省行列。同时，省级财政也建立民
生科技计划专项，采取试点先行、以点带面
的方式，率先在 7 个市(州)开展省级民生科
技试点工作。

通过示范项目的示范引领，把先进适用
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到基层，在生态环境、人
口健康、公共安全、城镇化与社会管理服务等
方面，集中解决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
的生产、生活问题。既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又使科技工作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相连接，基层群众特别是项目示范区的群众
对民生科技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同。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
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2 年，甘肃省全社会研发经费继续

稳步增长，达到 604761.9 万元；全社会研发
经费强度 1.07%。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2 年，甘肃省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

数 总 计 24289.9 人 年 ，全 社 会 R&D 人 员

36762 人，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员比例
为 24.65人年。

3、专利授权量
2012 年，甘肃省专利授权量总计 3664

件 ，每 万 人 发 明 专 利 拥 有 量 为 0.822 件 。
2013 年，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06 件，
提前两年实现了“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

4、科技论文数
2011 年，甘肃省全年发表国际论文数

4586 篇，国际科学论文被引总次数 11102
次。全年省级以上科技成果12332项，比上年
增加125项。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2012 年，甘肃组织实施了 35 个各类重

大科技项目，争取科技部等部委 13 个计划
类别的项目 1002项，经费超 10亿元。

实施了新能源及设备、新材料、先进装
备制造、节能及清洁生产关键技术、生态建
设与环境保护技术集成、公共安全关键技术
等十个方面的重大科技专项。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新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1 个，目前全省国

家重点实验室已达 8 个；新获批国家技术工
程中心 1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2 个，经科技
部审批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28家。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3 年，甘肃新认定国家级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 4 家，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总
数达 11家，在西部地区名列前茅。

目前，甘肃已有两院院士 16 人，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892 人，国家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 90人，省级领军人才 943名。

4、政策保障
2013年，甘肃颁布实施了《关于强化企

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
力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形成了
与国家相对应的科技政策法规体系，推动
了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甘肃创新发展的

重要力量。2012 年，甘肃省实现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 1548.2 亿元，新产品产值 210.23
亿元，分别占全省 GDP的 27.8%和 3.78%。

新材料、生物医药技术、光机电一体化
形成了甘肃三大主导高新产业，2012 年产
值分别为 177.81 亿元、87.9 亿元、105.64 亿
元，占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 24%。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开展 2 年来，

甘肃 3000 多名科技特派员把农民群众迫切
需要的农村先进实用技术，源源不断地送往
农村。科技部门已在全省 58 个贫困县安排
实施科技项目 244项，资金 6907万元。

3、民生科技领域
2012 年，甘肃在生物医药、人口与健

康、生态环境、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公共安全
与社会事业 5个民生领域获得 724项民生领
域科技计划项目，资金支持达 4.36 亿元，项
均投入强度 60.26万元。

首批 29 个省级民生科技示范项目，在
示范地区推广应用实用技术 82 项，覆盖乡
镇街道 139个，直接受益人群 83万人。

“兰州市城关区数字化社会管理与服务
平台示范”和“武威市恶性肿瘤高发区防控
模式示范”两个国家科技惠民示范项目，推
广应用实用技术成果 11 项，示范覆盖乡镇
街道 30个，直接受益人群 35万人。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2 年甘肃技术合同成交额首次突破

70 亿元，达到 73.1 亿元，同比上涨 38.8%。
全年共交易各类技术合同 2883 份，平均每
项技术合同总成交额达 253.42 万元，比上
年增长 113.2万元，同比增长 8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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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吨标准煤。
（以上数据由甘肃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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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宝明

“今后，重点实验室将在一个更

高的平台上开展研究工作，更好地

为西部大开发和甘肃工业强省战略

服务。”

寇生中主要从事金属的凝固理
论、热型连铸技术、金属基复合材料等
方向的科学研究和新材料开发工作。
通过采用交替显式直接差分法建立了
Cu-Ag 合金热型连铸凝固过程温度
场模拟的差分数值方法，研究了不同
工艺参数对温度场分布的影响，研究
了预处理温度和时间对 Al-TiO2-C
体系 XD 反应温度特征和复合材料组
织的影响，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

2011、2012 年度报告

寇生中

何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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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祁连冰川冷水鱼研究所所长、碧
泊敦煌飞天科技园负责人

兰州理工大学教授，甘肃有色金属新
材料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甘肃省“555创新人才工程”入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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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

（玛曲）生态修复及保护技术集

成研究与示范”通过验收。

□ 2月，兰州新区建设，与

科技部火炬中心共建“兰州新

区科技创新城”，依托兰州新区

和各类开发园区，加快培育引

进一批科技型企业。

□ 4月，《强化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的实施意见》出台，提出实

施“六个一百”企业技术创新培

育工程。

□ 9 月，省科技厅与兰州

市政府签订《厅市工作会商制

度议定书》，这是甘肃第一个科

技会商制度，也是兰州市首个

会商机制。兰白科技创新试验

区建设启动，着力打造 1 个体

系、推进 7 项改革、建设 5 大平

台、培育20个科技创新链。

□ 10月，甘肃省科技发展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正式设立，

主要培育扶持科技型中小企

业。甘肃省科技创新公共服务

平台开通试运行。

□ 12 月，“甘肃省定西市

道地中药材产业化推广及惠民

示范工程”、“民勤风沙危害防

治与生态产业培育科技富民应

用示范”等3个项目获国家2013

年科技惠民计划的支持。兰州

理工大学有色金属先进加工与

再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省

部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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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文化旅游产业、循环经济发展，加快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科技

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水平。 ——摘自2013年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