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高原生态条件的局限，西藏许多

资源虽然蓄积量大，但可开采程度不高，还

有些资源供给规模有限，比如生态资源，每

年仅一定的产出水平。如果要以有限的资

源实现更多价值，就必须着力提高资源的

深加工水平。同时，西藏的人口基数低，气

候环境恶劣不允许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因

而不能过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此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瓶颈性的因素出

现，需要依靠创新突破。

总的情况来看，西藏自主创新前景

较 好 。 就 创 新 能 力 而 言 ，底 子 薄 ，基 数

低，同时有全国和先进地区支援，可望短

时间内达到高水平，实现科研条件大改

善、创新能力大进步，创新水平大提高，

关键领域大突破。就创新应用对经济发

展的贡献而言，未来一段时间潜力不可

低估。2013 年数据显示，科技对西藏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３５％，对西藏农牧

业增长的贡献率达４２％。就创新应用

对民生改善而言，民生科技不断取得新

成效。如新能源示范、生态环境保护与

建 设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高 原 重 大 疾 病 研

究。新科技的推广和应用改善了西藏群

众的生产生活水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

2012 年，西藏自治区把提升科技工作、科
技支撑能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把改善农
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科技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012 年，西藏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 701亿元。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指标

1、研发经费
2012 年，自治区级财政预算安排应用技术

研 究 与 开 发 资 金 1.6 亿 元 ，比 2011 年 增 长
6.7%。2013 年，全年安排自治区级应用技术研
究与开发资金 1.7亿元，比 2012年增长 6.25%。

2、研发人员
2012 年，西藏共有科学研究机构 16 家，其

中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 14 家，社会科学与人文
科学领域 1 家，科技信息和文献机构 1 家；全社
会研发全时当量为 1199人年。

3、专利授权量
2012 年，西藏获专利授权量达 170 件，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 81 件，实用新型 61 件，外观
设计 28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0.27。

4、科技论文数
2012 年，西藏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发表科技论文 173 篇,其中国外发表 17 篇，科
技著作 27种。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2 年，西藏紧密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重大科技需求，全面推进青稞产业、草产业、
金牦牛科技工程等 8 个重大科技专项。“西藏特
色动植物育种与高效生产技术研究”、“重点牧
区‘生产生态生活’保障技术集成与示范”、“草
业与草原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
3项涉农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启动实施。

2013 年，西藏共安排重大科技专项、科技
园区及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企业技术创新、
科技平台建设等项目 48 项，安排资金 16334 万
元。国家支撑计划、科技富民强县、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科技部部长基
金项目等已立项 30 项，落实经费 7939 万元。
组织实施了西藏无电地区电力建设项目基本建
成并投入使用。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西藏把平台建设作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支撑能力的基础和重点，抓好抓实。顺利

完成拉萨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扩园工作，依托
园区创新平台，重点开展蔬菜示范种植、奶牛高
效养殖、园艺育种攻关，引进示范蔬菜新品种
200余种，菌类品种 20种，花卉品种 180种。

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成立了
“高原真菌联合重点实验室”（自治区级），与中
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成立了“高寒生态学
与生物多样性联合重点实验室”（自治区级），与
藏医学院、藏医药研究院成立了省部共建“藏医
药与高原生物联合重点实验室”。

目前，西藏共有 19 个重点实验室，其中省
部级共建重点实验室 2 个，自治区和中科院共
建实验室 4 个，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10 个，工程
技术中心 3个。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2 年，西藏组织相关部门赴兰州、四川、

贵州等内地高等院校成功引进 39 名应届毕业
生，在全区公开选调 369 名各类人才，人才工作
不断突破发展。

开展合作式培养，主动与清华大学、西藏大
学、首都经贸大学等院校和“西南人才联盟”城
市签订人才培养合作协议。制订了涉及 700 余
名各类人才，覆盖工程技术、城市规划、环境保
护等六大方面 37 类专业的普通高校招生需求
计划，依托区内普通高校有重点、有计划地培养
未来人才。

确定和实施了 2012 年度对口支援拉萨市
人才智力援助计划，其中，北京市 11 个援助项
目投入 378 万元，培养培训近 300 名人才；江苏
省 41 个援助项目投入 918 万元，培养培训 800
余名人才。

4、政策保障
科技政策法规不断完善。西藏自治区出台

和实施了《关于加强农牧业科技工作的意见》、
《西藏自治区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西
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西藏自治区专
利申请资助和奖励办法》、《西藏科技孵化器入
孵企业管理办法》，并会同自治区财政厅修订

《西藏自治区科技经费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
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工作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促
进了科技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
2012 年，西藏首批 13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授牌，涉及藏医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
域，其中医药生物行业为 10 家；2013 年，又有 9
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产值达到 24.3亿元。
截至 2013 年，西藏（成都）科技孵化器累计

孵化企业 46 家，毕业落藏企业达到 20 家。全
区科技型中小企业 46 家，产值达 8.01 亿元，支
持企业科技创新项目 34 项，平均每家企业研发
新产品 4.2项。

高新技术企业在雪域高原迅速发展，规模
不断扩大，成为西藏新的经济增长点。西藏诺
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各类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医药产品、技术专利等达 30 余项，高新
技术成果的研发数量在全国藏药产业内位居前
列；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标准化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的国家生物
制品Ⅰ类新药冻干重组人脑利钠肽活性检测标
准品的制备研究，填补了国内同类产品的空白；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项目——藏医药现代化发展关键技术研
究，共获 1006 万元的无偿资助，项目实现了藏
药 5 个丸剂品种的自动制核工艺，已有 2 个实
现产业化；建成一个日产 200kg 丸剂的藏药生
产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给产品的
品质和藏药产业化发展带来很好的促进作用。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2012年，西藏安排农牧科技项目122项，共

落实资金 12744 万元，项目区覆盖农牧民人口
14.29万人。通过科技项目的增产提效，带动项
目区农牧民人均增收623元，平均每万元科技投
入带动增收3985元，是全区平均水平的2.9倍。

2013年，西藏新发展农牧民科技特派员2600
名，全区行政村中科技特派员覆盖率达到82%。

2013 年，科技部批准西藏国家科技富民强
县 专 项 行 动 计 划 项 目 13 项 ，国 拨 总 经 费 为
2640 万元。目前，全区已有 59 个县共实施了
67 项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项目，其中滚动支
持项目 8 个，共得到国拨资金支持 12744 万
元。通过实施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
项目，支持了青稞、高原油菜、马铃薯、温室蔬
菜、绒山羊、牦牛、绵羊、藏猪、藏鸡及藏药材、林
下资源等一批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对壮大县域
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农牧民收入等方面起
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3、民生科技领域
2013 年，西藏组织实施阿里地区及那曲地

区尼玛县、双湖县、申扎县、巴青县及拉萨市尼
木 县 无 电 地 区 电 力 建 设 ，总 装 机 容 量
8310.08KW，发放户用系统 25669 套，新建 87
座风光互补电站，安装太阳能路灯、庭院灯、草
坪灯 1204 盏，解决项目区 26034 户 110849 人
的用电问题。 （以上数据由西藏科技厅提供）

□ 3月人工鸟巢在拉萨河流域
实验初步成功

□ 3月西藏“藏医药典籍文献
数字化及示范建设项目”取得阶段性
成果

□ 3月西藏科技厅两项太阳能
利用技术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 3月西藏特色动植物育种与
高效生产技术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支撑
计划立项

□ NSTL拉萨服务站获得2011
年至2012年度特殊贡献奖

□ “西藏农牧科技信息移动智
能服务系统”研究成果通过鉴定

□ 4月西藏（成都）科技孵化器
7家企业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 5月西藏又有9家企业被认
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 11月西藏2013年全国县市
科技进步考核通过率达54%

□ 12月日喀则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管理委员会批复成立

西藏贝珠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微缝 1mm 大屏液晶拼接系统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一种液晶显示面板的切割制造方法”在 2013 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一种用于 OLED 无缝拼接显示屏的 OLED 拼接单元”和“一种用于 OLED 无缝
拼接显示屏的预制安装板”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这是西藏（成都）科技孵化器成
立以来入孵项目首次在电子领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标志着西藏科技中小企业研
发由过去的特色生物产业领域拓展到高端现代产业领域。

尼玛扎西带领团队先后育成了适应西藏高寒农区的早熟高产青稞新品种，并进
行了示范推广，增产增效显著；组织和带领国内外专家进行了青稞基因组测序与基因
图谱绘制、基因转录组测序与功能基因分子标记，系统绘制了覆盖精度很高的基因图
谱，为青稞基因设计育种和目标性状定向育种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利用高β-葡
聚糖和生育酚含量的青稞品种与企业合作研发了青稞红曲酒、营养糌粑、青稞方便
面、青稞酥等产品，有效推进了青稞深加工与青稞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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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先锋创新先锋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科技创新、转移和
转化，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充分
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建设
的促进作用。

推进科技创新。大力
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对接落
实好中央支持我区的12项
国家重点人才工程，启动实
施高端人才培养计划；深入
实施青稞产业、藏药产业、
金牦牛等八大重大科技专
项，推进拉萨、日喀则国家
级农牧业科技园区、成果转
化基地建设。

——摘自西藏自治区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

加快科技创新 力促高原发展

民生科技

成效显著
□ 周 勇

创新数字

谢昆蓉

西藏贝珠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西藏贝珠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我们希望

能够更多地利用高新技术展示西藏优

秀的传统文化，为西藏发展作贡献。”

尼玛扎西尼玛扎西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研究
员，中国优秀青年科技创新奖获得者

“适应农民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

的新品种和新技术才有生命力，也是

我们科技自主创新的目标。更好更大

的自主创新成果只有在协作协同与联

合联动的创新机制下才能产生。”

①羊八井中德亚毫米波望远镜观测站外景。（资料照片） 底图 羌塘草原上风光互补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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