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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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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核心语录

2011、2012 年度报告

专家点评专家点评

创新先锋创新先锋

建立健全市场主导、开

放带动的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建

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

主体作用，培育创新型领军

企业，引导扶持高新技术中

小企业集群。优化配置科

技资源，重点打造一批科技

创新服务平台。推进应用

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

业化改革。完善风险投资

机制，创新商业模式，支持

企事业单位设立股权激励

专项资金，促进科技成果资

本化、产业化。

——摘自贵州省《关于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创新要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为提高生产效率、方便百姓生活提供更好

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创新才是有价值的，否则

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位于云贵高原东部的贵州，面临着
既要提升发展速度，又要转变发展方式
的双重压力、双重任务。如何做到经济
社会发展速度与质量的统一？近年来，
贵州省以“八大科技工程”和“六大科技
行动计划”为平台，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为全省的后发赶超、同步小康作
出了积极贡献，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提高到 42.02%。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
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2 年，贵州省全社会研发投入经

费达 41.73 亿元，比上年增加 5.42 亿元，
增长 14.9%,占 GDP比重为 0.61%。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2 年 ，贵 州 省 全 社 会 研 发 全 时

人员总数从 2011 年的 15885.5 人年，增
长到 18732.1 人年，同比增长 17.9%。

3、专利授权量
2012年，贵州的专利申请量、专利授

权量分别达 10720 件和 6054 件，分别比
上 年 增 长 42.7% 和 78.8% 。 截 至 2012
年，全省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达到
2641件，居全国第 23位。

4、科技论文数
2012 年 ，贵 州 省 共 发 表 科 技 论 文

17641 篇，比上年增加 1127 篇；出版科技
著作 478种，比上年增加 78种。

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2012 年 ，贵 州 省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完

成 增 加 值 95.6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6% ，占 全 省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4.2%。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
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2 年，贵州省共实施国家级科技

计划项目 131 项，其中，863、973 项目 14
项，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18 项，火炬计划
51项，星火计划 48项。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2 年，新增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 3 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7 个，新
建 25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院士工作站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新增生产力促进中心 39 个，建立了国家
遥感中心贵州分中心。截至 2012 年底，
该省共拥有各类创新平台 436 家（其中
国家及省部共建 44 家），覆盖生物、信
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装备制
造、化工冶金等重要领域。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2 年，贵州省大力实施黔灵杰出

人才培养引进行动计划，与中国科学院、
浙江大学、法国国家科学中心等知名院
校 及 国 际 组 织 建 立 了 合 作 机 制 ，截 至
2012 年底，该省建立了 30 家院士工作
站，引进了 35个院士团队。

4、政策保障
2012年，贵州省研究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实施科教兴黔战略大力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的决定》，为聚集人才和激励人才
创新创业营造了较好的政策环境；召开全
省科技创新大会，就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
会精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以企业
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区域创新体系，作出了
具体安排和部署。同时，制定了《八大科
技工程、六大科技行动计划及十六项重点
工作任务实施方案》，这一系列举措，推动
贵州创新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12 年 ，贵 州 省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发 展 继 续 保 持 较 快 增 长 , 全 省 高 新
技 术 总 产 值 1403 亿 元 ，高 技 术 产 业
的 销 售 产 值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等 指 标
继 续 保 持 两 位 数 的 快 速 增 长 。 医 药
制 造 业 、航 空 航 天 器 及 设 备 制 造 业 、
计 算 机 通 信 及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 造 业
三 大 产 业 实 现 较 快 增 长 ，处 于 主 导
地 位 。 当 年 ，该 省 还 开 工 建 设 军 民
结 合 高 技 术 产 业 项 目 11 项 ，协 议 总
投 资 138.8 亿 元 。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2012 年，贵州省选育的“金优 785”

被农业部确认为超级稻品种。此外，该
省通过南繁北育审定的 38 个品种中，水
稻 10 个、玉米 20 个、马铃薯 2 个，在省
内外推广应用面积达 190 万亩，增加农
民收入达 6700 多万元。

3、民生科技领域
近 年 来 ，贵 州 省 研 究 总 结 出 9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石 漠 化 综 合 治 理 技 术
模 式 ，为 该 省 78 个 县（区 、市）石 漠
化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提 供 了 技 术 指 导 和
科 技 支 撑 。 在人口健康、公共卫生及
安 全 生 产 领 域 引 进 、集 成 转 化 了 一 批
先 进 技 术 及 装 备 ，危 重 特 大 疾 病 诊 疗
水 平 跃 上 新 台 阶 ，食 品 流 通 领 域 定 量
快 速 检 测 技 术 及 模 式 处 于 国 内 领 先
水平。

4、技术合同成交额
2012 年，贵州签订技术合同 131 项，

成交金额 7.28亿元。
5、每万元GDP能耗
2012 年，贵州省全社会节能总量达

到 418.12 万吨标准煤，每万元 GDP 能耗
比上年下降 4.06%。

(以上数据由贵州省科技厅提供)

提升创新能力 支撑后发赶超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整理 科技新闻部编辑组编辑

“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也是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拓宽国内外市场空间的法

宝。对于资源型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 4月，贵州省3人、1个团队入选
2012年度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 5月，《关于加强人才培养引进加
快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通过。

□ 9月，贵阳市与中关村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在贵阳合作建设“中关村贵阳
科技园”。

□ 9月，启动复杂零件3D打印技术应
用研发中心建设

□ 10月，贵州首家国家级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物流中心自动化装备及系统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获国家批准。

□ 10月，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
园在贵安新区动工。

□ 10月，《齿轮传动形性测试仪的开
发和应用》项目获得了国家重大仪器设备
专项立项，这是贵州省首次获得国家重大
仪器设备专项立项项目。

□ 12月，毕节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黔南国家磷煤化工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获得国家科技部正式认定，成
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 12月，贵州航天精工制造有限公
司承制的“双线螺栓和浮动螺母组件”项目
获得国家战略性创新产品，贵州战略性创
新产品实现“零”的突破。

□ 12月，“遵宝钛业有限公司”等28
家企业获认定为2013年度第二批高新技
术企业，2013年度贵州省共获认定高新技
术企业两批57家。

杨 怡
贵州格林耐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贵州格林耐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西南少有的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
实体演示中心，是贵州唯一把云技术应用到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并生产销售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德眼牌云黑板的高科技公司，公司致力于可为客户提供
基于云平台构架的信息化服务，包括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和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平台三大板块。目前公司“德眼”牌云黑板已在贵州省内多所学校推广应
用，市场反应较好。

李红林
贵州瓮福集团瓮福化工公司副经理，工程师

李红林组织的湿法磷酸净化过程材质适应性研究，以自主研发的湿法磷酸
净化中试成果与国外技术嫁接，建成世界上最大、中国第一套 10 万吨/年湿法磷
酸净化装置。由其主导拟定的《工业湿法净化磷酸》企业标准，已被提升为国家
化工行业标准。此外，他还参与的“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支撑项目——5 万吨/
年湿法磷酸萃取净化制备高端产品及氟硅硫铁资源化技术及示范等课题，有效
地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升了资源利用水平。

贵州地处西南，经济总量较低，科技基础比

较薄弱，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近年来，贵州利

用后发优势，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速，第二产业

增长较快，工业强省和城镇化战略取得一定成

效，科技发挥了较强的支撑作用。贵州财政科

技投入增长较快，带动了社会科技投入的增

加。先后启动实施和完成一系列高新技术计划

项目，加快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新技术产

业的发展。攻克了一批包括“重型货车车身关

键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发”在内的核心关键技术，

支撑了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提

升。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加强，建设了一批科技

创新平台和基地，贵州科学城建设逐步推进。

当前，贵州加快经济发展的需求十分迫切，

依靠科技创新、集聚内外部创新资源，走出一条

资源节约、科技含量高、生态绿色的跨越式发展

道路，是贵州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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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创新

跨越发展
□ 陈宝明

①贵州轮胎生产线上轮胎成型设备。 底图：贵州省研制的无人飞机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贵州省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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