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红利加快释放

创新数字

“我这辈子干了 30 年，研究了 20 多年浮标，近 10 年

正在研究浅标。这次荣获山东省 2014 年度最高科技奖

出乎我的意料。这是对我个人和团队的肯定，更是对全

省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陈队范 10 年如一日，带领创新团队通过产学研用联合，研制的“筒子纱数字化自动

染色成套技术与装备”荣获 2014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其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创建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一条龙的技术

创新体系，并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带领科研团队先后承担完成了“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76 项。相继推出十二大系列上千个新品

种的高档毛纺面料产品和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端智能染整系列设备。

陈队范王军成

国家海洋监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建者。从事海洋环境监测技术与装备研究

30多年，先后主持了我国三代大型海洋资料浮标系统的研制工作。他根据不同海域、不

同水深的浮标工作环境，以及不同用途、不同尺寸的浮标应用特点，提出了海洋环境监

测资料浮标的研制设计理论和方法，为我国海洋环境监测装备与技术发展做出了大量

开创性的工作，奠定了我国海洋资料浮标研究设计的理论基础。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2项、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等奖励。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

研协同创新机制，建设一批高水

平专业公共技术创新和服务平

台，加快推进山东半岛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从注重主导资源配置向

注重市场监管和平台建设转变，

从选拔式、分配式扶持向普惠

式、引领式资助转变。深入实施

泰山学者和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工程，加大高层次创新人才和高

技能人才引进培养力度。健全

对人才的股权、期权及分红激励

机制，让科研人员获得合理合法

回报，使做出创新贡献的人“名

利双收”。

——摘自 2014 年山东省

《政府工作报告》

核心语录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单保江 王金虎整理

山东是一个经济大省，也重视创新。

2014 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强度达到了

2.3%。山东深入实施“两区一圈一带”发展

战略，发挥东部地区龙头带动作用，加快发

展蓝色经济、高效生态经济，构建经济紧密

型和一体化发展的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加

快建设西部经济隆起带，增强区域发展活

力和动力。2013 年，围绕轻工、纺织、机

械、化工、冶金、建材等六大传统行业，山东

省出台了转型升级指导计划，启动实施结

构调整重点项目 394 个，总投资 529 亿元。

山东省不断加强企业创新平台建设，新培

育滨州亚光等 6 家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九阳家电等 5 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

心。通过努力，山东能源集团、魏桥集团再

次入围年度世界 500 强，46 家企业入围年

度中国企业 500 强。其中，浪潮集团“面向

互联网应用的服务器核心软硬件研发”、济

南二机床“汽车车身大型智能冲压生产线”

等一批关键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作为农

业大省，山东省持续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

建设，实施“渤海粮仓”科技工程和耕地质

量提升计划，努力实现粮食生产稳步增长。

山东省的综合创新能力稳定居于全国

前列，科技投入带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日益

明显。近年来，通过不断加大企业研发投

入，企业创新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创新活

力不断增强。但在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约

束方面仍需进一步增强；在基础研究方面

也应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

传统产业升级工作，落实循环经济发展战

略。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
副院长、中国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综合创新能力稳居前列

柳卸林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
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强度

2013 年，全省研发投入达到 1175.8027
亿元。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3 年，全省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279331人年。

3、专利授权量

2013年，全省专利授权量 76796件。

4、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

2014 年，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预计
实现产值 44900 亿元，同比增长 13.5%；占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预计达到 31.33%，
比年初提高 1.1个百分点。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获得第 16 届中国专利奖金奖 1 项，专利
优秀奖 42 项。登记技术合同 17000 余项,成
交金额 240 亿元,同比增长 29%；获得第七
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 31 项。区域创
新能力保持全国前 6位。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围绕“蓝色经济区”建设，重点加快推进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建设。

大力推动企业创新平台建设，65%以
上 的 大 中 型 企 业 已 建 立 技 术 研 发 机 构 ，
17 家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批复建
设。

对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行科学评
价，105 家中心升级成为省级示范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并在我省重点产业领域新建 25
家省级示范中心。新增两家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总数达到 36家。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引进“千人计划”专家 76 人，新遴选泰
山学者攀登计划人选 20人。

立足山东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定期组织
专业领域技术交流对接活动。组织“中欧膜
技术国际研讨会”、“鲁台技术交流对接会”、

“中国科学院先进钢铁材料加工技术专题推
介会”等一系列科技交流活动。

4、政策保障

改革科技计划和科研项目管理。将省级
科技计划由 11项优化整合为 4类，形成了以
应用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产业技术创新等
为主体的科技计划体系，有效解决了科技计
划碎片化和科技项目取向不聚焦问题。优化
科技计划管理流程，改革项目评审制度，推
行评审时间、评审过程、评审专家和评审结
论信息“四公开”，并进行全程跟踪监督。

改革财政科技资金投资方向和方式。认
真落实省政府《关于运用政府引导基金促进
股权投资加快发展的意见》精神，出台《山东
省科技成果转化先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建立以财政科技资金为先导的创业投资资
金。发挥省科技创业投资基金作用，投资培
育了一批创业企业。

改革科技奖励制度。制定《关于改进山
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的意见》，按照提升
质量、精简数量、优化结构的原则，将自然、
发明、进步三个奖种授奖数量减至不超过
240项，奖励成果质量水平大幅提升。

改革创新平台建设管理模式。制定实施
《关于改进和加强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的意
见》，首批启动重点建设 31 家省级重点实验
室。制定实施《山东省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提质升级的实施意见（试行）》。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目前，全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3067 家、
国家创新型企业 45 家，预计全年高新技术
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20950 亿元，占同期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达到 46.7%；实现新产
品产值 9200 亿元，同比增长 16.5%；企业发
明专利授权量达到 4700件，同比增长 17%。

制定《关于支持高新区科技型小微企业
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并以省政府办公厅名
义转发；建立小微企业绿色信息库，全年为
小微企业提供融资 50 多亿元；制定《科技型
小微企业共享科学仪器设备扶持办法（试

行）》，可 共 享 的 大 型 科 学 仪 器 设 备 达 到
7860 台套，仪器设备购置原值达到 71.76 亿
元。新认定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9 家，总
数达到 55家，总量位居全国第二位。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制定《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意
见》。加快种业科技创新强省建设，深入实施
农业良种工程，目前，我省作物、畜禽、林果
和水产等领域育种水平居全国领先地位，主
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 96%以上，种业对农
业生产的贡献率达到 48%。推进科技支撑粮
食增产。扎实推进“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
程。启动实施“超高产小麦、玉米科技创新示
范工程”。继续深入实施“粮食丰产”科技示
范工程。建立 10个星火科技示范基地。

3、民生科技领域

继续实施省科技惠民计划，面向社会征
集科技需求和技术解决方案，着重在环保、
人口健康等领域转化惠民科技成果。在西部
经济隆起带菏泽市实施“创新医疗器械产品
基层应用示范工程”，20 万群众享受到便
捷、低廉的医疗服务。启动山东重大、多发疾
病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大力推进
节能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和产业化。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3 年 全 省 技 术 市 场 合 同 成 交 额
188.64亿元。

5、每亿元 GDP 废气中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继续下降。全省细颗粒物平均浓度改善
16.3%，可吸入颗粒物改善 11.3%。煤电机组
环保改造提前达到“十二五”目标。全年淘汰
老旧车 109万辆，是国家任务的 2.55倍。

6、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展

加大行政审批事项精简力度，推行行政
权力清单制度，主动削减、下放行政审批事
项等 5 项权力事项。积极推进行政审批事项
网上审批、并联审批，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压缩
30%。全面推行政务公开，科技计划、科技奖
励、科技政策等全部实现在媒体上进行公开。

（以上数据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提供）

□ 2014 年山东省共获得国家科技

奖 28 项，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上均取得新
突破。其中，两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占到全国的七分之一。参与完成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项。

□ 围绕“蓝区”建设，重点加快推进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建设。现
已具备研究团队和科研设施入场基础条
件，为明年上半年实验室试运行奠定基础。

□ 黄河三角洲国家农高区规划范

围内已建成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中科院生物技术研发中心等十余个研
发平台。申报黄河三角洲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开发区各项条件已经具备。

□ 编制了《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科技

发展规划》和《西部经济隆起带科技发展规
划》。协助支持组建了一批工业（产业）研
究院，重点布局了一批特色产业基地。

□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加快创建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制定了系列支持青
岛西海岸新区加快发展的措施。

□ 制定出台《关于加快推动创新型

产业集群发展的意见》，加强创新型产业集
群发展顶层设计，实施省自主创新与成果
转化重大专项。目前，全省产值过千亿元
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达到 4 个，潍坊光电、
济南智能输配电等 4 个产业集群进入国家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究员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究员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将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契机，在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加快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步伐，

为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纺织行业产业升级做出新贡

献，再创新辉煌。”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线浪潮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线。。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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