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党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河南省通用项目再次喜获丰收：共
荣获 2013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15 项，其中包括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1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

□3 月，河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被科技
部确定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河南省国家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达到 4家。

□5 月，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发展的意见》，在项目、财税、土地、体制机
制等方面出台了多项突破性政策。

□6 月，与科学技术部在郑州举行 2014 部省
工作会商，双方商定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农
业科技创新、支撑保障粮食安全、推动重点产业技
术创新等方面加强合作。

□8 月，制定出台了《关于全方位加大科技创
新投入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建立健全了企业技术
创新长效激励、科技金融紧密结合、科技创业投
资、协同创新、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等机制。

□9 月，河南省科技厅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所、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等 20 家国内知名高
等院校、科院机构签署了技术转移战略合作协议。

□9 月，洛阳大学科技园成功晋升为国家级
大学科技园,成为继河南省大学科技园后的又一
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10 月，“国家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获科技部批准，全省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数量已达 10家，位居全国前列。

□12 月，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完成了立
项、选址等工作，正在抓紧办理可研、规划、选
址、土地审批、设计招投标等基建手续，正式开
工建设。

□2014 年，相继成功引进中科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中科院半导体所、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中
科院微生物所等 4 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河南省建
立产业研究院或科技产业园，改变了河南省没有
中科院研究机构的局面。

打造中原崛起创新高地打造中原崛起创新高地

创

新

数

字

“从事科学技术研

究不能急功近利，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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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红军曾主持研制出工业氢氟酸、冰晶石、氟化铝、

氟化锂国家标准4项；申请专利70余项，获得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43项。参与编写教材《氟化

工生产技术》，牵头调研和起草了无机氟化工行业准入

条件和氟化学行业相关产品“十二五”发展规划。多款

自主研制的电池被列入国家工信部推荐使用名录，已有

5000余辆装载着多氟多电池的电动汽车在安全行驶，

最长里程已达10多万公里。

侯红军

“技术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源。我

们将沿着‘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的

道路，拓宽创新范围，允许试错创新，持续营造‘宁愿

创新犯错，不许怠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强化企业发

展后劲。”

王复明

王复明近 30 年来一直潜心于高速公路、堤防及

土坝等基础设施安全防护理论与技术研究。发明了

堤坝防渗加固高聚物注浆成套技术及装备；创新了

路基路面快速检测和“微创”修复技术；开发了基于

高 聚 物 注 浆 的 地 下 管 道 快 速 非 开 挖 修 复 技 术 。

1996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带领的团队先后被评

为河南省和教育部科技创新团队。主持完成多项国

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着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推进开放式创新，引进一批高科技项目带动技术水平提升，支持企业与国内外同行、大型央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共建

创新平台，鼓励各地与重点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设科技园区，支持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设立研发中心、购买专利技术增强创新能力。

加快国家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创建中原城市群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争创

国家级高新区，加快省科技馆新馆前期工作。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进协同创新，力争突破50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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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对河南自主创新发展来讲，是极

其不平凡的一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

常态，自主创新也面临新的形势、新的机遇和新

的挑战。

纵观 2014 年河南自主创新工作，感觉有以

下突出亮点。一是以政策引导为切入点，努力营

造自主创新良好环境。河南围绕新常态下转型发

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现实要

求，出台了一批旨在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性文

件，引导全省各地各部门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在全省形成了抓创新促发展的生动局面。二

是以深化改革为突破点，激发自主创新的活力和

动力。推出了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

革、科技投入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企业研发投入

长效激励机制、促进科技金融紧密结合、加大科

技奖励改革力度等系列举措，充分调动了各类创

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以提升

产业创新能力为关键点，不断强化科技对经济的

支撑力。

2014 年河南依据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实

施了调结构促转型、产业技术创新等多项科技行

动计划以及重大科技专项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专

项，全面提升了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四是以完善

创新体系为着力点，不断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

力。创建中原城市群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施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行动计划、产业技术

创新平台工程、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行动计划、

企业创新能力培育行动计划等，为完善区域创新

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河南 2014 年自主创新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充

分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认识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认识发展规律、把握

发展规律、遵循发展规律，主动作为，积极进

取，才可以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不断开创自

主创新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系河南省社科院
副院长）

开创自主创新新局面

谷建全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州大学教授

2014 年，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把科技创新摆在
了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省政府常务
会全年 6 次研究科技工作，出台了 5
个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的文件。第五
次科技部与河南省科技工作会商顺
利举行，成功创建了中原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区，启动了中原城市群自主创
新示范区创建工作，省政府投入财政
资金 5 亿元建设国家技术转移郑州
中心，大幅度提高了科技奖励标准。
2014 年成为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最受
重视、工作力度最大、发展环境最好
的年份之一。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
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3 年，河南省全社会研究与
试 验 发 展（R&D）经 费 为 355.32 亿
元，同比增长约 14.3%；全社会研发
经费投入强度为 1.11%。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3 年，河南省全社会研究与
试验发展（R&D）人员数总计 15.23
万人年；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员
比例为 33.76人/万人。

3、专利授权量

截至 2014 年 11 月底，河南省专
利授权量总计 33366 件，每万人口发
明专利拥有量为 1.44件。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
要指标

1、重大项目

加大重大科技专项和高新技术
产业化专项实施力度，实施项目总数
达到 67 项，总投资 90.46 亿元，其中
研发投入 24 亿元，年可新增销售收

入 570 亿元，矩形盾构、电动客车、锂
离子电池、农作物品种选育、生物医
药等一批核心技术产业化实现重大
突破，部分技术产品填补了国内空
白。实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
设行动计划，新建了“超硬材料及制
品”、“数字化精密成形”等 20 个省级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织起草了
智能电网、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 8
个方向的产业链技术创新发展规划
和产业创新体系规划。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全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成效
显著，新增 4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和 1 家国家大学科技园。省级以
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化企业达到
4357 家。“新三板”上市科技型中小
企业达到 57 家，数量居全国第五位，
中西部地区第二位，有力促进了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新增电动客车电控
与安全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小麦
玉米作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13 家
国家级研发中心。国家技术转移郑
州中心开工建设。获国家科技奖励
19 项，其中技术发明奖达到 5 项，创
历史新高。全年专利申请量突破 6
万件，授权量突破 3万件。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大力拓展科技开放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科技对外开放合作迈上新台
阶。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与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
功“联姻”。与天津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等 34 家国内知名高等院校、科院
机 构 签 署 了 技 术 转 移 战 略 合 作 协
议。加快推进与中科院过程所的合
作，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半导体
所、自动化研究所、微生物所等 4 个
研究所在河南省建立研究院或科技
产业园，改变了河南省没有中科院研
究机构的局面。

4、政策保障

2014 年，河南省认真贯彻落实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的核心
作用进一步凸显。组织起草并提请
省政府印发了《关于促进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关于创新机
制全方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若干
意见》和《关于深化省级财政科技计
划和资金管理的意见》，出台了多项
突破性政策。

各地各部门积极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全省形成了抓创新促发
展的生动局面。扎实推进科技体制
改革，重点领域改革取得突破性进
展。深化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和资金
管理改革，积极推进财政科技专项
优化整合，省科技计划体系由 32 项
整合为基础前沿、研发与推广、技
术创新、重大专项、创新体系建设
等 5 类计划。创新科技创新投入机
制，建立了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
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
制，探索以奖代补、后补助等多种
方式，努力提高财政科技投入的使
用效益。制定实施了 《政府引导市
场 主 体 技 术 创 新 专 项 资 金 使 用 办
法》，重点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和产业化，目前企业研发投入占全
社会的比重达到 84.7%，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出了 8.7个百分点。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

2014 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长 17.4%，高出同期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6.4 个百分
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到 30.5%，较上年提高 2 个百分点；
高 新 区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同 比 增 长
18.9% ，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突 破
1000 家，总数达到 1149 家，新增
数量创历史新高。高新技术产业在
当前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下实现了
快速增长，彰显了创新驱动发展的
强大动力和活力。

2、民生科技领域

成功创建中原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区，启动了中原城市群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创建工作，国家技术转
移郑州中心已开工建设，并启动了
运行工作。依托产业集聚区新建了
123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
培育 11 个创新型农业产业化集群，
新 增 加 3 家 国 家 技 术 转 移 示 范 机
构。启动建设了 8 家省产业技术创
新平台。设立了 1.5 亿元产业集聚区
科技研发服务平台以奖代补资金，
对不同类型的 64 家科技研发服务平
台进行了奖补。

（以上数据由河南省科技厅提供）

图为 5000米自升式钻井平台。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