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辽宁省加快落实 《国务
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
策举措的意见》 要求，全面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科技创新为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
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及强度

辽宁省全社会研发经费由 2010 年
的 287.5 亿元增至 2013 年的 445.9 亿
元，年均增长 17.9%。

2、研发活动全时人员当量

辽宁省研发活动全时人员当量增
速明显，从 2010 年的 8.5 万人年增至
2013年的 9.5万人年。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

辽宁省专利授权量由 2011 年的
17093 件增至 2013 年的 21656 件。每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3.67件。

4、科技论文数

2011 年，国内科技论文数 20430
篇 ； 国 际 科 学 论 文 数 （SCI 收 录）
5320篇。

5、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201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
技术产品增加值实现 5970.8 亿元，是
2010 年的 1.95 倍。高新技术产品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 2010 年的
17.7%上升至 2013年的 22%。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2013 年以来，实施高端装备制造
业科技创新重大专项项目 31 个。截至

目前，已突破重大关键技术 50 项，开
发国际一流重大装备产品 15个。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与中科院签署共建区域性创新平
台合作协议，打造一批从基础研究、技
术研发、工程化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
条、贯通式创新平台。全年依托企业新
建 省 级 以 上 研 发 机 构 60 个 ，总 数 达
1220 个；新建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20
家，总数达 373 家；新建省级以上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33家，总数达 557家。

3、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支持创新人才的配套意见；
确定“十百千”工程人选 80 名，培养
院士后备人选 20 人，引进海外研发团
队 206个，培育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770
名。

4、政策保障

颁 布 实 施 《辽 宁 省 自 主 创 新 条
例》，制定 18 个配套文件，推动科技
创新纳入法治轨道。确保财政科技资
金投入法定增长，2014 年科技预算投
入和省本级科技资金预算同比增长
9.4%和 6.6%。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1375
家，全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1.4% ，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1.6%，利润同比增长 12.1%。

2、重大关键技术攻关

在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组
织开展省级工业科技攻关项目 52 个，
累计突破关键技术 110 余项，开发出
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重大产品 57
个。

3、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累计审定主要农作物新品种 50 余

个，攻克农业关键技术 30 余项。持续
开展农村科技特派行动，初步形成

“四位一体”新型农业技术服务体系。

4、民生科技领域

针对沈阳地区糖尿病眼病、建平
县肝脏疾病等区域性高发疾病，开展
综合干预与治疗，促进肝癌早期发现
率由 6.4%提高至 22%。在恶性肿瘤等
9个疾病领域重点支持省级转化医学研
究中心 16个。

5、技术合同成交额

2014 年，辽宁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实现 250.9亿元，同比增长 32%。

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
展和成效

1、深化科技计划管理体制
改革

健全完善省本级财政科技项目和
资金管理办法，使科技计划的支持目
标更加明确、支撑重点更加突出、资
源配置更加集中、资金使用更加透明。

2、构建新型产业技术创新
体系

面向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重
大技术需求，开创性地推动产业共
性、专业和综合服务三类平台建设，
着力构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完善资金链、强化人才链、提升经济
与社会价值的“4+1”新型产业技术
创新体系。

3、推进高新区管理体制机
制创新

创新高新区管理体制机制，落实
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健全高新区考核
评价机制，加强高新区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建设科技金融创新服务示范
区，已设立基金 20 个，总规模达到 35
亿元。

(以上数据由辽宁省科技厅提供)

□ 1 月，由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的我国第一艘 1 万标准箱集装箱船正式交工，

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拥有自主研发、设计、建造

超大型集装箱船能力的国家。

□ 1 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张存浩院士获 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3 月，辽宁省“千名院士专家进千户企

业”行动启动仪式在沈阳举行，辽宁省第二批院士

专家智力支持行动正式实施。

□ 3 月，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

制成功国产首台 10 万等级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组，

实现我国重大装备国产化又一个零的突破。

□ 4 月，中航工业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

团）责任有限公司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 R0110重型燃气轮机。

□ 6 月，2014 中国海外学子创业周在大连

举办。

□ 6 月，世界首个最长全冲程曼恩系列

6G80ME-C9.2 曲轴在大连重工泉水基地华锐船

用曲轴公司成功下线。

□ 6 月，辽宁省科技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

开。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会议

并讲话。

□ 11 月，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希对全

省科技创新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 12 月，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

研制出我国第一款覆盖 9 个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1

型基因亚型诊断试剂—HIV-1 核酸检测试剂盒，

填补国内空白。

构建“4+1”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十二五”以来，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大力实施

科技创新战略，以新技术催生新产品，以新产品拓

展新市场。自主研制出起重量居世界之最的 2 万

吨桥式起重机，改变了石油钻井平台的制造工艺，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研制出世界最长全冲程

6G80ME-C 型船用曲轴，全面掌握大型曲轴的最

高端制造技术，为我国造船业的新一轮大发展提供

了重要支撑。成功破解了核电站用起重设备等重大

装备国产化研制课题，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三代核电站用环吊、乏吊、装卸料机和燃料抓取

机均为国内首台。自主研制的 1.5 兆瓦—6 兆瓦

风电齿轮箱通过 GL 认证，成为国内最大、最具实

力的可提供多品种、多规格风电核心部件的研制

基地。近年来，创造了 14 个“中国第一”，完成近

百项新产品开发，申报发明专利 130 余项，近 30

项产品获市级以上奖励，荣获“国家创新型企业”、

首批“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称号。

宋甲晶

大连重工·起重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

张存浩

辽宁要在新一轮东北振兴中走在前列，关键在科技，希望在科技，潜力也在科技。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动辽宁早

日实现全面振兴。 ——摘自辽宁省科技工作座谈会

核心语录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

本报记者张允强 苏大鹏整理

2014 年，辽宁省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大力推进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一批关键技术

实现重大突破，开发国际一流、国内领先重大装

备和产品 57 个。当年，辽宁引进海外研发团队

206 个，有效发明专利 1.8 万件。创新能力的不

断增强，为老工业基地注入一股新的发展活力，

推动辽宁经济稳步增长。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三期叠加”

阶段，面对经济减速换挡，老工业基地该如何

转方式、调结构？如何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创新驱动，无疑是答案之一。

作为创新的主体，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成为辽宁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如大连重工，“十

二五”以来，不断以新技术催生新产品，企业自

主研制出起重量居世界之最的 2 万吨桥式起重

机、世界级大型散料港口设备和世界最长全冲程

6G80ME-C 型船用曲轴，掌握了一批世界尖端

制造技术，为我国填补多项科研空白，其产品更

赢得海内外市场的青睐，带动企业发展连年迈上

新台阶，成为老工业基地创新发展的楷模。

目前，辽宁正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

加强产学研用合作，推进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建设，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

促进重大科技成果在辽宁的转化和产业化。同

时，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强知

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

如今，不仅在企业，在更多的领域，创新已

经成为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一种自觉行

为。辽宁省近几年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机遇，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自主创

新体系，放手让科技人员和企业自主创新，放开

让市场自主转化创新成果，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

作用，充分激发科技创新原动力，既大力支持科

技和产业“高大上”的革命性创新，也热情欢迎

产品、商业模式上层出不穷的“微创新”。因

此，在辽宁出现了研发团队遍地开花、发明专利

层出不穷的可喜局面。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著名物理化学家，长期从事催化、火箭推

进剂、化学激光、分子反应动力学等领域的研

究，取得多项国际先进成果。上世纪 50 年代，研

制出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高效熔铁催化剂，乙

烯及三碳以上产品产出率超过当时国际最高水

平。60 年代，首次提出固体推进剂燃速的多层火

焰理论。70 年代，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氟化

氢/氘化学激光器，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80

年代以来，开拓和引领中国短波长高能化学激光

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放电引发脉冲氧碘

化学激光器，效率及性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研

制出的中国首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处于国际

先进水平。此外，在化学激光的机理和基础理论

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

果，包括首创研究极短寿命分子激发态的“离子凹

陷光谱”方法，首次测定了氨分子预解离激发态的

寿命等。张存浩院士荣获 2013 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

“我为自己树立的最大的科研人生理想，就是

国家。”

“在市场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的形势下，自主

创新是企业走出困境，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出

路。只有研发出更多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对

接市场需求的重大装备，掌握高端核心技术，企业

才能在新常态下实现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 让创新成为自觉

□ 苏大鹏

辽宁省科技

创 新 重 大 专 项

“智能化五轴系

列立式车铣复合

加工中心”。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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