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

创新数字创新数字

“中国企业需要一种工业精神，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最大限度把人的力量和智慧吸引到自主创新上来，以给

消费者创造美好生活作为目标，掌握核心科技，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为中国创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常绍东长期从事辣椒新品种选育及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等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工作，

开创利用辣椒胞质雄性不育技术及逆向选育技术，创新育成一系列优质抗病高产辣椒

新品种 10 个，其中通过省审定品种 7 个、通过国家审定品种 2 个，累计推广面积 7.09 万

公顷，指导农民采用节本高效栽培技术种植辣椒 10 万公顷，总产值 75.67 亿元，新增产

值 14.77亿元，推动了我国辣椒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常绍东董明珠

董明珠创造了“营销自建渠道”、“科技自主研发”、“人才自主培养”等“格力式自主

创新模式”，将一家年产不足 2 万台空调、没有核心技术的小厂，发展为全球最大的集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制冷空调企业。2002 年以来,累计形成 12 项国际

领先技术及成果，授权发明专利 369 件，主持国际、国家标准 26 项，连续 9 年空调销售规

模世界第一，带动了我国制冷空调行业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

必须紧紧抓住和用好世界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为动力，充分发挥市场对各

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加速

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有机融合，

加快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协同

创新，以更大力度推进引领产业转型

升级的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全面提升

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加

快建设创新型广东。

——摘自广东省 2013 年度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暨全省科技创新大会

核心语录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

本报记者庞彩霞整理

2014年广东省人均 GDP首次突破 1

万美元，迈入中等发达经济体队伍。这

意味着，经济大省广东正式进入了经济

动力换挡期。其新角色、新使命，是“努

力当好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

当好“排头兵”，广东底气何在？日

渐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是其最大“家

底”。

首先，创新主体不是各自为政，而

是形成生态链。广东在构建区域创新

体系过程中，注重利用市场化优势，引

进各类优质科技资源与企业对接。如

省内 122 家新型研发机构，融合了政府、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创投基金等多类

型主体，3 年服务企业超过 3 万家，催生

一批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第二，体系不是封闭、区域性的，而

是开放、面向世界的。2014 年，广东全

年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2.5%，其中加工

贸易已连续两年下降。“广东制造”必须

向“广东创造”转变。为此，广东活用

“拿来主义”，加强与一流创新国家的科

技合作，打造面向世界的创新体系。

第三，区域内部不能拉开差距，而

要均衡发展。虽然广东 GDP 已连续 26

年位居全国第一，但人均 GDP 指标一直

相对滞后，粤东西北地区目前仍未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2014 年，广东从“顶层

设计”层面破解区域科技均衡难题，全

省科技创新一盘棋局面基本形成。

今后，广东要想真正成为创新驱动

发展的“排头兵”，首要任务仍是进一步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为此，今年广东首

次提出争取设立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未来，创新驱动发展的空间布

局有望进一步优化。

区域创新体系

是最大“家底”
□ 郑 杨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
指标

2013年，广东全社会 R&D经费占 GDP
比重达 2.3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0.24
个百分点；其中珠三角地区 R&D 经费占
GDP 比重达 2.56%，接近世界发达国家和
地区水平。全省 R&D 人员总量全国第一，
达到 65.24 万人。预计 2014 年全省 R&D
经费占 GDP 比重将达到 2.4%，珠三角将达
到 2.6% ，全 省 R&D 人 员 将 超 过 65 万 人
年。在创新产出方面，2014 年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奖 2 项，技术发明奖 3 项，技术进步
奖 12 项，国际合作奖 1 项，是 2013 年牵头
单位获奖项目（5 项）的 3.6 倍，创历史最好
成 绩 。 2014 年 11 月 全 省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110674 件，增长 17.1%，1-11 月 PCT 国际
专利申请 11620 件，占全国 PCT 国际专利
申请的 55.92%。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原始创新显著提升。2014 年，广东获
得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项目 9 项，连
续 6年实现丰收。东莞散裂中子源、国家基
因（深圳）库、国家超算（广州、深圳）中心、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等国家大科学工程建
设稳步推进。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区域创新体系不断完善。支持企业组
建各类研发机构，组织企业、高校、科研机
构等主体有效对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的通道。加快建设“粤港创新走
廊”，加强与德国、英国、以色列等创新国家
科技合作。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科技创
新一体化行动计划》和《科技创新促进粤东
西 北 地 区 振 兴 发 展 专 项 实 施 方 案

（2014-2020 年）》。全力推动创新型广东
建设，2014 年深圳率先获批成为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国际和粤港科技合作取得新进展。依
托广州留学科技人员交流会、深圳高交会、
东莞国际科技合作周等载体，不断深化与
欧美等发达国家科技合作。稳步推进东莞

“国家级环保与水处理国际创新园”、广州

“国家级科技服务国际创新园”、中乌巴顿
焊接研究院等重点项目建设，协调推进佛
山中德工业园、揭阳中德生态金属园等国
际合作园区建设并取得新进展。加快推进

“粤港创新走廊”建设，强化两地创新要素
良性互动，实现两地产业链互联共融，着力
打造“珠三角—香港—海外”人才流动新
模式。

培养引进大批高层次人才。目前，全
省拥有两院院士（含双聘）109 人（2013 年
新增 10 人，本土 4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杰青 160 人（201４年新增 10 人），国家 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 55 人（2013 年新增 8 人），
长江学者 95 人（2013 年新增 12 人），千人
计划 147 人（2013 年新增 39 人），中科院百
人计划 117 人（2013 年新增 12 人）。深入
实施“珠江人才计划”，引进四批 91 个高水
平创新科研团队，开展“扬帆计划”，为粤东
西北引进 12 个高层次人才团队，启动首批
省培养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初步形
成了“引育并举、立体支撑”全省科技创新
的新局面。

4、政策保障

2014 年 6 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
了 《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
驱动发展的决定》，这是全国第一个颁布
实施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和纲领性文件。
决定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知识创
新、技术创新、协同创新、转化应用和环
境建设，全面提升全省科技创新能力与产
业竞争力。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全省 23个省级以上高新区预计实现营
业总收入 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新增
20 家省级专业镇，381 家专业镇预计实现
生产总值超过 2 万亿元；LED 产业预计实
现产值 3500亿元，同比增长 24.6%。

2、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
展和成效

一是着力实施阳光再造行动。实施科
技业务管理阳光再造行动是广东深化科技
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由科技管理向创新管

理转变的重大举措。去年以来，按照“申报
要公平、项目要公开、审批要制衡、去向要
审计、绩效要评估、考核要问责”的要求和

“顶层重构、流程再造、分权制衡、功能优
化、权责统一、公开透明”的思路，广东大力
实施“科技业务管理阳光再造行动”，转变
财政资金投入结构和方式，不断完善稳定
性和竞争性支持相协调的投入机制，以案
治本建立科技管理权力制衡监督机制，全
力打造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截至
目前，初步建立了项目决策、执行、评价相
对分离，相互监督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内外
并举的“双重监督”机制，科技业务管理阳
光政务平台正式上线，实现了科技业务管
理全过程的“痕迹”管理和信息公开。阳光
再造行动初见成效并在全国科技界产生较
大的影响，科技部相关领导带队对广东进
行了专题调研；重庆市、海南省、湖南省、河
北省、贵州省、青海省等科技厅（委）先后到
广东交流学习有关做法。

二是着力构建新型科技业务体系。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
金链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广东大
力推动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融合发
展，通过归并原有 16项财政专项资金，重
新整合设立 5 大财政专项资金，重构确立

“511”新型科技计划体系，包括基础与应
用基础研究、公益研究与能力建设、前沿
与关键技术创新、产业技术创新与科技金
融结合、协同创新与平台环境建设 5 大科
技计划，突出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和一
批科技专题计划，提高了财政资金与创新
需求的协同增效作用，推动实现产业链、
创新链、资金链的三链融合。

三是以新机制、新模式组织实施新一
批重大科技专项。召开省科教领导小组会
议和省重大科技专项工作推进会，坚持

“需求导向、‘三链’融合、集群推进、协
同创新”的原则，紧密结合广东转型升级
的重大科技需求，重点解决制约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关
键核心技术瓶颈问题，力争在计算与通信
集成芯片、移动互联关键技术与器件、云
计算与大数据管理技术、新型印刷显示与
材料、可见光通信技术及标准光组件、智
能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电池与动力系
统、干细胞与组织工程、增材制造 （3D
打印） 九大领域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
高点。

□ 实施科技业务管理阳光再造行
动，实现由科技项目管理向科技创新治
理转变。

□ 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全面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
决定》。

□ 出台《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总
体实施方案（2014-2018）》，组织实施
包括计算与通信集成芯片等九个重大
科技专项。

□ 新型科研组织迅速崛起，目前
拥有各类新型科研机构 122 家，实现总
收入 150 亿元，R&D 经费突破 40 亿元，
占科研机构研发投入总量的半壁江山。

□ 多举措促金融和科技融合发
展，出台促进科技金融发展的政策，建
立健全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投向科技
产业的联动机制等方式推动科技与金
融、产业融合逐步深化。

□ 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
东赛区）暨第二届“珠江天使杯”科技创
新创业大赛总决赛、第三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港澳台赛区）暨首届两岸四地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成功举办。

□ 中国首个 3D 生物打印产品在
广州面世。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一代人工硬
脑膜产品——“睿膜”于 2014 年获评正
式上市。该产品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为基础的再生医学技术平
台，历经 5年开发成功。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辣椒课题组项目主持人

“随着优质耕地的不断减少、环境承载压力的不断加

大以及资源约束的持续加剧，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注重农业科技创新，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近年来近年来，，广东省大力广东省大力

培育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培育和引进高层次人才，，

建设科技创新高地和人才建设科技创新高地和人才

集聚高地集聚高地，，形成形成““以才引以才引

才才、、以才育才以才育才””的人才裂变的人才裂变

效应效应，，成为推动产业转型成为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的新引擎升级的新引擎。。

图为专家在广东东阳图为专家在广东东阳

光集团药业研究院进行高光集团药业研究院进行高

效液相色谱分析效液相色谱分析。。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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