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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紧扣“加速发展，加快转型，
推动跨越”主基调和“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主
战略，聚焦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围绕关键领域展开科技攻关，科技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全社会研发
经费强度

2013 年，贵州省投入的全社会研发经费
共计47.18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强度（研发经
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0.59%，在研
发经费中，企业投入的资金达到35.69亿元。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每万
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员比例

2013 年，贵州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达到
18582人，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员比例达
到19.4。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

2013 年，贵州全省获得的专利授权量为
7915 件 ，每 万 人 发 明 专 利 拥 有 量 为 0.94。
2014 年，该省获得的专利授权量为 10107
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上升为 1.21件。

4、科技论文数及国际科学论文被
引用次数

2013 年，贵州省发表的国内国际科技论
文共6086篇，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26位。

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
加值的比重

2013 年，贵州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
百 亿 元 大 关 ，达 到 115.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3%，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4.6%，
同比提高 0.4个百分点。

6、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
支出的比重

2013 年，贵州省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完成
553.48亿元，占全省公共财政支出的17.95%。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3 年，贵州省共实施省级以上重大科
技项目 55 个，引进和转化科技成果 81 项，在
一些重点产业和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改造和
提升上实现新突破。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3 年，贵州省启动了中关村贵阳科技
园和以中科院贵州科技创新园为核心的贵州
科学城的建设，挂牌成立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
究院，建立贵州应用技术研究院，整合省内外
科技创新和产业资源共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加强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全
省已有省级以上高新区4家、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19家、农业科技园区31家、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17家、高新技术企业246家、创新型
企业103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8家、重点实
验室47家。积极搭建高层次人才平台，新建3
家院士工作站，引进4名院士及团队。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3 年，贵州省与科技部举行了新一轮
部省会商，集成部省资源，重点在以贵州科学
城为核心动力圈的贵阳国家高新区二次创
业，以及省级高新区、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
设，新型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和农村信
息化建设，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及重点产业节
能减排科技创新等三个方面加强合作，提出
给予重点支持的 65 个项目。贵州省与北京
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决策咨询、科
技创新、人才交流、重点产业等方面开展全方
位、多领域、深层次的长期合作。

4、政策保障

2013 年，贵州省委出台《关于加强人才
培养引进加快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从加强
人才培养引进、创新环境营造、创新平台建
设、财政对人才和科技的投入、科技金融创新
服务体系建设、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等方面提
出 15条目标任务和配套政策措施。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13 年，贵州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协调较
快增长，实现总产值 1650 亿元、同比增长
22.22%，其中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增加值、工
业销售产值、利润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保持
20%以上的增长。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开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研究应用
和新品种的选育及示范推广，促进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3、民生科技领域

2013 年，贵州启动实施该省首批科技惠
民计划项目，科技惠及民生成效明显。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近年来，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合同额逐年
上升，2013 年达到 19.37 亿元，较上年增加
9.58亿元。

5、每万元 GDP 能耗

2013 年 ，贵 州 省 每 万 元 GDP 能 耗 为
1.5801吨标准煤。

四、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
展和成效

2013 年，贵州省紧扣科技与经济结合的
主题，着力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改革完善科技计划管理办法，将原有近
30 个计划调整为基础、支撑、重大专项、科技
成果转化、合作、平台和人才六大计划体系。

加大科技创新后补助力度，兑现《贵州省
科技创新奖励补助办法》和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等各类奖补资金约 1.2亿元。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科技重大专项
开展了绩 效 评 估 ； 开 展 了 市 （州）、 县

（区、市）、园区、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科
技进步统计监测，发布了 2012、2013 科技
进步统计监测报告。

推进科技与金融和旅游业为代表的现代
服务业深度融合，省级财政参股科技金融专
营机构，为 160 余家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
22.3亿元，省级财政资金放大 18.6倍。

通过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优化科技资源
配置，推进了重点产业和领域科技创新。编
制实施了磷化工、汽车零部件、杜仲等产业技
术路线图，在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优势矿
产资源综合利用和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解决
了一批关键共性技术，推动了产业链的形成
和产业板块的技术进步；开展特色农产品精
深加工技术研究应用和新品种的选育及示范
推广。

（以上数据由贵州省科技厅提供）

□ 1 月 16 日 ，贵 州 省 首 家“ 千
人计划专家工作站”——“贵州精密
转台千人计划专家工作站”在贵阳
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成立。

“国家苗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获批组建。

□ 8 月 15 日，贵州省首个具有
世界领先水平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原创性 1.1 类化药新药——“替芬
泰”，进入临床研究。

□ 9 月，贵州瓮福 （集团） 有
限责任公司累计专利申请突破 1000
件，达到 1018 件，成为贵州省继贵
阳铝镁设计研究院后第 2 家专利申请
千件企业。

□ 9 月，贵州首家知识产权和
科技成果运营公司成立。

□ 贵州兴义超高产试验示范基
地 核 心 区 最 高 亩 产 达 到 1079.2 公
斤，创贵州水稻单产历史最高纪录。

□ 贵州大学科技园、贵州师范
大学科技园获批成为国家大学科技
园，实现该省零的突破。

□ 贵州牵头完成辣椒全基因组
序列测定。

□ “遵义航天军转民 （装备制
造） 产业基地”通过科技部火炬中
心第四批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
地复核认定。

创新跨越 既“赶”又“转” 创新数字

“这次获奖，是国家对我们科技创新取得成绩的肯定，更是

对我们绿色农药团队今后不断创新的鼓励和鞭策。我们是后发

赶超的贵州省科技工作者，今日的累是为了明日我们贵州全面

小康梦的实现，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

王伟带领的创新团队朗玛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贵州省唯一一家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

企业和贵州省首批创新型领军企业，2012年登陆资本市场，成为贵州省唯一一家在创业板上市

的高新技术企业。截至目前，公司已申请专利124件，其中发明专利95件，获得授权专利15件，

其中发明专利7件，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5件。在同行业中，公司专利申请量与新浪、搜狐等处

于同一梯队；发明专利《消除回声的优化方法、装置及系统》荣获第十六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王 伟王 伟

“朗玛今天的成绩是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曲折向上的结

果，是‘创新’与‘专注’永不停止的追求。人与人的连接缔造了腾

讯，人与信息的连接缔造了百度，人与商品的连接缔造了阿里巴

巴，我们希望人与健康的连接能够成就朗玛。”

宋宝安

作为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国家创新人才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带头

人，宋宝安带领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创新团队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环境友好新农药创制

研究和有害生物控制研发应用，主持国家 973 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

家农业公益行业专项等三十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7项。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进科技“八大工程”,实施创新型领军企业培育行动计划,形成更多产业创新联盟。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实

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引进转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100亿元。

———— 摘自2014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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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

本报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整理

过去的一年，贵州省科技创新工

作交出了一份充满惊喜的成绩单。在

这份成绩单上，多个具有创新增长潜

力的重要科技指标增幅都位居全国前

列：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增幅预计

全国第四，其中，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指数增幅预计全国第一；全省发明

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 105.7%，增幅居

全国第一；发明专利授权同比增长

34.9%，增幅居全国第二；技术市场交

易额增幅居全国前列⋯⋯

这份成绩单表明，贵州省近年来

坚持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深入推进

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明显进步。一

大批创新成果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

业活动,并引领该省的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朝着更具质量和内涵的方

向迈进。

贵州经济发展如今面临既要“赶”

又要“转”两大任务：一是贵州过去发

展慢、欠账多，要实现同步小康要求必

须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速；二是贵州生

态基础薄弱，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来换

取经济增长，必须走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的发展路子。这种现实决定了贵州

的科技创新工作必须聚焦“发展和生

态”两大底线，而不能盲目模仿发达地

区的做法。正是在此基础上，贵州科

技工作紧扣区域特色，一是通过简政

放权、加强信息化等方式，重点解决科

技资源配置不合理、科技计划碎片化、

项目聚焦不够、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

二是统筹政府资源，强化市场配置，强

调企业为主体承担科技重大专项、支

撑计划、成果转化等项目。三是充分

调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科技创新，补

充当地财政投入的不足。得益于上述

明确的思路目标，贵州目前的科研院

所数量、科技人才水平、科技金融合

作、科技创新成果、科技研发平台等都

实现了加速发展，为当地经济社会提

供更强劲的发展动力。

聚焦发展和

生态两条底线
化 成

贵州大学副校长 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贵州省平塘县正在建设中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预计 2016年 9月建成。李 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