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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核驱动”注入新动力

创新数字

“民族工业要发展，就必须学习借鉴先进管理方法，缩短

企业的软、硬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样才有可能在未来发展

中占据一席之地。未来，玉柴要从细节做起，不断改革、改善

企业管理，成为世界一流生产企业。”

20 年来，周毅波一直在追求更精确、更科学、更高效的计量方式和技术。她主持完

成了 20 余项重点科技项目，研究成果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广西科学技术进步

奖、南方电网公司科技进步奖等省部级奖 11 项，地市级科技进步奖 14 项，发表专业技

术论文 16 篇，获专利 3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周毅波和团队还承担了国家 863 计划“灵

活互动的智能用电关键技术研究”。目前智能用电示范工程正在有序顺利推进，进入试

点实施阶段。

周毅波覃小红

2014 年，覃小红推进了 3 项重大改革：精益管理方面，玉柴确定了“将生产效率提高至

世界一流水平”的目标，开展了系统性的精益改善,奠定了玉柴精益生产系统（YCPS）基础；

组织机构方面，对工厂等进行重新划分，实现公司机构和干部配置规范有序，建立科学合理、

精简高效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队伍；经营预算方面，开展了产品收益管理，改变以往定性为主、

操作性差、难以评价的经营计划管理模式，使企业在行业总体下滑 8%的背景下，实现了收

益、市场份额逆势增长。

出台广西科技成果评价改革指

导意见，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社

会化评价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评价的

新型科技成果评价制度。开展自治

区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

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加快推进科

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引导和

支持骨干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

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共同推进

创新链产业链对接和整合。完善企

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

技术研发的管理、评估和利益分配

机制。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协同创新

基地。

——摘自广西在全国科技工作

会议的交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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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企业投入有待加强
柳卸林

“创新并不一定是要作出惊天动地的大改变，创新更

着重于去探索新的方法提高效率。20 年一路走来，‘创

新梦’的光芒透过汗水照进现实，让理想不再只是梦想，

变得更有温度、更加真实。”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南宁供电局计量中心主任

南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现代化生产线。 周家志摄

第五轮“广西创新计划”的稳步推

进，使广西的创新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

产业自主创新取得了新成效，尤其是高新

技术产业实现快速增长。2014 年前 10 个

月，高新区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就增长了

18%。

但广西的研发费用多来自于政府，而

高校和科研院所研发经费内部支出额中来

自企业资金为 23511.38 万元，排名全国第

24 位。且广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

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仅

为 0.48%，与上年持平，处于全国第 20

位，说明广西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相对

较低。

总体而言，科技的追赶速度位居全国

前列，知识创造能力的提升尤为显著，表

现出较好的创新潜力。科技创新支撑使得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同时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基础

加强，不过仍需要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创

新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广西的第三产业增加

值依旧处于较低水平，今后的创新工作重

心可以向第三产业的创新进行转移，使三

大产业的创新协调发展。此外，缓解节能

减排和污染治理方面的压力等是工作的重

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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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职

能转变。印发 《自治区科技厅党组关于贯

彻落实<科学技术部党组关于深入学习贯

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加快推进科技创

新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制定了 《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 2014年工作要点》。

□ 高端铝合金材料应用技术取得重

大 突 破 ， 成 功 铸 造 世 界 上 直 径 最 大 的

2219 合金铸锭，满足航空航天铝合金 H

含量要求。

□ 年 内 新 认 定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104

家，总数达到 585家。

□ 深入实施科技惠民工程，强化社

会民生领域科技攻关。首次提出“田七生

理性裂根病”新病名；开发试制出壮药新

产品 39个，实现销售收入 1.21亿元。

□ 2014 年 新 认 定 创 新 型 企 业 32

家，累计达到 143 家，其中国家级 8 家，

至 2014 年广西已组建 27 家自治区级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加快建设产学研协

同创新体系提供了保障。

□ 创新人才 1 人入选国家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1 人入选国家科技创新

创业人才，实现了广西在国家科技创新创

业人才方面零的突破。

□ 2014 年获得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资助，获取高水平项目数量超

过 14 年总和，共获得资助项目 542 项，

资助经费达到 2.6 亿多元，再创历史新

高，保持 11年持续增长。

□ 成功承办由中国科技部与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

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共有

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 800 余名代表参

会，参会企业、机构达 335 家，展示、对

接项目 350 多个，促成项目签约及意向签

约 92项，总金额达 1.9亿元。

□ 2014年 1至 10月，全区共申请专

利 21374 件，同比增长 51.55%，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55个百分点。

□ 积极探索与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

权抵押贷款、中小企业集合债等科技信贷

服务模式，截至 10 月，广西 14 家企业以

57 件专利出质，获得商业贷款合计 1.32

亿元。

201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结合全面
改革工作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
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着力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
产业科技创新，加快构建以市场为导
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的科技创
新体系，全区科技改革与发展稳步推
进，为自治区实施“双核驱动”战略

（以北部湾经济区、珠江-西江经济带为
双核），实现“两个建成”目标 （实现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建
成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
两个目标） 提供了有效支撑。

一、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职能转变

制定了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2014 年工作要
点》。推进科技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起
草贯彻落实 《关于改进加强自治区财政
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加快
建立适应科技创新规律的科研项目和资
金管理机制。优化整合各类科技计划，
改进科技项目申报指南发布，突出需求
导向。起草 《广西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
理办法》 等 3 个政策制度，开展科技报
告制度试点。修订出台 《广西大型科学
仪器协作公用网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健
全创新基地平台向社会开放共享科研基
础设施的常态机制。

二、加大产业科技攻关，产业
自主创新取得新成效

加 快 推 进 “ 十 二 五 ” 科 技 重 大 专
项、广西创新计划、千亿元产业重大科
技攻关工程等科技专项的实施。2014 年
自治区本级安排科技计划项目 40 项 （包
括 1078 个课题），资助经费达到 4.37 亿
元，拉动投资 50 多亿元。着力推进铝资
源、制糖业、新能源汽车、非粮生物质
能源、粮食、桑蚕茧丝绸、罗非鱼、畜
禽 8 个重大科技专项实施，突破了一批
行业关键技术，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

果，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三、稳步推进高新区建设，高
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2014 年前 10 个月，广西 6 个高新区
完成工业总产值 3250.96 亿元，同比增
长 17.80%。国家级高新区对地方经济贡
献显著，桂林、南宁、柳州国家级高新
区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营业总收
入和实交税金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超过 15%，强力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新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04 家，预计年内总
数可达到 585 家。在高新区推动下，生
物工程及制药、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汽车及零部件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初步形成。

四、夯实科技基础，推动创新
能力持续提升

2014 年广西获得 4 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获取高水平项目数
量超过 14 年总和，全年共获得资助项目
542 项，资助经费达到 2.6 亿多元，再创
历史新高，保持 11 年连续增长。创新平
台建设持续加强，桂林大学科技园成为
我区首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出台 《广
西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方案 （2014-2020
年）》，首次启动建设 11 个自治区级农
业科技园区；新认定 26 家自治区重点实
验室 （培育基地），累计达到 77 家，认
定 27 家自治区工程研究中心，累计达到
194 家。大力实施技术创新工程，新认
定创新型企业 32 家，累计达到 143 家。
至 2014 年，广西已组建 27 家自治区级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加快推动产学
研协同创新。

五、完善人才培养引进机制，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成效

开展院士后备人选培养计划调研，
提出实施“八桂英才”（院士后备人选培
育） 工程。进一步加强主席院士顾问和

八桂学者的管理和服务，新认定院士工
作站 20 家，累计达到 80 家，进站院士
达到 91位。

在“八桂学者”计划支持下，一批
优秀人才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全国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科技创新创业
人才等。

六、深化交流合作，中国-东
盟技术转移中心窗口效应凸显

与泰国、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等国
家相关机构分别签署合作共建两国双边
技术转移中心协议。积极拓展中国—东
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网络成员达 1188
家 （其中东盟国家 393 家），开展技术对
接项目 429 项，合同协议金额达 3.1 亿
元。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东盟技术转
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和第 11 届中国—东盟
博览会先进技术展，促成项目签约及意
向签约 92 项，总金额达 1.9 亿元。在越
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建设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进展顺利，我国先进农业
适用技术和优良品种示范推广成效显著。

国内科技合作持续加强。重点与中
国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
技大学等 11 所大学大所在信息、新材料
等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与江苏科技厅
在信息互通、人才培养和技术转移与推
广方面合作取得实质进展。

七、科技与金融结合取得新进
展，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

深化与银行部门的合作，4 家合作
银行承诺将在一年内面向广西科技型中
小企业科技项目贷款提供 23 亿元的授
信，并已实际发放科技专项贷款 1.28 亿
元，有效解决了广西科技型中小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积极探索与金融机
构开展知识产权抵押贷款、中小企业集
合债等科技信贷服务模式，截至 10 月
份，广西 14家企业以 57件专利出质，获
得商业贷款合计 1.3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