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促创新 合作谋共赢

“坚持、创新、发展

微 型 显 示 器 科 学 技 术 ，

打造新型微型显示器产

业，为社会科技发展作

出贡献。”

彭金辉长期从事有色金属冶金、资源综合利用等领

域研究。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73课

题、国家国际合作项目等76项，将物质结构、电磁理论

等与冶金物理化学交叉融合，为微波冶金相关理论与技

术体系的构建作出了突出贡献，形成了原创性成果。已

发表论文606篇，出版专著5部，申请专利216项。推

动了微波冶金国际前沿方向的发展，增强了我国冶金工

业的自主科技创新。

彭金辉

“ 创 新 是 推 动 科 技 发

展的根本动力，品质是决

定未来国际科技竞争成败

的关键。高等教育及科研

工作的重点,就在于原始创

新和发展高新技术。”

季华夏

季华夏长期从事前沿材料科学研究和技术发

展，并致力于光电技术研究，推动有机发光材料在微

型显示器上的应用，实现了微型显示器产业技术的

突破，填补了中国在有机显示技术微型显示器产业

化领域的空白，开辟了微型显示器新的应用领域和

市场，为打造以昆明为中心的微型显示器产业基地

奠定了基础。

打造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聚集创新要素是关键，必须把创新驱动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强化政策创新，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制定符合实际的差别化激励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强化科技创新，增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努力抢占生物资源开

发等特色优势领域技术制高点，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效能，增强传统产业竞争新优势，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摘自 2015 年云南省 《政府工作报告》

核心语录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

本报记者周 斌整理

为支持云南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的

实施，增强云南科技创新能力，解决科技创新还存在的投

入不足、平台不足、人才不足、成果不足等问题，科技部

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商定，每两年在昆明共同举办“中国·
云南桥头堡建设科技入滇对接会”，共同推动科研平台、

科技企业、科技成果、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落地云南。

首届对接会于 2012 年 9 月成功举办，有 330 个科技

入滇项目实现现场签约，227 项云南急需的先进技术成

果达成意向成交协议。截至 2014 年底，已落地项目 431

项，其中，建立科技平台 12 个，推动科技型企业入滇

落户 11 家，促成科技成果转化 218 项，吸引高层次科技

人才和团队落户云南 81 个。“第二届中国·云南桥头堡

建设科技入滇对接会”于 2014 年 11 月在昆明成功举

办，促成 483个重大项目签约。

科技入滇已建立了长效机制，强化了政策支持，对

科技入滇项目从财税、金融、土地、人才各个方面予以

优先支持和重点服务，吸引了一大批项目成功入州、入

市落地。这为云南科技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云南稳

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科技入

滇已成为云南科技创新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作者为云南省科学技术院副院长）

“科技入滇”成发展名片
胡启相

云南民族大学校长、微波能工程应

用及装备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主任、博士生导师

云南北方奥雷德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博士生导师、云南首批

“千人计划”引进人才

2014 年，云南省科技工作坚持
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创新型云南，区域创新能力
全 国 排 名 第 23 位 ， 较 上 年 上 升 4
位，科技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
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3 年，云南省全社会研发经
费 （R&D） 支出达 79.9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1.15 亿元，增幅为 16.22%；
占 GDP 比重为 0.68%，较上年增长
0.01个百分点。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4 年，云南省全社会研究人
员 折 合 全 时 当 量 预 计 从 2013 年 的
30800 人 年 ， 增 长 到 49000 人 年 ，
较上年增长 59.1%。

3、专利授权量

2014 年 ， 云 南 省 专 利 申 请 量
13343 件 ； 取 得 专 利 授 权 量 8124
件，较上年增长 19.4%；每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为 1.3 件，较上年增长
18.2%。

4、科技论文数

2014 年，全省发表影响因子 9
以上的国际学术期刊论文 53 篇，同
比增长 53%。

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2014 年，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
实现销售收入 2233 亿元，较上年增
长 19.0%；国家级高新区技工贸总收
入 1973亿元，较上年增长 27.5%。

6、获奖励情况

2014 年度云南省获国家科学技

术奖项目 8 项，其中由本省单位主持
完成的项目 3 项、参与完成的项目 5
项，获奖类别为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科技进
步二等奖 5项。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
要指标

1、重大项目

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 168 项，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158 项，研究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新产品 188
个，认定省重点新产品 108个。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4 年，云南新获批国家重点
实验室 1 个，批准省重点实验室 1
个；新认定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
个、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 个、
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0 个、省级
生产力促进中心 24 个、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 2 个、省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 1 个；新遴选 11 个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开展省级试点工作。

3、科技人才培养引进

2014 年，云南省新建院士专家
工作站 49 个，总数达 115 个；新选
拔省科技领军人才 6 人，总数达 15
人；引进高端科技人才 11 人，总数
达 92 人。选拔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
头人后备人才 56 人、省技术创新人
才培养对象 45人。

4、政策保障

2014 年 ， 云 南 省 制 定 实 施 了
《云南省重点新产品开发补助办法》、
《云南省企业购买重大科技成果补助
办法》、《云南省扶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提升创新能力管理办法》、《云南省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认定办法》 等政
策举措，推动云南创新驱动发展实现
新的跨越。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14 年，云南省拥有高新技术
企 业 782 家 ， 较 上 年 增 长 18.66% ，
新增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4 家，总数达 30 家；新遴选创新型
试点企业 46 家，总数达 284 家；新
认定科技小巨人企业 28 家；新认定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506 家 ， 总 数 达
2051家。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2014 年，云南省培育花卉新品
种累计 419 个，花卉新品种和种类居
全国第一；甘蔗糖分、出糖率居全国
先 进 水 平 ； 烤 烟 种 子 供 种 占 全 国
75%；嵩明、玉溪申报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云南省新认定省级农业科技示
范园 146 个、优质种业基地 106 个、
农产品深加工科技型企业 100 家、科
技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108家。

3、民生科技领域

社会管理科技创新成效显著。成
功开发云南干旱灾害预警平台，红外
热成像技术应用于森林火情预警，森
林 火 灾 发 现 率 由 22%提 高 到 80%；
科技在鲁甸、景谷、盈江地震的救灾
和灾后恢复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技术合同成交额

2014 年 ， 全 省 登 记 科 技 成 果
1077 项 ； 全 省 技 术 市 场 成 交 合 同
2794 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48.72 亿
元，比上年增加 5.05 亿元，增长了
11.56%，为历史最高水平。

5、单位生产总值能耗

2014 年，云南省单位生产总值
能耗降 1.258 吨标准煤/万元，较上
年降低 3.5%。

（以上数据由云南省科技厅提供）

□ 1 月，云南省 6 个项目获 2013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获奖类别覆盖自然科学、技术发

明、科技进步奖。

□ 4 月，科技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共

建复杂有色金属资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 6 月，云南省创新团队带头人暨技术创

新人才张宗亮荣获第十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工程

奖”。

□ 6 月，首届中国—南亚国家科技部长会

议在昆明召开，科技部和云南省政府共建的中

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在昆明揭牌。

□ 6 月，云南省科技厅与滇中产业新区管

委会决定合作共建云南空港国际科技创新园。

□ 8 月，云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

络启动运行。

□ 9 月，云南省科学技术院获省政府批准

组建。

□ 9 月，在北京、山东、重庆、四川、广

东、湖北、湖南、陕西、江苏、天津等地，开展

第二届“科技入滇”宣传推介活动。

□ 10 月，第四届科技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国际研讨会在昆明成功举行。

□ 11 月，“第二届中国·云南桥头堡建设科

技入滇对接会”在昆明成功召开。

□ 11 月，云南省科普基地开放活动被评为

2014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优秀活动项目。

□ 12 月，农业部发布公告，宣告云南省草

地动物科学研究院主持培育的肉牛品种——

“云岭牛”诞生，并颁发了“云岭牛”新品种

证书。

创新数字

▲ 中 国 —

南亚国家科技

部长会首次会

议在昆明举行。

▶国 内 首

创海上油气田

水下安防系统

在云南研制成

功并多地应用。

▶基因靶

向修饰的非人

灵长类动物模

型，成为人类

疾病模型研究

的里程碑。

▶中国自主研发全球首个 Sabin 株脊髓

灰质炎灭活疫苗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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