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语录

2014 年，四川省着力全面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同时，提出了大力发展五大
高端成长型产业和五大新兴先导型服务业
的发展重点。科技战线以问题为导向推进
科技改革攻坚克难，以激励放活为重点释
放创新动力，以创新的思维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牢牢把握“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支撑引领、全面小康”四个关键，创新驱
动正在成为全省上下的发展共识和自觉行
动，为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
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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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 经 费 支 出 399.97 亿 元 ，
R&D经费支出与 GDP的比例为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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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活 动 人 员 32.08 万 人 ，
R&D 人员 10.96 万人年，万名就业人员中
R&D人员 22.77人年。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

2014 年专利授权 47120 件，其中发明
专利 5682 件，万名就业人员发明专利授权
量预计可达 1.2件。

4、科技论文数及国际科学论文
被引用次数

2013 年 发 表 科 技 论 文 73066 篇 ， 万
名科技活动人员科技论文数 2277.77 篇/
万人。

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
增加值的比重

2014 年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10521.4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26.8%；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3 年 承 担 国 家 科 技 计 划 项 目 589
项，经费 143884.7 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1181项、59224.2万元。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共 有 106 个 国 家 级 、 省 级 重 点 实 验
室，在支撑新兴先导服务业方面，推进了
云服务、数字消费、科技金融等新兴服务
业态发展，成为首批国家科技服务业发展
试点省，建立了“国家科技云服务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等一批科技服务平台和
联盟。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成功组建中国——新西兰猕猴桃联合
实验室。成功举办了第二届科博会、驻外
科技参赞圆桌会、第四届中国 （西部） 高
新技术产业与金融资本对接推进会。培育
了新川、中法、中德等外向型产业示范
区，积极推进与清华、北大建立科技创新
战略合作。

4、政策保障

2014 年，四川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匹配资金链，大力推进科技项目和资金管
理改革，出台了《四川省科技计划及专项资金
后补助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四川省科技报告
制度和统一的科研项目库，积极推进解决科
技项目和资金分散、重复支持等问题。

扎实推进建立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
创新机制，启动实施《培育企业创新主体专
项改革方案》，推进建立企业主体的技术创
新研发机制，引导企业普遍建立高水平研发
机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按照四川省颁布的《军民融合发展专项
改革方案》，大力推进绵阳科技城建设军民融
合创新驱动试验区。启动建设科技城集中发
展区，会同有关部门和绵阳市共同制定《绵阳
科技城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工作建议方案》、《建
立军民两用技术转移和产业孵化中心 推动军
民两用技术双向转化工作方案》。

完善细化科技创新评价机制改革。修
订出台了《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四
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实施细则》，合理设置了
奖励类别。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14 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全年总产

值突破 1.2 万亿元，达到 12230.5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8.3%。其中，规模以上工业领
域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0521.4
亿元，较 2013 年同比增长 10.4%，在规模
以上工业中的占比进一步提高至 26.8%，
比上年提高 1.0个百分点。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紧紧围绕育种制种优势，研发示范新
品种、新技术、新产品 300 个以上，主要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达 96%。今年中央 1
号文件，把四川列为三大国家级育种制种
基地之一。拥有国 （省） 富民强县农转资
金专项转化成果 100 多个，推广面积 110
多万亩，带动 2500 万农民人均增收 1400
元以上。

3、民生科技领域

实施科技惠民计划，在人口健康、生
态文明、公共安全 3 个领域组织技术成果
转化推广 180 余项，川西北沙化草地治理
科技示范初见成效，包虫病综合防治研究
积极推进。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4 年，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21.32
亿元。

5、万元 GDP 能耗

2013 年，万元 GDP 能耗 1.078 吨标准
煤，比上年减少 0.055吨。

四、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展
和成效

推进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培育
企业创新主体、军民融合发展等专项改
革，全面完成了改革任务。在人员激励
上，从兼职取酬、成果转化、创办企业
等方面开展了突破性试点。在主体培育
上，全省 74%以上的重大项目均由企业
牵头实施。在创新评价上，初步构建分
类 评 价 体 系 ， 根 据 基 础 研 究 、 应 用 研
究 、 产 业 化 应 用 三 类 创 新 活 动 的 特 点 ，
制订了相应的评价标准、评价办法。四
川省 40 个项目荣获 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

（以上数据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厅提供）

□ 首批确定了 3 所高校、3 家

院所和宣汉县，开展科技人员兼职取
酬、离岗转化科技成果、创办科技型
企业等激励机制试点，重点探索破除
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制度性阻碍
和政策性束缚。

□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匹
配资金链，推进科技项目和资金管理
改革，建立四川省科技报告制度和统
一的科研项目库，积极推进解决科技
项目和资金分散、重复支持的问题。

□ 推进建立企业主导的产学研
协同创新机制，推进建立企业为主体
的技术创新研发机制，引导企业建立
高水平研发机构，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 。 2014 年 由 企 业 牵 头 的 项 目 达
1309项。

□ 大力推进绵阳科技城建设军
民融合创新驱动试验区，启动建设科
技城集中发展区，会同有关部门和绵
阳市共同制定《绵阳科技城管理体制
改革创新工作建议方案》、《建立军民
两用技术转移和产业孵化中心，推动
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化工作方案》。

□ 强化科技创新对五大高端成
长型产业和五大新兴先导服务业支撑
引领，研究制定了五大高端成长型产
业技术路线图和科技行动计划，支持
信息安全、新能源汽车等 20 家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开展联合攻关。

□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400 家，
总数达到 2200家，居西部第一。新增
创新型企业 187 家，创新型企业总数
达 1623家。

□ 新遴选培育 100 个战略性新
兴产品，总数达 602 个，累计实现产值
4500 亿 元 。 实 施 产 业 链 科 技 攻 关
182 项，在信息安全、新能源汽车、钒
钛新材料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技术
突破。

□ 组织实施了 300 个成果转化
专项项目，带动企业投入 89 亿元。实
施成果转化项目 1146 个，财政资金支
持14亿元，带动企业投入504.7亿元。

激励放活 创新挖潜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务必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要切实落实鼓励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对接产业链布局重大关键技术攻关、
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产品培育；切实加强同部、企、院、校协同共建共创，加快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今年重点支持和组建20家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00家，力争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要推进科技与金融融合，鼓励和引导各类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扶持中小
微企业创新。

——摘自四川省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四川有良好的创新资源基础，是

科教资源大省。在有些产业技术领

域，四川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四川可

以通过技术跟随战略，依托后发优势，

实现某些先进、高端产业崛起。

但同时也应看到，四川省传统产

业比例过大，发展的动力在减弱；新兴

产业规模偏小，动力不足，正面临“青

黄不接”的现实难题，产业结构亟待优

化升级。如不加快提升研发能力和推

动产业技术进步，部分已有的技术路

线和生产能力将面临淘汰出局的风

险，科技创新非常重要而紧迫。

要打造四川经济发展新的“发动

机”，需要形成新的“混合动力”。这就

需要把创新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

上，把创新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

从而支撑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

也要充分发挥制度创新的关键作用，

通过改革，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科

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

大潜能。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四川的机会

主要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

机会、新兴市场业态涌现的机会、服务

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技术变革的

机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等。

要抓住机遇、主动作为、挖掘潜力，让

科技创新更加紧密地面向经济社会发

展，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新产品，形成新

产业，创造新需求，引导新消费，为结

构调整、充分就业和支撑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依托后发优势赶超

金 名

左图 东方电气集团东汽有限公司制造的重庆神华万州电厂１号机组。 （资料图片）
右图 东方电气集团东汽有限公司制造的世界最大功率的中广核台山 1750MW 核电汽轮机。 （刘 岗摄）

王德言

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光防雷作为中国防雷的先行者、世界防

雷的排头兵，不忘自身承载的使命——为中华

民族争光。我的原则是尊重实事求是，从可行

性论证到工程建设及工程验收都会亲临现场调

查、收集数据。”

王德言是我国防雷事业的拓荒者之一，一

生致力于防雷理论的研究和防雷产品的研发，

以发展民族防雷行业为己任。创建中光公司以

来，王德言作为企业领导人、技术带头人，创造

性地提出了“波道分流”、“流体接地”等防雷理

论，对防雷产品研发和理论提升作出了积极贡

献，不仅将中光公司发展成为全国防雷行业的

龙头企业，同时极大地缩短了我国防雷事业与

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他曾荣获由中国标

准化协会和中国标准化杂志社颁发的“中国标

准化榜样人物”奖，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

的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王 暾

四川省地震预警重点

实验室主任、成都高新

减灾研究所所长

“党的创业史激励、引导我们的创业，党和

政府的政策呵护我们的创业。成功的必要条件

很多，充分条件没有；若你站在某领域的最前

沿，那你非常幸运：你创业的机会来了；对走在

某领域最前面的人，他所前进的每一步都是该

领域前进的一步。”

留学归来后，王暾组建团队，成立成都高新减

灾研究所，专注地震预警研究。经过6年多的努

力，形成了国内唯一通过省部级科技成果鉴定的

地震预警技术系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他

本人也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王暾团队在25个省

市建设了覆盖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

地震预警系统，占我国地震预警人口密集多震区

面积的 80%，市场价值 7 亿元。该系统经过了

4000多次地震的公开检验，并成功预警了包括芦

山7.0级地震等网内所有破坏性地震（共24次），无

误报、漏报。实现了智能手机、计算机、广播电视、

微博、专用接收终端等系统平台的建设，并大力发

展了在人员密集场所和高铁等重大生命线工程

的应用。

创新数字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

本报记者 钟华林整理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

本报记者 钟华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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