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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积极推动产业技术创
新和成果转化，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
技事业发展势头继续向好。预计 2014 年全
社 会 R&D 经 费 支 出 占 GDP 比 重 提 高 到
1.45%。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提高 1 个位
次，列全国第 10位、保持西部第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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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全社会研发经费实现
稳步增长，达到 176.49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
值 1.39%。其中，企业研发经费 145.32 亿元，
占全市研发经费的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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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
83722 人，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员比例
为 0.5%。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

截至 2014 年底，全市每万人口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到 3.4 件。全市专利申请 55298
件，同比增长 12.77%，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9418 件 ，同 比 增 长 54.58% ；专 利 授 权
24312件。全年专利产品产值预计达到 27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

4、科技论文数及国际科学论文
被引用次数

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全市基础研究
发表 SCI检索收录 4193 篇，其中国际 SCI收
录 3925 篇；EI 检索收录 3050 篇，其中国际
EI收录 2437篇。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4 年，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1034
项，获得国拨资金 22.08 亿元。实施市级科

技计划项目 1430 项，安排科技经费 4.66 亿
元。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4 年，新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 1 个、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个；新增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 1 个；新认定和启动建设市级各类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 157 个，布局
在企业的科技平台达到 93.6%。中科院重庆
研究院竣工运行，重庆创新药物孵化基地通
过国家验收，重庆大学汽车协同创新中心成
为国家 2011协同创新中心。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4 年，成功举办第十一届重庆高交
会，签约项目 238 项，国内最大 OGS 纳米触
摸屏生产基地落户重庆。2014 年举办科技
外交官服务重庆活动，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50 余项。启动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知
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建 3D 打印制造研发分
中心、无线电能技术研究中心等国际研发中
心。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新增国家级科
技人才 41名、科研团队 5个。

4、政策保障

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法规，《重庆市科学
技术投入条例》已经市政府审议通过、提交
市人大审议。完成《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办
法》、《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
修订，新增企业技术创新奖。《改进加强市级
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重
庆市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已按程序
报审。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出台《重庆
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14-2020）》。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14 年，新培育重点新产品 623 个、高
新技术产品（服务）1172 项。累计推广应用
新能源汽车超过 3000 辆、LED 灯具超过 20
万盏，建成以机器人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示
范线 14 条，推出《页岩气分析测试技术要
求》。石墨烯薄膜成本降低 2/3，5MW 海上风
电机组完成国内首个低电压穿越测试，轻量

化镁合金零部件进入沃尔沃等知名汽车品
牌配套体系，重庆渝北汽车摩托车制造特色
产业基地通过国家验收，首个文化创意虚拟
产业园在渝诞生。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261
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9家，
全市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达 757家。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全年共计审（鉴）定农作物新品种 25
个，示范推广新品种 2023 万亩，转化应用重
大技术成果 105 项。在国际上首次构建了果
实酸度调控和果实早期发育的基因调控网
络，成功开发出国家二类新兽药孟布酮，填
补国内无兽用利胆药类别空白。组织 4902
名科技特派员深入区县服务，引进推广新技
术 1393 项、新品种 1402 个，培训农村群众
82.8 万人次。扶持科技型小微企业、专业合
作社 725 个，年新增利润 4.62 亿元，带动农
民就业 9.9万人。

3、民生科技领域

2014 年，实施国家和市级科技惠民计
划项目 9项，推广应用惠民新技术 131项，示
范应用创新医疗器械产品 1567 台（套），制
定中药材种植技术地方标准 12 个，建立科
技惠民示范基地 15 个。治疗帕金森病、精神
分裂症药物实现国内首仿开发。垃圾焚烧发
电、垃圾气化等环保装备“五朵金花”竞相绽
放。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进展顺利。“三表
合一”办证系统、创新指纹采验模式将公安
机关办证时间缩短 50%以上，接处警整合与
分析系统使全市 110 警情实现智能分析、预
警防范和动态处置。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3 年，全年办理国内和涉外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 5071 项，技术市场交易额 168
亿元。

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展和
成效

完成科技体制改革任务的统筹设计，出
台《重庆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以上数据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提

供）

□ 1 月，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召开，重庆市 6 项成果获
奖，其中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
奖 4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

□ 2 月，新修订的《重庆市科学

技术奖励办法》由重庆市政府正式发
布施行，增设企业技术创新奖，每项可
获 10万元奖励。

□ 4 月，第十一届中国重庆高

新技术交易会暨第七届中国国际军民
两用技术博览会成功举办。签约项目
238 项，技术交易合同金额 255.09 亿
元，比上届增长 13%。

□ 4月，京津沪渝科技合作联席

会议在重庆召开。签订了《京津沪渝四
市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将建立科技资源
开放和共享，高新技术、民生和现代农业
科技合作，科技项目合作，科技成果展示
评估交易与转化合作，人才培养和交流
等六个方面的科技合作长效机制。

□ 7 月，重庆市研发出国内第

一辆八轮轻量化低地板全电动客车。

□ 8 月，《重庆市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实施方案》出台，从科技体制改革
聚焦科技资源配置、研发投入机制、科
技金融发展、科技人才评价与激励、科
技成果评价与转化、知识产权市场化、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开放创新等 8 个
方面,推出了 20 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举措和 48项具体改革任务。

□ 8 月，重庆市成功建立新能

源汽车关键零部件试验开发平台。

□ 9 月，重庆医科大学杨培增

教授领衔的葡萄膜炎研究团队取得重
大研究突破，发现两个高度易感基因
区，该原创性成果标志着重庆在葡萄
膜炎研究领域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 11月，举办2014年科技外交

官服务重庆活动，签署科技合作协议50
余项。

□ 12 月，重庆市印发《关于企

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
关事项的通知》。

创 新 驱 动 富 民 兴 渝创 新 驱 动 富 民 兴 渝

“创新是魂，市场为本。创新是产业革命的推动力，新

形势下更应加强科技创新，大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在李述洲的带领下，重庆平伟光电拥有重庆市重点新产品6个、技术创新计划项目7个、高新

技术产品6个，获产品专利25个，产品已进入芬兰赛尔康、三星、索尼、富士康等世界500强企业，

成为国内最大的电源配套半导体器件生产商之一。

李述洲

重庆平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科技创新是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我们将以

产业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以攻克和掌握当今光电应用产

业的共性、关键、前沿核心技术为目标，积极推动技术创新

和产业转化，从而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史浩飞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微纳制造与系统集成研究中心主任

史浩飞带领团队实现我国首片 15 英寸单层石墨烯的制备生产,突破了石墨烯制备过程

的核心工艺,实现了高质量、均匀单层石墨烯的生产,并成功开发出转移工艺,将其完整转移

到柔性 PET 等衬底上,尺寸达到国内最高水平。目前,南江集团与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已共同投入 2.67 亿元,用于史浩飞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全面推进大面积、单层石墨

烯产业化项目,该项目成为近年来重庆市单笔技术转让金额最大的项目。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进全面创新，切实加强科技创新，增强对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

——摘自《中共重庆市委四届六次全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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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涌现出 52 项国家科技奖励成果，发明

专利授权增幅和新产品产值率也进入

了全国先进行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

呈现，这些成果更加贴近产业发展和

民生需求，更加注重原创性和协同性，

更加体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要求，

有 力 支 撑 和 引 领 了 重 庆 经 济 社 会

发展。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项目引进

竞争加剧、消费热点不多、外需增长乏

力的背景下，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也面

临新情况、新问题，如科技创新能力不

足、投入不够、人才缺乏等问题较为突

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弱，自主知识

产权和自主品牌不多。要解决城乡区

域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

事业发展滞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

矛盾，重庆还需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为破解发展瓶颈，重庆应进一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科技创新的

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激发潜

能。要推进科技创新，重庆应持续推

动创新资源向重点领域集聚。要坚持

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市场导向，主动

跟进、精心选择、突出重点，有所为有

所不为，明确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

突破口。持续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加

快成果产业化。持续推动科技与金融

紧密结合，打造内陆科技金融高地。

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确保专利持

续增长。持续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潜

能，努力造就一批具有国家级水平的

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

团队。

推动创新资源集聚

金 名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

本报记者吴陆牧整理

创新数字

①①

③③

④④

②②

①重庆利德工业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②重庆机电集团研发的直升机。

③重庆大渡口长鹏集团的技术人员正在研制专业无人机。

④重庆利德工业制造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在检查摩托车

离合器的质量。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