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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科技支撑 优化创新环境强化科技支撑强化科技支撑 优化创新环境优化创新环境

余成群杜运建

着力强化科技和人才两

个支撑。

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建

设高原特色种质创新、农畜

产品加工、生态安全等科研

平台和科研基地，农牧业科

技贡献率达45%以上。

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坚持培养与引进并重，

切实用好现有人才，大力培

养紧缺人才，精准引进中高

级人才。

——摘自 2014 年西藏

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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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代 玲整理

2014 年，西藏科技工作以攻克特色优
势领域关键技术为突破口，着力强化科技支
撑产业、促进转型；以示范推广重大新技术、
新品种、新产品为重点，大力推进科技服务

“三农”、惠及民生；以改革科研项目和资金
管理为切入点，积极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优
化创新环境，地区生产总值达 925亿元。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
指标

1.研发经费

2014 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安排应
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1.8 亿元，比上年增
长 5.6%，其中，投入涉农领域的资金占总
资金的 62.3%；争取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
目资金 1.09 亿元；完成自然科学博物馆、
种质资源库、无电地区电力建设等重大项
目投资 2.1亿元。

2.研发人员

2013 年，西藏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318 人，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员比例
10.30%。

3.专利授权

2014 年 全 年 专 利 申 请 247 件 ， 授 权
143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50 件，比 2013
年分别增长 52%、30%和 8%。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西藏科技平台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科
技资源得到有效集成；科技人才队伍进一
步壮大，科技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科技成
果转化推广力度不断加大，科普宣传不断
深入，广大群众科学素质明显提高。

1.重大项目

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着力提高先
进实用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再创新能力，
西藏继续深入推进了青稞产业、马铃薯产
业、藏药产业等 8 个重大科技专项。围绕
藏医药和绿色食饮品领域创建了“藏医药

健康资源创新计划”，将涉及新能源的项目
整合为“太阳能新技术综合利用研究与示
范”一个专项，将涉及林芝地区林下资源
利用开发的项目整合为“林芝地区林下资
源冻干工艺研究与新产品开发”一个大项。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西藏加强了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不
断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平
台。目前已组建认定 32 家重点实验室 （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其中省部共建重点实验
室 2 家，区院共建重点实验室 4 家，自治区
级重点实验室 16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
家。在建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若干个。

西藏现有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4 家，分
别是生产力促进中心牵头组建的“绿色食
饮品业技术创新联盟”、科创中心牵头组建
的“藏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西藏草业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组建的“草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和能源研究示范中心牵头组建
的“西藏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3.科技人才培养和体系建设

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大力推进
“十百千万”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程，加快
培养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基层一线科技
人才队伍。

2014 年，西藏“青稞育种创新团队”列
入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 名企业家列入
国家创新创业人才计划。加快青年人才培
养，安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00 万元，鼓励
中青年科技人才在各自学科领域自由开展
研究和创新活动。科技特派员队伍进一步
壮大，新发展农牧民科技特派员 2700 名，行
政村科技特派员覆盖率达 90%。

4.政策保障

出台和实施相关规范性文件，有力推
动了科技工作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促进
了科技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

修订完善了科技奖励、应用技术研究
与开发专项资金、科技特派员、科技企业

孵化器等管理办法，启动了“十三五”科
技发展规划研究编制工作。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

2014 年，西藏全区新认定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 4 家、自治区科技型中小企业 26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入孵企业 8 家、毕
业 12 家，在孵企业西藏日光城生命科技有
限公司的研发成果获得德国纽伦堡国际发
明展览会金奖。全区 27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产值、利税分别达到 52.35 亿元和 8.5
亿元，增幅超过 50%。

2.科技支撑三农和特色产业

育种攻关与示范推广取得新成效。以
青稞为重点，突出抓好良种选育示范和高
产配套技术应用推广，加快构建青稞高产
育种、丰产增效栽培、产业化加工三大技
术支撑体系。自治区本级财政科技经费的
90%用于支持特色农牧业、藏医藏药传承
与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等特色优势领域。

3.民生科技领域

2014 年，争取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
行动计划经费 2265 万元，在尼玛、噶尔等
12 个县组织实施经济作物种植、绒山羊产
业化、林下资源开发等项目；新培育达
孜、日土等 4 个科技示范县，9 个科技示范
县全部新建乡镇农牧业科技信息服务远程
终端；首次成功申请国家“科技惠民计
划”和“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经费
1626 万元，开展边坝县“大骨节病防治综
合示范”和“西藏环境水化学调查及饮用
水安全评价技术研究”。

4.企业创新主体培育

着力提高科技计划项目开放度，积极吸
纳企业参与研发活动，2014 年企业参与国
家和自治区各类科技项目比重分别达到51%
和20%，企业创新意愿和能力显著增强。

（以上数据由西藏自治区科技厅提供）

杜运建是西藏坎巴嘎布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是拉萨市“首届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他所带领的西藏坎巴嘎布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是拉萨市科技项

目实施先进企业，获得过拉萨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他是西藏科技兴企、科技促企，把科技第一生产力与企业充分融合，发挥出巨大效

益的一位带头人。作为企业家，他先后主持参与了《藏本草植物坎巴嘎布精油提取技

术研究》、《坎巴嘎布天然植物消毒湿巾产品研究开发》、《藏本草植物坎巴嘎布离体快

繁技术研究》等技术产品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项目（课题）10 余项，为企业创造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企业科技力量得到成长壮大。

余成群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

拉萨农业生态试验站执行站长、西藏高原草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西藏草业技术创新

联盟理事长，连续在藏工作达 27年。

围绕西藏草业技术发展的关键、薄弱环节，他组建创新研究团队，在优良牧草筛选与

繁育、种植、加工、利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推进构建高原特色的草业科学体系。

在农牧区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提出了“四个一工程”工作框架，建立了典型农业村的农牧

结合技术体系和农牧民增收模式。获得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

三等奖 1项。其科研团队荣获“十一五”国家星火计划执行优秀团队奖。

□ 3 月，西藏召开科技创新项目与金融创新
服务座谈交流会。

□ 4 月，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西藏地质
背景与成矿作用研究创新团队负责人刘鸿飞入
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
划），实现西藏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万人计划”
零的突破。

□ 5 月，《藏药材图谱大全》编纂出版项目通
过验收。

□ 6 月，西藏被列入国家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科技人员专项计划活动的重点支持区域。

□ 6月，西藏又有 5家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专家评审。

□ 7 月，西藏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研讨
会暨西藏文化科技创新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武汉
举办。

□ 7 月，第三次青藏高原科学试验在西藏
启动。

□ 8 月，西藏自治区首次建立科普联席会议
制度。

□ 10 月，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颁布。

□ 11 月，西藏林芝地区申报创建国家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顺利通过专家现场考察评估。

创新数字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做企业的这些年里我深感科

技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但是目前西藏的科技发展水平

还不高，要加大研发的投入力度，要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让科技创新为发掘和利用西藏传统文化、传统资源服务。”

“科技人员不仅仅要参与新技术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而且

要参与新思想的产生与形成过程、新技术的应用与扩散过

程。要加强创新主体的能力建设，鼓励和引导创新主体之间

互动协作，推进协同创新，营造区域网络化的创新环境。”

立足高原科学

彰显科技创新
图登克珠

西藏坎巴嘎布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科学院拉萨农业生态试验站执行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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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底图 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太阳能车棚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太阳能车棚。。

图①图① 西藏天知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项目实验西藏天知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项目实验。。

图②图② 西藏培育的第一个轻型蛋用家禽品种群拉萨白鸡西藏培育的第一个轻型蛋用家禽品种群拉萨白鸡。。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在自主创新方面，西藏的现代科

学技术的贡献率滞后于国内其他省

区市，特别是用单方面的经济发展的

指标来衡量区域自主创新的能力，西

藏确实处于一种“落后”的阶段。究其

本质，“人的落后”是西藏发展与进步

的最大障碍，特别是科技人员的短缺

和不稳定性不仅长期制约着区域自主

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且严重制约着科

技贡献率的成效。

那么西藏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究

竟如何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

展道路呢？笔者认为，只有立足高原

科学的深入研究，培养一批长期坚守

在雪域高原，了解、熟悉和掌握当地

自然环境、民风民俗的科技人才队

伍，才能促进西藏科技创新能力的提

升。从 2014 年西藏自主创新成果来

看，具有西藏“风味”的科技项目比

比皆是，从“藏青 2000”、“喜马拉

22 号”青稞新品种到“山冬 7 号”冬

小麦；从日喀则、山南的示范推广马

铃薯全程机械化耕作技术到阿里、那

曲地区的牦牛地方标准、选育基地；

从新能源光伏电站的建设推广到全面

实施“西藏好水”战略发展等，这些

成果为“十三五”西藏科学技术的发

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西藏有其高原科学研究特色，有

其优秀传统文化亮点。西藏地区的民

族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走中国特色、

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才能结出自主

创新能力的硕果，绽放和谐包容、亮丽

多彩的幸福科技之花。

（作者系西藏大学西藏经济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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