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河北省科技工作认真贯彻
省委、省政府一系列重大部署，积极抢
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宝贵机遇，紧紧聚焦
转方式调结构，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改
革，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
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强度
201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达到 313.1

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强度达到 1.06%。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4 年，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为

101434人年。
3、专利授权量
2015 年 ，河 北 省 专 利 授 权 量 为

30130件。
4、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
2015 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为
15.2%。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组 织 实 施 了 20 多 个 重 大 科 技 专

项，以产业科技创新为主攻方向，研发
应用 100 多项重大产品和重大装备，56
个重大技术成果进入产业化，在产业转
型升级中呈现新亮点。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认真落实国家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

划纲要》 和河北省重要部署，着眼共
享，立足共建，在打造协同发展创新共
同体上重点发力。战略性标志性平台建
设迈出新步伐，京南 G45 科技成果转化
试验区启动规划，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带获国家立项支持，白洋淀科技城
首批项目开工；科技园区基地上规模上
水平，全省高新区达到 29个，其中国家
级 5 个、省级 24 个，在 10 个设区市和 4
个新区实现了高新区平台支撑，石家
庄、保定、燕郊 3 个国家级高新区进入
千亿级园区行列，农业科技园区达到
108 个，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基地达 75

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53个；京津冀创
新资源共享实现互联互通，建立了连通
京津、贯通全省的成果展示、技术交
易、技术转移、创业培训“四中心”和
科技金融服务、科技资源共享“两平
台”。通过加强协同创新载体建设，加
速了创新资源向河北省聚集。

同时，依托骨干企业、高校院所，
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服务平台基本覆
盖全省重点产业，全省创新能力持续增
强，科技服务产业水平不断提升。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5 年重点在高新技术企业和科

技产业园区新建了 35 家院士工作站，
全省院士工作站总数达到了 173 家，引
进两院院士达到了 460 名，其中来自京
津的院士 211 名。近两年来，院士参与
合作或成果转化的技术合作项目 800 多
项，帮助企业建立各类工程技术中心
和中试基地达 60 余家，合作项目专利
受理量 200 多项，培养各类技术骨干
600 余人。

4、政策保障
着眼打造创新创业新生态，加快推

进科技改革，研究出台一系列促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关于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简称“河北创新 28 条”） 以省委
省政府名义下发，还以省政府名义相继
出台了深化省级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
基金） 管理改革意见、发展众创空间推
进大众创新创业实施意见、关于加快科
技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批政策举
措，全省创新发展环境渐入佳境。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15年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高新技术产业共完成增加值 1245.4 亿
元，同比增长 11.0%，高于规模以上工
业 6.9 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高。2015
年，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增加 400 余
家，总数达到 1680 家，年增数量历年
最多。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升，培育

应用农业新品种 30 多个，集成研发推
广农业新技术、新装备 130 多项。“渤
海粮仓”科技工程增粮效果凸显，引进
转化 27 项科技成果，集成示范 8 套技术
模式，建立千亩、万亩示范方超过 100
个，辐射面积超过 700 万亩，增粮 10.2
亿斤。

3、民生科技领域
针对防霾治霾民生需求，河北省科

技厅组织实施了科技治霾双百工程，联
合京津，形成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科技
合作工作机制。2015年，省科技厅组织
实施 32项科技项目，区域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技术集成与示范获国家立项支持。
研发新技术 25 项，获专利授权 16 项，8
项技术实现转化落地。

4、 深 化 科 技 体 制 改 革 的 进 展 和
成效

2015 年，河北省出台了 8 项科技体
制改革创新政策文件，包括转变科技管
理机制、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推进
创新驱动发展、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开放科研基础设施、促进科技服务
业快速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
方面的内容，覆盖了河北省科技体制改
革的重点领域。其中，科技创新创业
券、创新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制度、科
技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天使投资引导基
金、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破格评聘机制、
技术转移奖励制度、离岗创业考核制
度、创新驱动发展考核评价制度等 30
个政策点在河北省首次正式提出。

同时，不断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制
度，增强企业创新内生动力。一是建立
新的课题产生制度。二是建立科技创新
创业券制度，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
购买创新服务、购置研发设备、开展技
术合作，以及为创业者提供社会培训、
管理咨询、检验检测等服务，降低创新
创业投入成本。三是健全优先使用创新
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制度。四是实行
新的奖励激励制度。五是完善省属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六
是 实 施 新 的 产 业 技 术 创 新 战 略 联 盟
制度。

（以上数据由河北省科技厅提供）

创新是实现我省又好又快发展

的第一动力。必须发挥科技创新在

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更加注重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要以创新塑

造发展优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

——摘自 2015 年河北省

《政府工作报告》

□ 河北省内首家科技支行——河北银
行石家庄裕东科技支行成立。此后，河北银
行、工商银行、北京银行陆续在多个地市成立
科技支行，总数达 11家。

□ 河北招商万凯股权投资基金、京津冀
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相继成
立，两只基金首期规模共计 20 亿元，为河北
转 化 京 津 高 科 技 成 果 提 供 了 强 大 的 金 融
支撑。

□ 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
规划，在京南沿 G45 高速的带状区域打造了
与京津“三区联动、无缝对接、错位发展”的战
略性标志性国家级平台。

□ 被称为“河北创新 28 条”的《关于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出台。为让好政策早落地，河北省又出台

《河北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全盘
整合 8 个方面 28 项改革举措，细化梳理 119
项政策要点，让科技政策红利落地不打折。

□ 河北省建设众创空间超过 100 家，
入驻创客近万名。河北省科技厅、发改委、
教育厅等 12 个部门大力推动，科学家、企
业家、大学生、创业者各显神通，创新创业
氛围良好。

□ 第 17 届中国专利奖揭晓，中国乐凯
集团有限公司的“一种太阳能电池背板及其
制备方法”等 10 项专利获中国专利奖各相关
奖项，其中 2 项金奖，创河北省获此奖项新
纪录。

□ 河北省争取重大国家科技专项再获
新突破。河北争取国家自然基金、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863”、科技支撑、星火、国际合作
等各类科技计划支持 444 项，专项资金总额
达 2.8亿元。

□ 石药集团凭借“药物研发创新体系建
设”荣膺 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企业技术创
新工程奖，实现河北省该奖项零的突破。这
一年，河北省共有 14 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282 个项目（个人）获得省科学
技术奖励。

□ 第五十四研究所“卫星导航系统与装
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石家庄以岭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络病研究与创新中药国家重点
实验室”、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轧辊复合
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河北省建起省
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105 家、省级以上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231家。

□ 河北省大力推进高新区建设。北京
亦庄·永清高新区、白洋淀科技城、承德张
百湾高新区、承德六沟高新区等 4 家高新区
进入省级高新区序列，全省省级以上高新区
达到 29 家。高新区及高新区内聚集的高新
技术产业，正引领新常态下的河北实现新
发展。

激活改革发展新引擎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必须具有勇于创新、勇于探索、

勇于攀登、勇于奉献的精神，还应具有坚韧不拔、团结协作、

虚心好学和勇于实践的精神。”

杜彦良是我国工程结构状态监测与安全控制领域的著名专家，在工程结构的长期监
测、病害诊断、安全评价、预警预报及快速修复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杜彦良创建了
我国首个“大型结构健康诊断与控制研究所”和省部共建“道路与铁道工程安全保障技术
重点实验室”，形成了以杜彦良为领军的高校学术人才和企业技术骨干相结合的科技创新
团队，所培养的 40 余名工学硕士或博士、100 余名工程技术骨干人才在我国重大工程建
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金来

新奥集团技术副总裁

李金来在煤炭清洁利用和泛能网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中国清洁能源技术进步作
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近年来，李金来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46 项，
发表论文 30 篇，参编 2 个行业标准，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和国
际科技合作项目并推动其产业化，先后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技术发明二
等奖，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励。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

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我会继续坚持，

发奋努力，勇挑重担。”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雷汉发整理

坐落于河北张家口的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自 2011 年底建成投运，已累计输出超过 17 亿千瓦时平稳可控的绿色电能。图为国

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现场。 （资料图片）

河北省环抱京津，地理位置重要，但发

展的质量效益不高，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

显。面对压产能、治污染等多重挑战，坚持

创新引领，以创新引领结构调整，以创新促

进转型升级，是河北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

“十二五”时期，河北省加大化解过剩

产能和结构调整力度，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步

伐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规模

壮大。钢铁、水泥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较 2010 年下降 10 个百

分点，全省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 23%以

上。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工业，

高新技术产业增幅高于传统产业，装备制造

业增幅高于钢铁行业。三年新增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500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2.5 万

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

时，河北省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大力实

施压能、减煤、控车、降尘、治企、增绿等

重点工程，深入推进钢铁、水泥、电力、玻

璃四大行业污染治理，提前一年完成“十二

五”减排目标，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持续改

善，为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改善作出了重要

贡献。

当前，河北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

的关键时期。应坚定不移推进创新发展，在

转换经济发展动能上取得新进展；强化质量

效益意识，走绿色发展之路；坚持创新引

领，努力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此外，应切实把京津冀协同发展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在对接京津、服务京

津中加快补齐河北发展短板，真正使机遇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以创新促转型升级
杨 舟

杜彦良

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