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到2020年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55%、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6%。

——摘自 2016 年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劳动模范，研发的“电解联动机组物料位移检测技术”获得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作为一线工人，彭明善于从日常的机械故障中寻找创新点。金
川集团公司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技术创新工作室，两年完成技术创新项目 30 多
个，其中多个项目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其中，“一种倾翻防掉板装置”项目将电
铜洗涤机组故障率由 16.67%降低到 3.3%，年可增加产值 1.2 亿元。彭明完成的“一
种电解生产金属的始极片的钉耳机”等创新成果，使得机组的故障率由 38%下降到
13%，关键备件寿命延长了 2倍以上，每年多产阴极铜 400余吨。2015年，彭明技术
创新工作室被评为全国机冶建材系统劳模创新工作室。

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智能信息处理、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新世纪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甘肃省首批特聘科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人选、

“333科技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555创新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因科研成果突出，先后被评为中国铁道学会铁道装备学科带头人、原铁道部
科技拔尖人才、省高校跨世纪学科带头人，获第六届詹天佑铁道科技奖、第十二届茅以
升铁道科学技术奖。主持或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先后完成国家 863 计划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省部级科技项目以及与企业合作课题 3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170 余篇，出版
著作 9部，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1项。

科 技 创 新 引 领 新 跨 越

“故障是师傅，有故障、有问题别怕，不要放走师傅，只

要肯潜心钻研，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创新就是发现问

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过程，哪里

问题最多哪里就存在着创新点。创新不是无中生有，问题

点就是创新点，创新无处不在。”

彭明 金川集团公司铜冶炼厂铜电解一车间
机组班班长

党建武 兰州交通大学副校长

“创新是一种天赋，更是勤奋学习、深入思考和刻苦

钻研的结果。作为教育、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继续秉承求

真务实、诚实守信的高尚品质，立足岗位，树立雄心，不断

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

幸福美好新甘肃的事业贡献智慧。”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全 省 R&D 经 费 投 入 从 2011 年 的

48.53 亿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76.9 亿元，年
均增长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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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至 2014 年全省 R&D 人员增
幅为 8.94%，2014年达到 41135人年，万人
研发人员投入为 10.5人年。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

专利授权 6912 件，同比增长 35.6%；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1.59件。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5 年，甘肃 7 项重大科技成果获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奖 ，登 记 省 级 科 技 成 果 819
项。争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688 项，资金
10.39亿元。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截至 2015 年，省内各类研发平台达到

575 个，拥有国家实验室 1 个、国家重点实
验室 8 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2 个、部级
重点实验室 29 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 2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101 个、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5 个、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50 个、行业技术创新平台 16 个，中试基
地 8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8 家、省级农业
科 技 园 区 23 家 、可 持 续 发 展 实 验 区 13
个。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产学研耦合度
从 19.2%增长到 33.5%。区域创新体系中
心环节建设有较大突破，兰州入选国家创
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武威、金昌积极建设省
级创新型试点城市。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中国—马来西亚清真食品国家联合实

验室落户甘肃，并牵头成立中国清真食品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立我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穆斯林国家技术合作大平台。中
国—巴基斯坦农业生物质能源技术研发与
示范联合中心已获得科技部立项支持。支
持兰州大学与以色列农业研究组织建立联
合研究中心，兰州理工大学与以色列本·
古里安大学开展镁基复合材料棒材电化学
冷拉拔技术的合作研发。国家技术转移东
部中心分中心、北京大学技术转移甘肃中
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转移甘肃中心
落户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

4、政策保障
制定了《关于改进加强省级财政科研

项目和资金管理的办法》，围绕创新链配置
省财政科技资源，优化整合省级各类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设置，逐步形成“4+2”
的省级科技计划体系，即科技重大专项、重
点研发与转化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
金）、基地和人才专项等 4 项与国家对应的
科技计划，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专项、
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科技专项等 2 项
突出甘肃特色的科技专项，使科研项目和
资金配置更加聚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
需求。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强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新

技术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536亿元。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十二五”期间，甘肃积极探索科技支
撑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整合 1 亿
元资金，在 58 个贫困县（市、区）和 17 个插
花型贫困县组织实施“一县一项目一产业”
科技惠民示范工程项目，在基层示范应用
了一批综合集成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有
效带动了贫困地区农民致富和财政增收。
培育了 40 个省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团
队和创业链，建立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
234 个、科技特派员产业链 4 个，近万名科
技特派员遍布 86个县（市、区）。

3、民生科技领域
实施了“康县多元产业培育及新农村

建设示范”“热电气联供系统在古浪县农牧
业生产中的示范应用”“正宁县苹果产业培
育与科技精准扶贫试点建设”民生科技项
目。注重科技创新服务社会民生，组织实
施了 62 项省级重点研发项目。遴选推荐

“大型镍矿深部及外围隐伏矿体立体勘查
技术示范研究”等 5 个项目作为“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任务。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5 年，甘肃省技术合同交易额达

130.3亿元。

四、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
进展和成效

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实施“六
个一百”企业技术培育工程，将战略性新兴
产业培育作为支持重点，对骨干企业核心
技术突破项目及创新平台建设给予倾斜，
建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
和优势行业专题专利数据库，并向社会开
放共享。

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技术路
线图，助力创新型骨干企业加强技术集
成、产品创新，拓展国内外市场。通过

“后补助”“后奖励”和风险投资方式积极
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企业 R&D 经费
投 入 占 全 社 会 R&D 经 费 投 入 比 重 达 到
61.6%。

开展了第三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
育，全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总数达到 101
家。甘肃银行、兰州银行等 6 家金融机构
与 50 余家企业达成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意
向，签约 40项，金额达 1.2亿元。

2015 年，甘肃由企业承担或为企业服务科技

项目达 167 项，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小巨人”培育

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全部由企业

承担。2015 年度全省科技奖中，企业主要参与完

成的项目占 74.1%。

纵向比较，甘肃综合科技进步水平的提升有

目共睹，在全国排名由之前的第 25 位上升至第 19

位；但横向比较，欠发达还是甘肃的基本省情，特

别是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

因此，要实现后发赶超，甘肃需要深入践行创

新发展理念，通过创新驱动获得更大发展动力。这

就要求甘肃比发达地区更加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核心，加快建立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机制。通过科技、人才、资金、技术、金融、信

息、产业、管理、土地等创新要素的高度聚集和重

新整合，促进创新资源合理配置，突出错位发展，

放大边际效应，完善科技创新区域组团联动机制。

一方面，甘肃应依据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充

分考虑各地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容量和承载力，因

地制宜加快建设区域产业创新集群，带动区域内

的融合互动和振兴崛起。另一方面，甘肃要突出

区域研发重点，大力调整科技重大专项的方向和

重点，通过整合集中科技资源，布局重大科技项

目，搭建技术创新平台等措施，不断提升科技对全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同时，针对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各个特定细

分领域，甘肃应以龙头骨干企业和有条件的高校、

科研院所为主体，以科技人员等专业技术人才为

主力，加强产学研协同，大中小企业联合。

更加突出企业主体地位
陈发明

□ 兰白试验区建设步伐加快。制定《兰
白 科 技 创 新 改 革 试 验 区 发 展 规 划
(2015-2020)》，实施以“三大计划”“五大工
程”和“十大改革”为主要任务的“3510”行动，
将改革创新与试验发展紧密结合，形成具有
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

□ 技术创新驱动基金启动。规模 20
亿元的兰白试验区技术创新驱动基金由省
级和兰州市、白银市及兰州新区整合财政
资金共同组成，主要用于：科技贷款增信、
科技投资、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和科技
孵化器专项。

□“双创”工作成效显著。制定了《甘
肃省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实施
方案》，认定了 61 家省级众创空间及 252
名省级创新创业导师。

□ 镍钴资源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和大型电气传动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获批。

□ 科技惠民再创佳绩。我国首台自主
研发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在武威成功出
束。祁连山地区生态治理、兰州城关区数字
化社会管理和服务平台示范、武威市恶性
肿瘤高发区防控模式示范等项目取得显著
成效。兰州新区获准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敦煌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通过
科技部组织的验收考察。

□ 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设立了
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计划，对骨干企业核
心技术突破项目及创新平台建设给予倾
斜，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85 项，安排
资金 1.233亿元，占总资金的 42.4%。

□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扎实推进。出台
《深入实施甘肃省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
（2015-2020 年）》，首次将每万人口发明
专利拥有量指标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指标。

□ 科技合作交流不断拓展。新增“中
医药防治慢性病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干
旱灌区节水高效农业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2 家机构，甘肃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总数已达 13家，在西部省份名列前茅。

□ 兰州科技大市场启动运营。2015
年 9 月 1 日，兰州科技大市场正式启动运
营，以市场化的方式，以科技金融服务、创
客创业服务、技术交易转移服务为工作主
线，在促进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融合等方
面取得积极成效。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整理

甘肃省首届工业设计大赛现场，观众在展台前驻足。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