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5 年 8 月 22 日，云南省印发了《云

南省研发经费投入补助实施办法（试行）》。

□ 灵长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突破世界难

题成功获得嵌合体猴。建立真正的多能干细

胞并实现嵌合体动物，在灵长类干细胞研究

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 2015 年 5 月，世界最大口径一米新

真空太阳望远镜在云南建成。

□ 电子级多晶硅量产技术达国内领先

水平。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吨/年多晶硅生产线采用世界先进的工艺技

术及装备，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并集成创新，

建成了国内领先，智能、环保的全闭路循环生

产系统。

□ 世界最大最先进“双顶吹”炼铜炉在

云南建成投产。

□ 自主研发的云计算技术在国家级银

行核心业务系统得到实际应用。该系统实现

了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推进了金融行

业软硬件产品的国产化，对国家经济运行安

全、社会安全和国家战略安全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 突破天然橡胶生产关键技术支撑产

业发展。2011 年科技部立项支持实施“云南

天然橡胶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项

目”。该项目的实施，较好地解决了制约云南

天然橡胶品种、种植模式、施肥、病虫害防治、

安全采胶、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的

问题。

□ 建立玉米水稻丰产高效栽培技术体

系保粮食高产。近 3 年在全省范围内累计示

范机插稻丰产高效栽培技术 100.14 万亩，前

两年新增社会经济效益 1.90 亿元。在全省

范 围 内 累 计 示 范 水 稻 丰 产 高 效 栽 培 技 术

943.42 万亩（包括机插稻），前两年新增社会

经济效益 14.97亿元。

□ 2015 年 12 月 4 日，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自主创新研发的预防用生

物制品 1 类新药——肠道病毒 71 型（EV71）

灭活疫苗获批上市。

□ 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新技术取得系

列重大创新突破。由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心脑血管创新团队独立完成的“心血管

疾病介入诊疗新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该

课题荣获 2015 年度云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协 助 省 内 外 162 家 医 院 开 展 介 入 技 术 近

万例。

2015 年，云南省科技工作紧紧围绕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经济社会
发展重大需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建设创新型云南行动计划，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推进区域
创新体系建设，支撑产业转型发展，为适应
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新动力，为
建成创新型省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
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4年，云南省R&D经费投入85.9亿

元，比上年增长6.18亿元，增幅为7.75%；占
GDP比重为0.67%。

2、专利授权量
2015年，云南省专利申请量17603件，

同比增长 31.93%；取得专利授权量 11658
件，较上年增长43.50%；每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为1.61件，较上年增长23.08%。

3、科技论文数
2015 年全省科研论文产出综合指标

排名居全国第 9 位，较 2011 年的 24 位跃
升 15位。

4、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高新技术产业化综合排序位居全国第

14 位，较“十一五”时期末（2010 年）上升
了 6 位。全省 918 户高新技术企业实现销
售收入 2674 亿元，较上年增长 19.48%；18
家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4615 亿元、工业
增加值 1363 亿元、上缴税费 1431 亿元、净
利润 222 亿元。全省国家级高新区技工贸
总收入、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保持两位
数以上持续增长。2015 年度，6 个项目荣
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其中由云南省
牵头完成的 2 项，参与完成的 4 项，在全国
31个省（市、区）中获奖总数居第 19位。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组织实施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3255 项，

安排科技经费14.03亿元，带动投资133.76

亿元；争取国家科技项目 821 项，经费 5.43
亿元；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开发重大新产品
各200余项，认定省重点新产品126个。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认定省重点新产品 126 项；认定高新

技术企业 136 户、科技型中小企业 1177
户、众创空间 36个；认定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家、省重点实验室 13 家、省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8 家；认定国家农业园区 8 家、省农业
科技园区 17 家、省优质种业基地 102 家、
农产品深加工科技型企业 106 家、农业科
技示范园 174 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136
个；认定国家可持续发展试验区 1 个、省可
持续发展试验区 10 个、云药之乡 6 个、中
药材“三项认定”97 个；遴选创新型试点企
业 54 户、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试点联盟 17
个；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82 个；建成省公
共科技服务平台 5家。

3、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培养科技领军人才5人，引进高端科技

人才10人，选拔培育省级创新团队33个，遴
选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和技
术创新人才培养对象共159人，出站96人。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逆势增长
以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为重点，发挥

高新技术龙头骨干企业对产业发展的带动集
聚效应，全省高新技术产业逆势增长，经济新
常态下为稳增长作出实质贡献。据国家最新
统计，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化综合排名全国
第14位（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化效益排名第
10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排名第19位），较

“十一五”末（2010年）上升了6位。
2、农业科技创新有亮点
自主培育的“云岭牛”被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委员会授予畜禽新品种证书，成为我
国首个自主培育的三元杂交肉牛新品种，
在云南、贵州、广西及海南等省区累计扩繁
249 万头，创造经济效益 4.15 亿元。云南
西南天佑牧业、云南惠嘉育种 2 户企业获
得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认定，填补了省内

空白。瓢鸡被农业部评为国家级遗传资源
保护品种。

3、民生科技创新有突破
在新生儿产前疾病筛查、艾滋病综合

防治、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防治、高原退
化湿地生态恢复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并
实现应用推广。自主研发的创新 1 类新药
Sabin 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和肠道病毒
EV71 型灭活疫苗获批上市。三七龙血竭
胶囊获得新药证书和药品注册批件。

4、支撑挂钩扶贫有成效
累计选派 3091 名科技人员到边远贫

困山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 89
个县开展科技服务，获中央财政支持经费
3688 万 元 。 大 力 实 施 精 准 扶 贫 ， 制 定

《省科技厅脱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
工作 3 年行动计划 （2016—2018 年）》，
部署了 5个方面 20项具体扶贫工作。

5、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不断突出
全省创新型企业达 153 户，13 户企业

被列为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达 918 户，居全国第 17 位、西部 12
省区第 3 位；累计上市挂牌高新技术企业
33 户；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3228 户、科技
小巨人企业 51户。

6、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突破
完 成 省 委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2015 年工作台账任务。印发实施了 《云
南省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实施意见》、《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改进加强我省财政科研
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意见》 等重要政策。制
定了 《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 和 《云南省
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 管理改革
方案》。

7、成果产出有增长
6 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80 项（人）获省科学技术奖；登记科技成
果 1171 项；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成交额 52.8
亿元，居全国第 19 位。设立成果转化和创
业投资引导基金 9.55亿元。

（以上数据由云南省科技厅提供）

要坚持创新发展，把创新摆在全省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实现
速度、质量、效益同步提升；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新一轮创新型云南行动计划；要构建创
新发展新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云南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

引进使用机制。 ——摘自中共云南省第九届委员会十二次全会公报

杨龙从事有色冶炼行业 20 多年。研发了“氧化锌矿的浸出工艺”“硫化锌精矿焙砂
与氧化锌矿联合浸出工艺”发明专利技术，以其他企业无法处理的低品位（Zn≤6%）、高
氟氯氧化矿为原料生产电锌；研发了“有机溶剂萃锌与湿法炼锌的联合工艺”发明专利，
使用其他企业无法处理的废钢炼钢烟尘、废旧铅酸电池等二次物料，并回收锌、铅、金、
银等多金属；研发了全球领先的“一种硫酸铅湿法炼铅工艺”发明专利，目前正在建设全
球第一条全湿法生产电铅的生产线，建成后年可回收铅 1.6 万吨，对解决钢厂烟尘污
染、铅废料污染等环保治理难题，降低 PM2.5，改善大气质量具有重大意义。他获得省级
科学技术进步奖 2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项。

构 建 创 新 体 制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2015 年为‘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我带领企业坚持

以创建‘技术创新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为发展

目标，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加快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杨龙
冶金高级工程师，云南祥云飞龙再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朱兆云
云南白药集团研发总监，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所长

“发展民族药、中药或天然药物，创新是主题。充分应

用现代科技理论与方法，对民族药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分

析及评价，其意义在于开发出更好的新药，以满足人类的

健康需求，同时有效推动资源转化，带动民族地区发展。”

2015 年，《云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发 展 众 创 空 间

推 进 大 众 创 新 创 业

的 实 施 意 见》 印 发

实施、《云南省众创

空 间 认 定 管 理 办

法》 和 《云 南 省 创

业 导 师 服 务 团 组 建

方 案》 制 定 出 台 ，

为 大 众 创 业 、 万 众

创 新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政策支撑。

大 众 创 业 、 万

众 创 新 由 此 掀 起 热

潮 。 2015 年 ， 云 南

省 认 定 众 创 空 间 36

家 ， 安 排 科 技 经 费

补 助 2000 万 元 ， 支

持 力 度 非 常 大 。 据

统 计 ， 2015 年 总 收

入 7425 万 元 、 服 务

场地面积 143 万平方

米 、 服 务 创 业 团 队

964 个、服务初创企

业 652 个，服务的团

队 和 企 业 当 年 获 得

投资 1.6 亿元，成效

十分明显。

云 南 省 2015 年

还 启 动 了 “ 七 彩 云

南众创行动”，举办

了首届创新创业大赛、科技创业集训营，开

展创新创业专题讲座。通过这些创新创业支

持措施，调动了广大创新创业者的积极性、

提高了全省企业和团队的创新创业水平、营

造了全社会共同支持创新创业的氛围，一批

众创空间脱颖而出，推动形成以昆明学府路

为中心的“学府创新创业走廊”，全省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热情高涨。

◁ 全球首个手足口病疫苗获批生产上市。

（资料图片）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周 斌整理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云南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处长

王舒宇

朱兆云坚守在民族药工程科技领域一线，提出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结合的民族药
研究模式，带领团队实施了资源调查研究系统工程，主编出版相关专著 5 部 20 卷 1078
万字，建立 3 个共享信息数据库；基于调查发掘源头，以民族民间传统用药经验为线索
进行多学科药物筛选和评价研究，发明创制彝族药新药 5 个，取得 6 个已实施的国家发
明专利；建立起民族药研发体系及技术平台，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资源调研—规范
化研究—成果产业化”的民族药创新发展路径。荣获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
奖、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2014 年被授予个人中医药学术发展特别贡献奖。为
2015年度云南省杰出贡献奖候选人。

▽ 云南锗业是目前国内锗产业链最为完整的高新技术

企业。

△ 云南

建成的世界最

大口径、国际

先进水平一米

新真空太阳望

远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