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期间，四川省科技创新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0%，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增长 1.7 倍。成都地区生产总值过
万亿，过千亿市（州）、过百亿县（市、区）
有望新增 13 个、45 个，天府新区获批国
家级新区，攀西获批首个国家级战略资
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同期，全省专利申
请 40.0万项，授权 22.9万项，累计登记重
大科技成果 8155 项，获得国家级科技进
步奖 168项，位居西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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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四川省全社会研发经费支
出 449.33 亿元，较上年增加 49.36 亿元。
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为 1.57%，较上年
增加 0.0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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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四川省全社会研发全时人
员数为 12.8 万人年，较 2014 年增加八千
余人。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
科技城，四川绵阳 2014 年每万名就业人
员中研发人员就有 225 人，研发人员占
就业人员比重达 2.25%，位居西部第一。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

2015 年，四川省专利申请受理数为
110746 件，较上年增加近 2 万件。该省
每 万 人 发 明 专 利 拥 有 量 由 2011 年 的
1.15 件/万人增加至 2015 年的 3.54 件/
万人，增速明显。

4、科技论文数及国际科学论文被
引用次数

2015年，四川省科技论文刊登数共
计 77500 篇，较上年增加 2000 余篇，
出版科技专注 1700 部，较 2014 年增加
127 部。2015 年，被 SCI、EI、CPI-S
三 大 检 索 工 具 检 索 的 论 文 次 数 为
16500篇。

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
加值的比重

2015年四川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为
13500 亿 元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比 重 为
27.7%，较上年增加 1269 亿元，增幅为
0.9%。

6、教育经费支出
2014 年，四川省公共财政教育支出

1051.39 亿元，该项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
为 15.47%，比上年增长 1.95%。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承担国家科技计划
项目及其他重大科技项目）

2015 年，四川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不断强化。企业牵头承担的省级科技计
划重大项目占比超过 70%，全省企业研
发投入占全社会 R&D 总投入的 50%。
2015 年全省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510 家，
新增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1.3 万家，同比增
长 45%。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5 年，四川新增国家和省级重点

实验室 12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 个，
实验室和工程中心总数达到 285 个。创
新机构、人才、基地均居西部第一、全国
前列。四川省现在是国家科技服务业创
新发展试点省之一，全省科技服务业营
业收入约 2950亿元。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2015 年，四川推进了 3 家院所、3 家

高校和宣汉县开展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激
励机制改革试点，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
效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实
施“创业四川”行动，大力发展科技企业
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设立了 20 亿元的四
川省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四路
大军”创新创业。

4、政策保障
2015年，四川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整合资源，集成落实政策，完善服务模
式，培育创新文化，搭建创新创业转化
孵化平台，构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对于符合条件的科研院所科技人员
经所在单位批准，可带科研项目和成
果、保留基本待遇到企业开展创新工作
或创办企业。单位建立相应管理办法，
规范科技人员离岗期间和期满后的权利
和义务。允许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
人员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条件
下，经所在单位批准从事创业或到企业
开展研发、成果转化并取得合法收入。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四川省拥有国

家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62 个、农
业科技园 102 个、可持续发展试验区 15
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53个、科技企业孵
化器（大学科技园）78个。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2015 年，四川农业科技进步和科技

惠民取得新进展。“十二五”期间，育成农
畜新品种 400 余个，其中突破性品种近
100个，居全国省区第一。大力发展现代
中医药产业，2015年产值突破 500亿元。

3、民生科技领域
大力推进贫困地区科技精准扶贫工

作。实施科技扶贫专项行动，制定并印
发了《四川省科技扶贫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启动 10 个省级示范县、20 个示范乡
镇、100个示范村、1000个示范户建设。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5 年，四川省技术市场合同数为

11262项，合同金额 295.84亿元。
5、每万元 GDP 能耗
2014 年 至 2015 年 ，四 川 省 单 位

GDP 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分别下
降 2%、2%以上。与此同时，化学需氧量、
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等也将
逐步下降。

四、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的进展和成效

2015 年，四川各市(州)集中力量打
造孵化器大平台，构建一批低成本、便
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各
县(市、区)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通过
整合资源、制定政策等方式搭建平台，
积极打造满足创新创业需求的孵化楼
宇、社区、小镇，形成创新创业集聚
区。支持建立一批以大学生创新创业俱
乐部、大学生创业场、创业沙龙为代表
的创业苗圃。支持建设一批“孵化+创
投”、“互联网+”、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
器。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加快建设一批
创新创业园 （孵化基地），在全省逐步
形成“创业苗圃 （前孵化器） +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阶梯型孵化体系。

（以上数据由四川省科技厅提供）

加快推进成都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德阳国家重大装备研
制基地、绵阳科技城等创新发展
载体建设，探索设立知识产权交
易平台和创意项目交易平台。

启动 200 项军工技术成果
再研发转民用，推动150项重点
军民融合技改项目，力争培育
50 户军民融合型大企业大集
团，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进
入军工领域。积极发展众创、众
包、众扶、众筹空间，支持建设一
批“孵化+创投”“互联网+”等新
型孵化器、加速器，争取全省各
类孵化器达600家。

——摘自 2016 年四川
省《政府工作报告》

□ 2015 年 1 月，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四
川省主持和参与的 40 个项目获得 2014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获奖总数居西部地区第一。

□ 2 月，“2015 年省农作物及畜禽育种攻关工作
会在川”召开，会议邀请该领域权威专家对 2014 年育
种攻关各项目进行了绩效考评。从考核结果看，“十二
五”育种攻关实现了“三提升、三推动”。育成 400多个
新品种，创制近 1000份新材料。

□ 3 月，四川第一届页岩气产业科技工作专家咨
询委员会在川成立，这标志着四川将依靠专家团队的
力量整合多方资源，开展以企业为主体的联合攻关，着
力推进页岩气产业科技创新，加快成果转化与推广应
用，探索科技服务的新机制、新模式，为全省页岩气产
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 5 月，第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启动
仪式在成都举行，四川赛区决赛胜出的优秀企业和团
队按照电子信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先
进制造、新能源及节能环保、新材料、文化创意 7 个领
域参加全国总决赛。

□ 6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继北京中关村、武
汉东湖、上海张江、深圳、江苏苏南、天津、湖南长
株潭之后批复的全国第 8 个、西部首个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

□ 7 月，四川九寨沟生态保护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加入全国对俄科技合作基地联盟。

□ 10 月，首届“中国西部（四川）进口展暨国际投
资大会”在成都新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 11 月，攀枝花国家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挂牌成立。攀枝花钒钛高新区升级成为国家高新区，
有利于增强我国钒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支撑国家战
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带动川滇黔毗邻地区的
创新发展，增强攀枝花转型发展新动力。

□ 2015 年，四川着力推进 3 家院所、3 家高校和
宣汉县开展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激励机制改革试点，取
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创新旗帜扬 蜀地再发力

作为西部科教资源大省的四川，一方

面拥有普通高等院校超过 100 所，国家级

和省级重点实验室 160 多个，各类专业科

技人员超过 30 万人，另一方面先进制造、

新材料、生物工程、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核

技术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发展正在加

速发展。从要素驱动迈向创新驱动，四川

正加快推进发展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

科技创新，加快推动全省发展进入创新驱

动、内生增长的轨道。

值得关注的是，要在 2020 年基本建成

创新型四川，离不开强有力的引擎带动，更

需要多个“高地”的崛起。当前，攀枝花通

过持续举办院士专家行活动，借智借力打

造钒钛产业；凉山州加快建设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产业“三大科技洼地”；自贡、泸州

通过产业化基地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南充

市规划建设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广安、达

州积极加强川渝科技合作⋯⋯

作为西部大省，2015 年四川各地加快

推进自主创新，可谓亮点纷呈。相关扶持

政策的出台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5 年 5 月 8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关

于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见》出

台，2015 年 12 月 1 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

全面创新改革驱动转型发展的决定》正式

公布。多项政策表明四川正在加快迈入

“创”时代。

科技创新的核心是人,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核心也是人。2015 年 6 月 16 日召

开的全省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互联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四川向科

技人员、青年大学生、海外高层次人才和草

根能人“四路大军”发出创业邀请。截至

2015 年上半年，7 家试点单位 147 名科技人

员兼职创办领办科技企业 52 家,225 名科

技人员离岗转化科技成果 52项。

创新创业的场所和载体对创业者而言

也十分重要。2015 年，四川省出台政策,要

求各地结合当地特点,大力发展科技企业

孵化器。截止到 2015 年年底，全省建成各

类科技企业孵化器 260 余家、省级小企业

创业示范基地 92 家,在孵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 7000家以上。

2015年 6月，成都高新区获批中国西部首个、全国第 8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图为成都高新西区街景。 （资料图片）

培育多点多极
创 新“ 高 地 ”

刘 畅

关祥乾于 2010年创建成都创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集临床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生物技术公司。关祥乾
和他的团队已自主研发完成胎膜早破快速检测试剂盒、子痫前期快速检测试剂盒等
一系列临床常见病、疑难病的快速诊断产品。公司目前拥有国际及国内原创专利共
10 项，今年预计还将申报的国际及国内原创专利约为 20 项。未来 5 年内，公司将会
有 10至 2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新产品上市服务于临床。

“我认为生物领域不分国界，科技含量很高，是一个

可以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行业。创新创业并非一

拍脑袋就能干的事情。在行业的选择上，要结合自身的

年龄、财富的积累和对行业前景的综合判断进行选择。”

关祥乾 创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付加林的创业之路始于 2009 年。当年，他和四川省农科院、四川省自然资源科
技学研究院专家一道租地 40 多亩，建成了“双流县精品葡萄展示园”，创办了“永安家
庭农场”，引进鲜食葡萄新品种 100 多个，积极发展“田间超市”这一葡萄新型销售模
式。2015 年，付加林和自己的团队将最新研发的“顶端错位大棚”技术在重庆市进行
推广，获得当地专家的认可。永安家庭农场场加快推进一三产业互动，将农业产区变
为景区。2015年，永安家庭农场户均收入达 100万元。

付加林

“我从事农业科技及农民培训等基层工作已近 15

年，我认为在农村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是新形势下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发展家庭农场，一定

要利用好本地的特色农业，做到早起步、早见效。”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钟华林 刘 畅整理

四川双流区富民葡萄技术服务专业合
作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