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辽宁省坚持围绕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强化人才链，精心
谋划，精准发力，精炼项目，精细执行，科
技体制改革系统部署，创新驱动发展统筹
推进，规划任务目标基本完成，自主创新
能力不断增强，创新环境明显改善，科技
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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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由 2011
年的 363.8 亿元增至 2014 年的 435.2 亿
元。

2、全省研发活动全时人员当量情况
辽宁省研发活动全时人员当量增速

明显，从 2011 年的 8.1 万人年增至 2014
年的 10万人年。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拥
有量

辽 宁 省 专 利 授 权 量 由 2011 年 的
19176 件增至 2014 年的 19525 件。每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4.3件。

4、科技论文数
2012 年 ，辽 宁 省 国 内 科 技 论 文 数

20215 篇 ；国 际 科 学 论 文 数（SCI 收 录）
6207篇。

5、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
品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 2010 年
的 16.6%上升至 2014年的 20.7%。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3 年以来，针对制约产业发展瓶

颈，瞄准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目标，在智
能化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核主泵及关
键部件等领域，实施科技创新重大专项项
目 42 个。3 年来，累计与 36 家高校和院
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突破 73 项重大关键
技术，开发出搭载 i5 系统智能化高速车削
中 心 等 18 个 重 大 装 备 产 品（样 机）和
7MW 海上风电机组电控系统等 24 个重
大装置和关键部件，建成生产线 21 条，申
请发明专利 147 项，组建研发团队 54 个，

引进培养科技创新人才 647人。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2015 年，面向辽宁产业发展重大技

术需求，加快建设新型产业技术创新体
系，在新材料、装备制造、现代农业、节能
环保等重点产业领域，新批准组建了 5 个
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52 个产业专业
技术创新平台，全省共性、专业、综合服务
三类平台总数达 90 个。扎实推进区域性
创新平台建设，全面落实《中国科学院
辽宁省政府共建区域性创新平台协议》。
新增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3 家、省级重点
实验室 25 家，总数达 402 家；新建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39 家，总数达 596 家；新
增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5 个，新认定省
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 30家。

3、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全省新增院士 4 名，院士总数突破历

史最高水平，达到 57 人。向科技部推荐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0 名、重点领
域创新团队 2 个、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17 名
和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2 个。精心实
施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资助项目 200
项，实行项目承担单位按 1:1 比例资金联
合资助，有效发挥了基金的引导作用。持
续培养农业创新人才，新遴选支持农业领
域青年优秀人才 60 人，总数达 120 人，逐
步增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储备和研发
能力。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加快推动高新区创新发展，加大高新

区建设指导力度，锦州高新区升级为国家
级，全省国家级高新区达到 8 家，数量居
全国第 4 位。全力创建沈大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沈阳、大连 2 个高新区成为国
家首批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加快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539 家，预计实现总收入 4066.5 亿元，同
比增长 14.6%。“十二五”期间，全省省级
以上高新区总数达到 15 个，实现了全省
各市均有 1个高新区的整体布局。

2、重大关键技术攻关
2015 年，针对制约辽宁产业发展的

控制系统、核心部件和基础材料等难题，
全年累计攻克重大关键技术 50 项，开发

出 国 际 一 流 、国 内 领 先 的 重 大 产 品 30
个。“十二五”期间，中低热值 R0110 重型
燃气轮机、大直径全断面硬岩掘进机、
500 公斤六轴工业机器人等 60 余个重大
创新产品实现产业化，攻克制约产业发展
的重大关键技术 200 余项，形成了核主
泵、IC 装备、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等产业链、
创新链。

3、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2015 年，围绕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大

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选育主要农作物新
品种 40 余个，攻克农业关键技术 30 余
项 ，全 省 主 要 农 作 物 良 种 覆 盖 率 达
96.8%，全省种植的 85%的玉米种子、90%
的水稻种子是辽宁选育的。持续开展农
村科技特派行动，“十二五”期间累计派出
省级科技特派团 28 个、特派组 256 个，培
养农民技术员 12409人。

4、民生科技领域
着眼保障人民健康，累计批建省级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 36 个，初步形成了具有
东北区域影响力的新型临床医学协同创
新体系。针对沈阳地区糖尿病眼病、建平
县肝脏疾病等区域性高发疾病开展综合
诊治，受益近 60 余万人。出台了《辽宁省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管理办法（试行）》，新
批建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3 个，总数达
20 个。编制了《辽宁省第三批重点节能
减排技术目录》。

5、技术合同成交额
2015 年，辽宁省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实现 292 亿元，同比增长 16.4%，较“十一
五”时期末翻一番。

四、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
进展和成效

按照“加强衔接、广聚民智、突出重点、
注重实效”的原则，架天线、接地气、联网
络，精心编制了《辽宁省“十三五”科技发展
规划纲要》及11个专题规划。深化科技计
划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模
式。与国家自然基金委建立国家辽宁联合
基金，2015年度辽宁省承担联合基金项目
19 项。辽宁省科技厅联合省直有关部门
出台了《关于实施科技创新券制度的若干
意见（试行）》，激发小微企业创新活力。

（以上数据由辽宁省科技厅提供）

创新贯穿振兴发展全过程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苏大鹏整理

李天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分公司总经理

“新常态下，改革创新、结构调整对老国有企业而言

势在必行，只有不断创新生产经营和管理方式，企业才能

应对市场变化，破冰前行。”

□ 2015 年 1 月，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辽宁省 20 项重大科

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 2015 年 2 月，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研制 300mm IC 生产

线自动物料搬运系统，并通过了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验收。

□ 2015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复，锦州高

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成为辽宁省继沈

阳、大连、鞍山、营口、辽阳、本溪、阜新之后第

八个国家级高新区。

□ 2015 年 3 月，沈阳三一重型装备有

限公司成功研制 BH38/2×400 型刨煤机成

套装备，标志着我国薄煤层开采领域自动化

刨煤机成套装备国产化的成功，打破国外

垄断。

□ 2015 年 3 月，国内首套 300 立方米

全密闭连续生产高温竖式煅烧炉研制成功，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国内空白。

□ 2015 年 5 月，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

司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和核心技术的 128层螺旋 CT。

□ 2015 年 8 月，出台《辽宁省科技创新

驱动发展实施方案》，全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全面创新。

□ 2015 年 9 月，中国科学院与辽宁省

人民政府、沈阳市人民政府签署共建机器人

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协议。

□ 2015 年 11 月，出台《关于进一步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意见》，启动实

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提质增效”

行动。

□ 2015 年 11 月，出台《关于发展众创

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指导全

省大力发展众创空间，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

生态环境。

把创新驱动作为推进振兴发

展的引领动力。要着力鼓励创新

创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

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摘自中共辽宁省委

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公报

吴厚刚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獐子岛集团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指针，升级理念思

维、创新经营模式、变革管理体系、再造业务流程，创造出符

合投资者、客户预期的价值，使企业真正实现了有质量增

长，可持续发展。”

2015 年 ，沈 阳 新 松 机 器 人 公 司 成 功 研 制

300mm IC 生产线自动物料搬运系统，东软医疗

系统有限公司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 128 层螺旋 CT，国内首

套 300 立方米全密闭连续生产高温竖式煅烧炉也

在辽宁研制成功，这些创新成果均由企业完成。

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的同时，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

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是辽宁 2015 年创新工作的亮

点之一。

近年来，辽宁在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让创新贯

穿振兴发展的全过程中，不断引领企业成为创新

主体，让推进企业创新战略与科技创新、产业创

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同步

开展。这个过程中，企业占据科技创新资源配置

主体比重不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企业

家纷纷投身创新并成为领军人物，成为老工业基

地振兴发展的新亮点。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为做好这项工作，辽宁提出着力抓好“三个重

点”，即加快创建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

“双创”示范基地；继续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

设；以企业为主体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攻克一批关

键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这其中，企业创新成为

重点之一，可见辽宁对企业这个创新主体的看

重。笔者了解到，今后辽宁还将不断鼓励企业增

加研发创新投入，激发企业创新潜力。

辽宁已经提出，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让创新贯穿振兴发展的全过程。建立市

场导向的创新创业体制机制，积极营造鼓励创新

创业的发展环境。破除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

障碍，深度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潜力和活

力。辽宁将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创新创

业门槛，拓展“双创”的领域和载体，大力发展众创

空间。为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辽宁更加重视

企业家队伍建设，支持省属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加

强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继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

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和能工巧匠。

更加凸显企业

创新主体作用
张允强

李天书带领抚顺石化全体员工，在原油价格严重倒挂、成品油和化工市场下滑等不
利因素影响下，砥砺奋进，通过创新生产经营和企业管理方式，创造性地建立“日核算、
周测算、月分析、适时优化、快速决策”的生产经营预测、优化、监控、纠偏机制，靠优化生
产、降本压费、从严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开发新产品等，努力追求资源最优化、效益最大
化、管理最佳化，让具有 87 年历史的老企业焕发活力，提前 4 年完成国务院国资委重点
亏损企业 5 年扭亏目标。2015 年，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同比减亏 44 亿元，90%以上经济
技术指标明显好转，多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进入中国石油炼化企业前列。

多年来，獐子岛集团始终秉承“诚信、品质、创新”的经营理念，进行体制创新、
模式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信息化创新等。2015 年，獐子岛在转型
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依靠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流通，以及“互联网＋海洋”策
略，从一个资源型企业向一个市场型企业转型，从一个生产公司向一个平台公司转型，
从一个传统企业向一个新兴科技企业转型。创新使獐子岛集团成为达沃斯论坛全球“可
持续发展的新领军者”典范企业，并成为国家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助推其走在
世界的前列。

▽ 特变电工沈变集团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特高压交流 1000 兆

伏安/1000 千伏变压器，并成功安装在我国首条百万伏输电线路中，填

补了国内空白。

△ 10万等级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组。

▷ 三一重装刨煤机产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