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要增量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倪伟龄整理

杨炽夫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液伺服仿真与试验系统研究

所副所长，哈工大机器人集团（HRG）哈尔滨天愈康复医
疗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研制出可穿戴智能机器铠甲，创立外骨骼康复医疗机器人

科技产业是我正在践行的梦想。对我而言，实现梦想的手段和

途径惟有创新。”

继续大力推动“千户科技型企业

三年行动计划”，努力实现新注册科

技型企业超2000家。加快大学、科研

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推动航天科工

三院哈尔滨钛合金与3D打印技术产

业基地建设，大力促进机器人、复合

材料、石墨产业快速发展，培育形成

一批本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循环经

济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摘自 2015 年黑龙江省

《政府工作报告》

王景海

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蓄势新动能
拉动新增长

倪伟龄

▽ 黑 龙 江 省黑 龙 江 省

高新技术产业风险高新技术产业风险

投资大会现场投资大会现场。。

在我国 921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对接综合试验台”项目中，杨炽夫提出的电液伺服空
间多自由度运动环境模拟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天、船舶、核工业等领域，创造价值近 2 亿
元；他开创了意识控制电液伺服外骨骼机器人技术和空间多自由度电液并联驱动技术，并
将其推广到民用康复医疗机器人领域。杨炽夫曾获国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黑龙江省高
校科技学技术奖三等奖、黑龙江省自然科学技术奖三等奖；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已受理
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2015 年 3 月，杨炽夫成立哈工大机器人集团（HRG）天愈康复医
疗机器人有限公司，缔造出五维度智能康复空间。在医疗康复机器人等产品研发方面，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超过 100项，突破了制约我国医疗康复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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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全社会研发经费
支出 161.3 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强度

（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1.07。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4 年，黑龙江省全社会研发全时

人员数为 62648人年。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
2015 年，黑龙江省专利授权量为

18942 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3.38
件。

4、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
加值的比重

2014 年，黑龙江省高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 GDP的比重为 12.5%。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
指标

1、重大项目
2015 年 ，承 接 国 家 科 技 项 目 898

项，获国拨经费 6.5 亿元。针对制约省
内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产业和信息技
术等领域关键技术问题，组织高校、科研
院所和企业合作实施了“高铁动车车轴
钢坯 DZ1 的研制与开发”等 31 个省级研
发重大项目。2015 年，全年登记科技成
果 1612 项 ，其 中 登 记 应 用 技 术 成 果
1191 项，全省专利申请 34611 件，专利
授权 18942 件。去年全省有 17 个项目
获得国家科技奖励。

2、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全省共有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三

个国家级高新区和牡丹江、佳木斯两个
省级高新区，2015 年实现总收入 4312.6
亿元、总产值 3728.2 亿元、利税 497.9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7.8%、5.8%、8.6%。哈
尔滨科技创新城累计集聚 200 个国内外
研发创新机构入驻，已成为现代装备制

造业、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的科技创新
引擎。全省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累计
达269个、省级重点实验室98个、企业院
士工作站 45 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49 个。黑龙江省被科技部列为落实《国
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
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首批7家试
点省之一，哈尔滨高新区成为科技部首
批25家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之一。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引进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成果

在省内落地转化，制定了《黑龙江省与中
国科学院重点合作项目 2015-2017 年
推进计划》，组织实施 24 个省院科技合
作项目。与北京理工大学确定了第一批
10 项重点合作项目，加快推动与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等省外重点高校建立合作关
系。通过举办科研院所发展论坛、龙台
科学园区与产业合作研讨会和龙台科技
合作交流恳谈会等活动，推动科技合作
交流。

4、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
推进“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

划”，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迈出坚实一
步。全省在 5085 项应用型科技成果中，
筛选出 1112 项具备产业化前景、有意愿
在省内落地转化的高新技术成果。通过
组织 180 场次科技成果发布对接活动，
推动转化落地项目 514 项，签约额 29.19
亿 元 。 全 年 新 注 册 成 立 科 技 型 企 业
2116 家，新形成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
以上的科技型企业 439 家。全省新增中
关村基地众创空间、哈尔滨斯达普等 39
家新型孵化器，新增孵化面积 53.7 万平
方米，新增科技型企业 1047 家，新增毕
业企业 103 家，新增大学生创业团队
351 个 ，新 创 办 大 学 生 创 业 企 业 228
家。全省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达到 111
家 ，孵 化 器 总 面 积 达 到 261.9 万 平 方
米。省财政安排 7700 万元资金支持 84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借力资本市场
发展取得实效。在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
业风险投资大会上，筛选了 9 家国内投
资机构在黑龙江组建了 9 支投资基金，

总规模 53.5 亿元。全省累计组织科技
投融资对接活动 98 次，全省新签约科技
投融资项目 155 个，签约总额 37.61 亿
元。省科技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引导
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了红土科力、富
德资本等 16 支子基金，规模达到 23.5 亿
元，已经投资了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并对哈
工大、省工研院等 25 项高校、科研院所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作价 2 亿元,
安排天使投资 4427 万元，发起设立了翔
科新材料等 13 家科技创业企业，直接带
动社会资本投入 8495万元。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展
和成效

2015 年，黑龙江省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
见》，围绕全省“五大规划”和“十大重点
产业”战略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实施

“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向高
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要增量，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科技创新创业政策，激发科技人
才创新创业活力。一是重新制定的《黑
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正式颁布实
施，二是制订出台了《中共黑龙江省委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制
机制激励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意
见》，三是制订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
于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四
是省科技厅联合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
等 7 部门联合下发《黑龙江省科技成果
使用、处置、收益管理改革的实施细则》。

这些创新创业政策的实施为科研人
员及科技型企业创新创业提供了强力支
撑。其中，陈化兰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
家成就奖”，韩杰才当选中国科学院院
士，杨德森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全省两
院院士总数达到 41 人，杜善义获得国际
复合材料委员会世界学者奖。全省科研
院所新引进本科以上人才 518人。

（以上数据由黑龙江省科技厅提供）

王景海作为民族乳业诚信代表，在中国乳业遭遇信任危机时，提出中国宝宝的奶瓶
不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为此，他带领团队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与美国新英格兰食品科
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开发研制出根据母乳特点和宝宝生理需要的婴幼儿配方乳
粉，经过中山大学两年多的临床测试，为最接近母乳的婴幼儿奶粉。此款产品获得“技
术发明奖”“优秀新产品奖”“产品创新奖”等多个奖项；在全国率先完成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建设；成为全国诚信体系建设首批首家乳制品试点评价
通过单位。他带领团队承担多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共鉴定科技成果 43项，获得专利 3
项、申请专利 13项、研发新型乳制品 8种。

“要以新方式、新模式、新科技，催生新发展。新的运行机

制、生产及营销模式的发展，既符合时代要求，又积淀发展力

量，创造财富，引领未来发展的新路径。所以，我们要努力带

动产业发展，形成产业格局，贡献能够创造财富的科研成果。”

□ 推 进 “ 千 户 科 技 型 企 业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在 5085 项 应 用 型 科 技 成 果 中 ， 筛 选 出

1112 项具备产业化前景、有意愿在省内落地转

化的高新技术成果；通过科技成果发布对接活

动，推动转化落地项目 514 项。共争取国家科技

项目 890项，获国拨经费 6.5亿元。

□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高效清洁

燃煤电站锅炉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

□ 支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启动实施了“马

铃薯规模化种植关键技术装备研究”等 14 个重

大项目，选派 440名农业科技特派员为边远贫困

地区提供科技服务，开展农村科技创新创业，

全省 37家农业科技园区累计培育企业 840家。

□ 重新修订的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

例》 正式颁布实施，相继出台 《关于建立集聚

人才体制机制激励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意

见》《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关于促进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若干意见》 等政策。

□ 哈尔滨市成功入围全国首批“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3 年内将获国家财政

支持小微企业创新创业资金近 10亿元。

□ 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已经吸

引 GE （中国） 哈尔滨研发中心等近百家国内外

高端研发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入驻，建成了高

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展示交易市场，在省科技服

务业联盟的组织下，高校、科研机构成果发布

推介活动已经形成常态化成果发布机制。

□ 被科技部列为落实 《国务院关于国家重

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

意见》 首批 7 家试点省之一，哈尔滨高新区成为

科技部认定的首批 25 家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

之一。

□ 科技活动周期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创新创业 科技惠民”主题系列科普活动，获

全国科技活动周优秀组织单位。

△ 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高效清洁燃煤电站锅炉高效清洁燃煤电站锅炉””实验室实验室

获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资料图片）

盘点 2015 年黑龙江省科技工作最大亮点，非

启动“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成果显著莫

属。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变中求新、变中求

进、变中求突破？怎样调结构、补短板，实现动能

转换？黑龙江对此作出可贵创新探索。

针对全省科技成果产出多而高新技术产业化

水平低等问题，明确提出以“双创”向高新技术成

果产业化要增量。全省启动实施“千户科技型企

业三年行动计划”推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集中

体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支撑黑

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四个着力”。

着力改革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和支持方式。引

导和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申报市场导向明确的科技

项目，大幅度提高企业承担市场明确的科技项目

的比例。以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企业研发机构

建设和规范科技计划管理为发力点，加快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提升。

着力破解科研人员创新创业难题。省委省政

府出台的《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激励人才

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意见》和《关于黑龙江省科技

成果使用、处置、收益管理改革的实施细则》等政

策措施，破解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实现为科

技成果转化“松绑”和为科研人员创业“减负”。

着力打通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通道。向高

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要增量，新形成一批有一定规

模的科技型企业，培育一批科技型上市公司，加

快培育具有领先水平、市场前景好的科技型

产业。

着力营造科技创新创业良好生态。落实《黑

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

制机制激励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意见》等政

策，全力支持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加强区域科技

交流合作，以科技园区为载体，加速了区域创新资

源的整合集聚与开放共享，有效降低了企业创新

创业成本，提供全链条创新服务。

2015 年，是黑龙江省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和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任务，启动“千户科

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取得显著成效的一年；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必将成

为科技行动计划提质加速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