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人才

优先战略和质量强省战略，

“十三五”时期省研发经费投

入年均增长15%以上，推进以

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

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创新型省份。

——摘自 2016 年福

建省《政府工作报告》

为呼应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战略方针，福建省委省政

府加快实施创新驱动促转型升级的改革布

局，相继出台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

新体系建设一系列政策举措，积极推广落

实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和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创建工作，深化科技计

划配套改革及科技领域的简政放权工作

等，创新驱动战略在全省经济发展全局中

的地位不断凸显。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商

业模式创新等方方面面创新的意识和激

情，日渐点燃，成为支撑引领福建加快转型

升级的巨大推手。

集聚各种发展要素牵引创新，成为福

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最大亮点。统计

数据表明，在 2015 年全省完成的重点项目

投资中，大多是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倾斜，呈

现出规模大、质量好、技术含量高、带动力

强的特点。去年，福建省科技部门把实施

“数控一代”机械产品创新应用示范作为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优先重点工程，出台示范

工程行动方案，设立“数控一代”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

改造。同时，启动实施“海西装备云制造关

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等 9 个科技重大专项

17 个专题，支持 268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科

技项目和 42个海洋产业科技项目。

创新，也是发展环境的不断优化。福

建省引进“国字号”科研机构，中科院海西

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海西分院等高

端研发平台在福建落户，推动国内外一流

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借助“6·18”项目成果

交易平台及其虚拟研究院，推动了一大批

创新创业项目成功在福建对接落地，全年

对接合同项目数超过 5000 项。此外，围绕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福建省将专利工作与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实践表明,在以新技术突破为基础的

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创新驱动已成为福

建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新路径。调整结构、

转型升级是一场持久的攻坚战，创新之路

也绝非一日之功，福建以实施创新驱动来

支撑发展，引领转型，任重道远。

点 燃 创 新 激 情
陈 煜

创新科技体制 促进产业转型

“微型生物碳泵课题研究只是为开发海洋碳汇提供了

一种新的思路、新的可能。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增加气

候谈判筹码、提高国际影响力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焦念志院士课题组试图从海洋入手，来寻找降低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和缓解全球变暖
的可能途径。课题组发现，富营养海域浮游植物产生的大量活性溶解有机碳促进了
AAPB 的生长，使其分布比寡营养的大洋更多，从而给出了全新的 AAPB 全球分布格
局。焦念志院士课题组完成的项目成果“微型生物在海洋碳储库及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展示了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微型生物碳泵”的机制如果得以合理开发利用，可应用于近
海富营养化海区的储碳，减少富营养化引发的灾害。

焦念志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院士

刘德建

网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凭借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核心技术，网龙已经成长为中国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
的领导者。网龙的研发技术引领行业发展前沿，公司自主研发了 C3、S3 等游戏开发引
擎，为国内少数掌握从 2D、2.5D 到 3D 全系列游戏开发引擎的企业，其中 C3引擎申请核心
技术发明专利 14 项。网龙成功开发并运营多款风格迥异的大型网络游戏，包括《魔域》

《征服》《机战》《投名状 onine》《英雄无敌在线》等，在业界有着巨大影响力。2015 年，网龙
融入业界最先进技术打造了新一代游戏引擎——VR引擎。

“我们期望通过高质量的免费培训，为当地创意产

业培养更多的人才。同时，通过更强大的自主研发，使

福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创意产业发展中心。”

□ 2015 年 2 月，福建首支生物与新医药
政府引导基金启动，总规模 3 亿元人民币，将
重点支持处于起步阶段的生物与医药创新型
企业。

□ 4 月，福建省“数控一代”机械产品创新
应用现场会召开，部署推进全省实施“数控一
代”机械产品创新应用示范工程。

□ 4 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开始在全省开
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及《福建
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 6 月，福建省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夏宁邵教授团队与香港大学合
作成功研制出一种可有效检测中东呼吸综合征
冠状病毒（MERS-CoV）的免疫诊断试剂。

□ 7 月，由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等单位
承担的省科技重大专项专题项目“食品中致癌
物的检测技术研究及仪器研制”通过验收。

□ 7 月，由福建省检验检疫技术研究重点
实验室主持制订的 2 项行业标准《地中海白蜗
牛检疫鉴定方法》和《尖头旋蜗牛检疫鉴定方
法》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评审。

□ 7 月，福建省智能制造暨创业创新现场
推进会召开。

□ 7 月，世界权威综合性科学杂志《自然》
周刊发表福建省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在低甲
烷高淀粉水稻育种研究取得的最新科技成果。

□ 8 月，福建省与同济大学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标志着福建与同济大学省校合作进
入全面深化阶段。

□ 8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福建
省人民政府联合设立的“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
作联合基金项目”。2015 年度项目评审会举
行，标志着联合基金已成为两岸科学家交流合
作的重要平台。

本版文字均由本报记者 陈煜整理

2015 年，福建省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
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全国科技工作
会议及省委九届十一次、十二次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任务，牢记创新
宗旨、汇聚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强化
有组织创新，推动科技创新适应新常态、引
领新常态，为创新驱动新福建建设提供强有
力支撑。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
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力度

进一步加大。2015 年福建省全社会研发经
费投入预计达 400 亿元，比 2014 年 355.03
亿元增长 12.67%；R&D 经费占 GDP 比重为
1.54%，比 2014年提高 0.06个百分点。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在科技活动经费投入显著增长的同时，科

技人力投入也保持着稳步增长。2014年，福建
省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达135866人年。

3、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2015 年全省专利申请受理 8.31 万件，比

上年增长 43.17%。其中发明专利 1.77 万件，
增 长 40.98% ；实 用 新 型 4.43 万 件 ，增 长
74.49%；外观设计2.11万件，增长5.01%。全
省专利授权 6.16 万件，增长 62.77%。全省
PCT 国际专利申请 351 件，增长 3.85%，居全
国第 8 位。到 2015 年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
1.79万件，增长36.85%，居全国第14位；每万
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4.70件，居全国第10位。

4、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
值的比重

预计 2015 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3950
亿元，同比增长 14.4%，占 GDP比重 15.2%。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福建省科技厅把实施“数控一代”机械产

品创新应用示范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优先
重点工程。出台“数控一代”示范工程行动计
划、“数控一代”示范工程（二期）工作方案。
整合各类资源支持泉州市打造“数控一代”应
用示范样板。省市县共同设立每年 7000 万
元的“数控一代”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企
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改造，带动相关研发

投入超 10 亿元，预计新增产值 200 亿元。组
织宁德电机龙头企业研发高性能伺服电机等
数控技术装备，引导宁德电机产业转型升
级。在全省范围内加快推广实施“数控一代”
示范工程，加强智能制造技术装备自主创新
和推广应用。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启动实施
“海西装备云制造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等 9
个科技重大专项 17 个专题。安排省级科技
经费 1.4 亿元支持 268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科
技项目和 42个海洋产业科技项目。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持续推进国字号研究机构建设。推动省

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第三轮院省科技战略
合作协议和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中科院海西研究院顺利完成 5
年建设任务通过验收。海西研究院厦门稀土
材料研究所、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基础设施
加快建设。与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所共建

“清洁核能系统燃料与材料联合重点实验
室”。机械总院海西分院建设取得新进展，高
端装备产业园已投入 11.4 亿元建设资金。
厦门大学石墨烯工业技术研究院已取得石墨
烯/聚苯胺高阻隔防腐涂料等一批研究成
果。清华大学龙岩紫荆创新研究院加快建
设，SC 脱硝催化材料再生装备与生产工艺实
现产业化，环境材料产业化今年预计完成服
务合同 1亿元。

积极争取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龙
岩、三明高新园区获国务院批准，升格成为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平、将乐 2 个
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升格为国家级可持续发展
实验区。宁德海鸥公司大黄鱼育种国家实验
室获科技部批准建设，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一
家水产类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市和
三明市入围 2015 年全国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城市。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出台自贸区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资

助暂行办法。强化企业在人才引进中的主体
地位，实施“创新团队+创新项目”引进计划，
拓展“平台+人才”引进模式，吸引更多的国
内外科研机构和创新团队。完成第二批 96
名省“双创人才”遴选，新增 19 人（团队）入选
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4、政策保障

2015 年，福建省先后出台了《福建省人
民政府关于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八条措施》

《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管理办法》《福建省级
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福建省企业科
技创新股权和分红激励试行办法》《福建省特
色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5-2020
年）》等科技政策，以政策驱动改革创新，发挥
科技政策激励导向作用。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福建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扎实推

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省加快转型升
级的主要动力。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
企业数量分别达到 2056家和 639家。

把高新区建设作为全省科技工作的重要
抓手。加大高新区项目成果对接力度，有针
对性开展科技成果高新区专场推介会，推进
科技成果在高新区转移转化。目前，福建省
共有福州、厦门、泉州、莆田、漳州、三明和龙
岩 7 个国家高新区，是全国国家高新区密度
最大的省份。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制定出台《福建省特色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行动计划》，加大在种业创新、农业设施装
备、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重大关键和共性
技术研发推广力度。启动实施 67 项省农业
科技计划项目，72 项省星火项目。实施省级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划。初步统
计，通过项目实施，培育新品种 13 个，开发新
产品、新技术 78 项，制定标准 20 件，示范推
广新品种、新技术 6.8 万亩，新增产值 75 亿
元。在低甲烷高淀粉水稻育种、菠萝基因组
研究领域取得重大开创性成果。

3、民生科技领域
推进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等技术研发。省

科技重大专项食品中致癌物检测技术研究取
得突破，部分设备实现批量生产。抗乙肝药
物研发取得重大进展，获得 2 个富马酸替诺
福韦酯抗乙肝适应症的药品生产注册，提升
全省抗乙肝新药的创制水平。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5 年全省认定登记技术合同 4209

项，比上年增长 10.85%；合同成交金额 53.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5.98%。

（以上数据由福建省科技厅提供）

福建省委省政府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促

转型升级，集聚各种

发展要素牵引创新。

上图：位于福清

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捷星显示科技有

限公司。（资料图片）

左图：福建福清

核电有限公司。

俞 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