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5 年 4 月 ，齐 鲁 制 药

（海南）有限公司刘文民、海南亚元

防伪科技有限公司陈明发入选科

技创新创业人才计划，三亚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彭晓彤入选中青

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计划。

□ 4 月，海南省地球观测重

点实验室在三亚揭牌。

□ 7 月，第四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首届

“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在海口举

行。

□ 9 月，海南中航特玻材料

有限公司申报的“特种玻璃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被科技部批准立

项，成为海南省唯一获批的企业国

家重点实验室。

□ 11 月，海口市新华信息

产业孵化园、海南生态软件园小

微企业创新创业基地入选国家首

批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 12 月，海南皇隆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陈益智发明的“缬沙坦

分散片及其制备方法”等 4 项专利

项目荣获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优

秀奖；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周安

勇等人发明的“汽车”获得中国专

利奖外观设计优秀奖。

□ 12 月 ，海 南 省 政 府 印 发

《海南省深化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和

资金管理改革方案》，制定了《海南

省促进省属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的 若 干 意 见（试

行）》。

“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若想有作为，须坚持

科研课题来源于生产实践，注重科学研究与产

业结合，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真正做到明确目

标、学有所用、研以致用。”

吴 清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何 伟整理

海南电力技术研究

院院长

戴好富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热带生物技术研

究所副所长

一直潜心于海南电网“防雷、防污、防风、新
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在他的带领下，海南电力
技术研究院已建立智能化输电线路故障监测系统等
20 余个平台，并服务于签订合作协议的 17 家供电
局。5 年来，这些平台减少因海南电网故障跳闸、
故障点查找造成断电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 10 亿元
以上，减少的故障点查找投入成本 1 亿元以上。以
他为项目负责人的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电力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海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

带领科技团队从实际出发，紧扣海南的独特海

岛气候特点和国际旅游岛建设对绿色的需求，

围绕电网主营业务和关键技术开展科技研究和

成果应用推广。”

先后组建了海南省黎药资源天然产物研究与利
用重点实验室、海南省沉香工程与技术研究中心，是
海南省委、省政府直接联系的重点专家。

以他为核心的科研创新团队一直致力于黎药资
源及其天然产物研究与利用工作，先后承担省部级
科研项目近 20 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10 项，申请
发明专利 50 多件。提出了海南黎药产学研一体化
的发展模式，出版了《黎族药志》三册和《海南黎族民
间验方集》，构建了海南黎药资源数据共享平台，研
制了 30余个具有黎药特色功效的新产品。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以

财政投入为引导，建立科技创

新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形

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鼓励企业在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生物制药、节能

环保、信息技术、医疗健康等

领域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建立

产业技术联盟。实施省级重

大科技项目，引进集成高新技

术和产品。在重要创新领域

组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引进国内外高水平科

研机构在海南建设研发基地。

—— 摘自 2016 年海

南省《政府工作报告》

海南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引进集
成、示范推广、跨越发展”的指导方
针，大力实施科技兴产和科技惠民政
策，努力构建海南特色的科技创新体
系，打造海南经济创新发展升级版。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
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4 年，海南省全社会研发经费

16.91505 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强度为
0.48%。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4 年，海南省全社会研发全时人

员数 11931 人年。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
发人员比例为 22人。

3、专利授权量
2015 年，海南省专利授权量 2060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417 件，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量 1146 件，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量 497 件。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为 2.34件。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
要指标

1、重大项目
截至 2015 年 9 月，全省共建立示范

基地 326个，示范面积 6万多亩，推广面
积 18 万多亩，带动增加产值超过 20 亿
元。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全省建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家 ， 获 批 建 设 企 业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1
家 ， 省 部 共 建 重 点 实 验 室 培 育 基 地 2
家，设立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89家。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近两年，海南省积极组织国内、国

际科技合作项目，与国内外先进技术
力量开展合作。共资助国际科技合作
项目经费 3400 万元，与美国、俄罗斯

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科院工程
研究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内大
院大所、重点高校在热带作物资源引
进与开发、热带医疗合作研究、海洋
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联合研究，取得
了良好成效。引进中科院在三亚建立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组建了以 863
计划海洋领域海洋深潜装备重大项目
总体专家组组长丁抗研究员为首的高
水平研究团队，开展深海科学及深海
工程研究。引进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
球 研 究 所 建 立 三 亚 中 科 遥 感 研 究 所 ，
开 展 热 带 亚 热 带 空 间 信 息 获 取 与 应
用，建立了海南省地球观测重点实验
室。引进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在全省
建立院士工作站 6 个，合作开展技术成
果转化等工作。

“十二五”期间，新增国家“千人计
划”3 人、海南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9
人、18 名海南省创业英才培养对象，2
人入选中青年领军人才计划、4 人入选
科技创新创业人才、1单位入选创新人才
培养示范基地、1团队入选重点领域创新
团队。

4、政策保障
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主线，针对

制约海南省创新发展的主要问题，出台
改革方案和指导意见，为海南实施创新
发展战略提供政策支持。印发了 《海南
省深化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
革方案》，制定了 《海南省促进省属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意
见 （试行）》《关于改进和加强省级财政
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意见》。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2014 年，海南省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146 家 ，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总 产 值 增 长 到
319.9亿元。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分布于生物

与新医药、电子信息领域，分别占总数
的 43.8%、28.8%；亿元企业规模继续扩
大，成为推动海南省经济持续增长、平
稳发展的主力军，引领支撑作用明显。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初步形成以生物与新
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为重点的高
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推动海南国家南繁研发中心暨海南

国家南繁育种公共服务实验平台、省级
工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建设，集成
示范节本增效的先进适用新品种 55 个和
新技术 60 多项。扶持海南农博网农村信
息服务平台开发及应用等一批省重大科
技项目，初步建成“互联网+”的行动支
撑平台；攻克了花刺参的人工繁育技
术，实现了我国南方花刺参人工育苗零
的突破，2015 年共培育花刺参种苗近 50
万头。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创新农业科
技服务，开发建设科技 110 农博网和农
博商城，在线销售海南优质农副产品品
种近 300 个，产品线上、线下交易额达
1.5亿多元。

3、民生科技领域
海南省科技厅按照“六个一”管理

模式，大力实施城乡“膜法”饮水安康
示范工程。2012 年至 2015 年，在全省
18 个市县完成农村农改水项目、学校直
饮 水 项 目 、 景 区 直 饮 水 项 目 共 计 114
项，省财政投入资金共 5854.2 万元，受
益人口约 66.2万人。

加快推动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
（海南） 基地建设工作，2015 年认定南
药示范基地 4 个。自 2012 年实施基地建
设工作以来，在全省建立南药产业化示
范基地 29 个，基地面积达 2 万多亩，带
动全省药材的规范化、规模化种植和产
业化经营。

4、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
2015 年，海南省技术市场合同交易

额为 21861万元。

促科技创新与经济融合发展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农业科技中心办公区。 （资料图片）

新常态下，千帆竞发，不进则退。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中最活跃的因素，科技创新正成为推动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曾经，海南省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新技术的培育研

发环境不佳，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绿色崛起的步伐。

然而，在过去的五年，海南科技创新的脚步越来越快，

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空前。

发生在去年的一件事至今仍为从事科技创新事业

的人们津津乐道。

2015 年 5 月，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指示“追人”，成

功留住准备外迁的海南拍拍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被

海南成功挽留的董事长陈明发拥有 500 多项专利，开

创了防伪这一新产业。2014 年，陈明发荣获中国“当

代发明家”称号，既是海南省第一个荣获该称号的人，

也是我国最早获得美国防伪技术发明专利的人。

过去，许多公司将海南作为总部基地所在地，原因

是海南的生态环境优美，这是引进大项目、大企业、优

秀人才的“敲门砖”。可除了生态环境因素，海南发展

总部经济的竞争力落后于其它地区。不过，在过去的

五年里，海南为“高精尖”企业的落户、科技人才的培养

等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

五年来，海南省不断搭建服务平台，为科技创新培

育沃土，不仅认定了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还建设了国

家大学科技园、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并

与海南大学、热科院、海口市人民医院、中科院三亚深

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不同领域的科技合

作，取得了喜人成绩。

海南科创沃土越发肥厚。过去五年，海南科技企

业孵化器工作正式启动，两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诞生；两

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在海南落地，实现海南省国家级

大学科技园“零”的突破；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

申报的“特种玻璃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正式被科技部

批准立项⋯⋯

在海南省委、省政府一项项激励政策的支持下，在

海南这片沃土之上，创新之花正在绽放。

培育科创沃土
何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