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成创新：
“十城万盏”工作点亮城市

启动“十城万盏”，解决产品应用“最后一公里”集成创新的难题。为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

见》精神，着力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推动节能减排，以应

用来促进发展，科技部于 2009 年启动“十城万盏”半导体照明试点示范工

作，分两批批复 37 个试点城市。通过应用示范，围绕技术瓶颈，以企业

为研发主体，部署项目联合攻关，有效促进了企业技术集成和创新能力

的提高。

“十城万盏”打通创新全链条，培育新兴产业市场。“十城万盏”半导体

照明试点示范工作有效推动了技术集成和创新，促进了市场机制和商业模

式的形成。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等一批高水平示范提升了半导体照

明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37 个试点城市已应用 LED 灯具 2400 万盏，年

节电 70 亿度。通过“十城万盏”带动，“十二五”半导体照明产业规模年均

增长 30%，2015 年产业规模达到 4245 亿元，市场渗透率 30%，年节电 1000

亿度。

监测全球：
科学实验卫星掌握CO2变化

温室效应对于地球的影响，碳排放与温室效应的关系，使得全球对于

“碳排放”日益关注。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

中提出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这一切促成了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

星的立项。

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突破了超高光谱分辨率遥感探测、复

杂卫星姿态导引与控制、高精度二氧化碳反演与同化等核心技术，研制了

我国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卫星及地面二氧化碳卫星数据处理系统，使我

国痕量气体卫星遥感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碳卫星计划于2016年发射，将为掌握全球二氧化碳变化趋势，深入了解

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制定合理的二氧化碳减排计划提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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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对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

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十二五”期间，我国取得了大批世界先进水平的重

大创新成果，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稳定增长、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新

引擎。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十二五”以来，我国科技进步与创

新事业加快发展，科技创新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推

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国家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明显

增强，整体水平加速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阶段迈进，科技支撑

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0年的

50.9%提升到 2014 年的 54%，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其

中，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年上升，由 2010 年的 52%提高到 2015

年的 56%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6%，农作物品种对提高

单产的贡献率达43%，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1%。

“十二五”期间，交通领域在新能源汽车、高铁、综合交通运输

与智能交通等方向部署了一批项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 863

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框架下，材料领域在新型功能与智能

材料、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纳米材料与器件、新型电子材料与器

件、材料设计制备与安全服役 5个前沿技术主题方向，6大传统行

业及 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部署了一批项目，取得了大量优秀

成果；信息技术领域发展重点是面向构建更高速、更有效、更智

能、更安全、可持续的信息技术未来世界，信息发展领域也有了众

多突破；地球观测与导航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必争领域，这一领域形成一批核心技术和原创性技术，特别是

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以智能化、

绿色化为标志的新的产业变革将制造业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取得了一大批系统性成果；基于我国多煤、贫油、少气的能源

资源现状，通过实施清洁煤、智能电网、风能、太阳能等技术专项，

突破了煤炭高效发电、清洁转化、多端柔性直流输电、太阳能热发

电等一批关键技术，实现了工程示范和应用。

“十二五”时期，以粮食产业链条为出发点，以科技创新为手

段，以主攻产业环节重大技术难题为核心，以区域产品生产为特

色，全方位部署了粮食科技创新工作，有效促进了全国粮食生产

“十二连增”，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粮食科技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了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科技支撑能力。

创造纪录：
两系法杂交水稻保障粮食安全

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

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继续把种业自

主创新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首要位置，在主要农作物强优势杂交种育种技

术、作物分子育种新技术与品种创制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培育了以“Y 两

优强优势杂交水稻”“矮抗 58”“济麦 58”“中单 909”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质

高产高抗广适应性农作物新品种，对我国种业自主创新和保障粮食安全起

到重要支撑作用，其中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成为我国独创并拥有完全知识

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

袁隆平院士领衔的超级稻第四期攻关项目实现重大突破，百万亩产达

到创纪录的 1026.7 千克。其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累计种植超 7 亿亩，

增收近 400亿元；连续创造世界单产纪录，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指标最优：
燃煤发电机组超越世界同业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泰州电厂世界首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

煤发电机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于 2015年 9月建成投产，是当今世界

上发电效率最高、供电煤耗最低、环保指标最优的火电机组。

该项目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依托项目和国家能源局示范工程，机

组发电效率 47.82%；供电煤耗 266.5 克/度电。能源消费结构中，我国约

50%的煤炭用于发电，约 80%的电力来自于火力发电，全国平均供电煤

耗约 316 克标准煤/千瓦时。按年火力发电量 4.2 万亿千瓦时计，每降

低 1 克标准煤/千瓦时，一年将节约 420 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超过 1000 万吨。

速度突破：
大直径硬岩敞开式盾构掘矿井

我国自主研发了 8m 硬岩隧道掘进机突破高效破岩、大功率同步驱

动、高效支护、核心部件等关键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吉林中部引松供水工

程，成功推动国产装备整体占领国内市场并实现出口。

7m 直径级煤矿斜井 TBM 系列国产首台应用于煤矿建井的全断面

隧道掘进装备，突破了长距离连续下坡掘进、多物料高效倒运及设备

综合防爆等关键技术，最高月进尺 639m，比传统的煤矿建井开挖速度

提高了 4－6 倍。

支撑未来：
5G新空中接口技术将连接万物

5G 的愿景堪称宏大，远不止着眼于更快的峰值速率，更期望将其打造

为一个功能更强大的统一平台，以连接新的行业和设备，催生新的服务，带

来新的用户体验。这是一种新形态的网络，比起前几代网络，5G将发挥更

大的作用——创建万物连接架构。5G 是面向未来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

统，5G 系统的研究涉及一系列关键技术，包括大规模天线阵列技术，超大

容量基站系统原型，网络虚拟化技术，高频段超大容量无线传输等。

5G新空口 SCMA技术是一种非正交的稀疏码多址接入技术，经 5G外

场新空口实测，SCMA 在不增加天线和站点的情况下，可提供 3倍于 4G 的

用户连接数和系统增益，支撑未来万事万物的连接。

世界首列：
高寒高速列车适应-40℃

截至 2015 年底，我国高速铁路总里程 1.9 万公里，占据世界高铁总量

的 50%以上；高速列车技术正向谱系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高速列

车使我国铁路客运能力得到极大扩充，使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大大压缩，给

人们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大大降低交通运输的社会成本，产生巨大的

社会经济效益。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世界首列高寒高速列车，8辆

编组，4 动 4 拖，总定员为 556 人，牵引功率 9200kW，列车持续运营速度为

350km/h，可采用两列重联运行，适应哈大高寒环境，是目前世界上适用

于-40℃高寒地区运营速度最高的动车组，同系列动车组最高试验速度达

487km/h。

项目解读

图片说明：
1.人民大会堂半导体照明改造，能耗降低70%
2.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
3.世界首列高寒高速列车
4.中国超级稻攻关研究计划，第四期攻关项目实现重大突破，百亩亩

产达到创纪录的1026.7千克
5.大直径硬岩敞开式盾构
6.世界首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集控室

⑥⑥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Q
U
A
N
G
U
O
K
E
J
IC
H
U
A
N
G
X
IN
D
A
H
U
I

·G
U
O
J
I A
S
H
IE
R
W
U
K
E
J
IC
H
U
A
N
G
X
IN
C
H
E
N
G
J
IU
Z
H
A
N

谋求发展 高新技术智造中国

创新发展是国家命运所系、世界大势所趋、发展形势所迫。科技和产业
“相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变革，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科
技创新推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了我国自主研发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责 编
段 佳

全

国

科

技

创

新

大

会

国
家
﹃
十
二
五
﹄
科
技
创
新
成
就
展
特
别
策
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