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重庆市科委、市发改委、市经信委

等 12 部门联合发布《重庆市培育发展高新技

术企业实施方案（2017—2020 年）》（以下简

称《方案》），共推出“二十条”举措。计划到

2020年，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3000家以上。

整合资源 协同创新

目前，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重庆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的主

导 力 量 。 2016 年 ，重 庆 申 报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971 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762 家。有效期

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443 家，申报数量、

新增数量、有效期内总量均实现直辖以来最

大增幅。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亦

十分踊跃，申报企业达到 1345家，较去年同比

增长 38%。

“虽然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数量、质量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

在较大差距。”重庆市科委副主任徐青近日表

示。为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成长的

政策环境，按照“方案协同、落实协同与效果协

同”的改革要求，重庆 12个部门整合了包括市

科委“百千万工程”、市经信委研发投入倍增计

划、市人力社保局“鸿雁计划”、市发改委企业

研发和产业基础设施投入计划等创新资源，

联合制定了《方案》，以推进协同创新，加快全

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营造生态环境 壮大企业集群

该《方案》分为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

措施等三部分。按照总体要求，重庆将以高

新企业为核心、高新园区为依托、高新产品为

关键、高新技术为支撑，大力营造创新创业生

态 环 境 ，培 育 壮 大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集 群 ，到

2020 年，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3000 家以上，

以此引领和支撑重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同时，重庆将依托高新技术企业，实施产业技

术创新重大主题专项和重点研发项目，支持

开发高新技术产品 10000 个以上，并统筹布

局市级以上高新技术园区 20家左右，使其成

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的主要载体。由此

实现高新技术企业产值达 13000 亿元以上，

占重庆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30%。

3 年内重庆高新技术企业翻一倍，这一

任务目标能够实现吗？徐青表示，这些目标

是充分考虑了重庆现有的基础条件后提出来

的，虽然各项任务指标不低，但只要努力，用

3 到 4 年左右的时间是能够实现的。她扳着

手指道，2016 年重庆市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

业达到 1443 家，相比 2015 年新增 500 余家。

以此增速，到 2020 年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3000

家以上，是完全可行的。此外，从高新技术产

品开发指标上看，2016 年重庆新认定高新技

术产品 2510 个，总量已超过 5000 个。未来几

年，重庆将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力度，通

过启动实施产业类重大、重点专项，加大经费

支持力度，聚焦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材料

等高新领域，力争每年新增高新技术 2000 项

以上。到 2020 年，高新技术产品开发数就可

突破 10000个。徐青进一步介绍，在市级以上

高新区建设指标上，目前有重庆高新区和璧

山高新区 2家国家级高新区，以及永川、大足、

荣昌、铜梁、潼南等 5个市级高新区，其中永川

高新区、荣昌高新区正在创建国家级高新

区。同时，江北、南岸、巴南、大渡口、涪陵、合

川、万盛等区县也正在积极创建市级高新

区。“未来重庆还将布局一批科技园区，到

2020年，市级高新园区将达到 20家以上。”

多方面发力 多措施保障

徐青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方案》从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统筹布局科技创新园区、

整合集聚科技创新平台、优化实施产业技术

政策、强化科技金融支撑、加强科技人才保

障等六个方面制定了重点任务。其中，在大

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方面，重庆将实施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行动、高新技术企业“引凤”

行动、高新技术企业“壮大”行动等三个专项

行动。一是对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

件，开展重点指导与帮扶，引导企业加大创

新投入，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苗子。二是

研究制定高新技术企业招商工作方案，增加

引进企业科技评价指标，提高引进企业的技

术门槛。三是推进实施企业研发投入与新

产品开发倍增计划、巴渝创新型领军企业培

育计划等专项，全面落实相关支持政策，推

动高新技术企业跨界融合与联合并购，打造

形成一批“有块头、有品牌、有后劲”的高新

技术企业集群。

此外，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发育成长需

求，《方案》还制定了三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一是实施企业协同创新火炬手和创业辅导

师计划，指导企业建立规范研发体系，增强

创新能力，积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二是设

立以企业家、学术技术带头人为主体的全市

技术创新战略咨询委员会，推动企业参与创

新规划、计划、政策的制定和决策；三是建立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分类考评制度，对区县重

点考核高新企业培育数量、高新园区建设及

高新产值增长等指标，对园区重点考核高新

企业引进、高新产业集聚、研发平台与服务平

台建设等指标。

重庆重庆：：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放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放““大招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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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云南省委、省政府把生

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

8 大产业之一，提出要把云南打造成为服

务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生物医药和大

健康产业中心。

2016 年，云南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 2099 亿元，实现增加

值 766 亿元，同比增长 13.4%，占全省 GDP

比重达 5.15%，首次发展成为云南省的支

柱产业。

还有不少数据显示，云南正在建设生

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的路上高歌猛进。

2016 年，全省中药材产业种植面积

665 万亩，较上年增长 11.4%，种植面积跃

居全国第一，2016 年，全省中药材产量

127 万吨，全省近五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涉

及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大户达 9.6 万多

户，药农年人均纯收入达 3000 多元，占年

均纯收入的近三分之一。目前全省有 56

个“云药之乡”。文山三七、昭通天麻、红河

灯盏花、龙陵紫皮石斛、广南铁皮石斛、程

海螺旋藻 6个品种获准实施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

2016 年，云南省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

业 146 户，完成工业增加值 113.07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6.9%，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速 10.4 个百分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4.28亿元，比上年增长 28.8%，高于全省非

电工业投资增速 32.4 个百分点。2016 年

全省生物医药和健康产品制造实现工业增

加值 174.6 亿元，同比增长 14.9%，超过全

省工业增加值增幅（8.9%）6个百分点。

经过多年建设，全省拥有国家和省级

重点实验室 11 个、技术研发服务平台 12

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5 户、省级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 39 户。这些科技创新平

台，成为云南发展生物医药健康产业的有

力支撑。

2016 年，云南省争取到中央财政专项

资金 1.8 亿元，甾体激素原料药、药品升级

及生产迁扩建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支持；肠

道病毒 71型灭活疫苗四期临床、六类新药

Ⅰ型+Ⅲ型双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临

床前、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化学 1 类新药苯

甲酸钾Ⅱ期临床等项目获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支持。

省科技厅整合科技经费 2.2亿元，围绕

创新品种临床试验、民族药开发、医疗机构

制剂研发、药品二次开发、中药材种植技术

研究和新品种培育、人才团队和平台建设、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组织实施一批重大

科技项目。

2016 年，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医药企业

技术改造资金 1525 万元，支持省内医药企

业及科研机构进行新药研发项目。云南白

药等企业已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45 个

品种。昆明医学所申报各类科研基金项目

122项次，申请发明专利 16项，获得专利授

权 11 项。同时，全省还加快推动智能制

造，全省 24个省智能车间（生产线）示范项

目中，医药类项目有 5个。

按照规划，云南提出了“147”发展战

略、细化了 56 项重点内容，目标是到 2020

年，全省医药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00

亿元，工业增加值 450 亿元。培育年主营

业务收入超 200 亿元企业 1 家，50—100 亿

元企业 2家，10—20亿元企业 20家。

云南将以产业链为引领，部署创新链、

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五链统筹”推进

云南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打造

生命科学创新中心、健康产品制造中心、候

鸟式养生养老中心、高原运动健身中心、民

族健康文化中心、高端医疗服务中心，构建

覆盖全省一年四季最优越气候条件的大健

康产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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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建良）经过为期

两年半的不懈努力，日前，中国重汽设计制

造的氢燃料码头牵引车在济南正式下线。

据中国重汽集团新能源汽车项目领导小组

组长韦志海介绍，中国重汽于 2014年 12月

份启动氢燃料汽车研发工作，与加拿大一

家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今年 5 月首台样车

完成装配，现已通过了一个多月的全负荷

测试。“可以说，我们在氢燃料汽车领域迈

出的这一步已经成功。”韦志海说。

据了解，氢燃料牵引车采用增程式技

术方案，燃料电池作为增程器，可根据实

际需求配置氢气瓶，满足各种运营工况。

整车主要以氢气为燃料，动力电池作为辅

助系统，通过 3—5 分钟的加氢时间即可

充满氢气，动力电池几乎不用补电，避免

了纯电动汽车长时间充电的问题。氢燃

料技术作为替代传统汽车、纯电动汽车和

混合动力汽车的技术方案，有望刷新现有

产业格局。

我国成功研发首款氢燃料牵引车

科技日报讯 （记者乔地）我国直径最

大的新型高强耐热镁合金棒材，日前在河

南鹤壁实现量产。这种棒材直径达 630 毫

米以上，主要用于航空航天、尖端武器等领

域，如航空直升机传动系统主承力结构件、

机载火箭发射架主支撑梁以及地空导弹仪

表舱、尾舱和发动机支架等。

由鹤壁万德芙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这种棒材，已应用于我国部分武装直升

机和新型导弹上，并通过试飞、试制。镁

被称为“国防金属”，镁合金是制造业中最

轻的金属结构材料之一，在汽车、电子、国

防军工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作

为国内镁加工产业示范基地，鹤壁年综合

加工能力近 30 万吨，镁粉（屑、粒）约占全

国总产量的 50%以上，镁牺牲阳极约占世

界总产量的 40%以上。我国唯一的国家

级镁及镁合金产品检测机构于 2013 年落

户鹤壁。

鹤壁市现有金属镁骨干企业20余家，拥

有独立知识产权及专利技术60多项，初步构

成了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

国内直径最大金属镁棒材在豫量产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晔）以科研单位为依

托，农技推广、龙头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共同参

与的“全国梨产业协作组”，7 月 27 日在南京

成立，该协作组将打造集“技术研究—成果物

化—培训推广—市场营销”为一体的梨成果产

业化链条。

近十年来，梨体系的专家围绕产业链关键

环节的重大问题，并结合我国的产业实际和生

产经验，初步形成了一系列以省力化栽培技术

为核心的梨生产技术体系。但是，由于许多研

发的新品种和新技术尚未能在产业中快速和

有效转化，产业提升的空间还很大，距离建设

梨的产业强国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同时，梨产

业发展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南京农业大学张绍铃教授表示，在这样的

产业背景和市场形势下，亟须进一步加强产业

链各环节、各相关单位（尤其是科研院所与龙头

企业、合作社等）之间的交流协作，搭建一个紧

密衔接、高效协作的全产业链交流合作平台。

全国梨产业协作组
在南京成立

科技彩云南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建高 通讯员刘
泽滨）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函确定第一

批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地方，青岛、

厦门、深圳、苏州、上海徐汇区等 6 个市

（区）成为首批试点。

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工作

是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部署的重点改革

任务，旨在通过在试点地方深化知识产权

综合管理改革，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管理、服务的链条，推动形成符合我

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符合知识产权发展的

内在规律，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和惯例的知

识产权体制机制。

青岛市创新资源集聚度高、辐射带动

作用强、知识产权支撑创新驱动发展需求

迫切，通过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

划，高标准推进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

设，以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培育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为重点，推动青岛市知识产

权工作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青岛成首批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城市

科技日报讯 （徐春浩）近日，由海峡两岸

应急管理学会、河南理工大学太行发展研究院

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应急管理高峰

论坛暨第十二届全国“应急管理——理论与实

践”研讨会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海峡两岸应

急管理学会理事长蔡俊章等参加开幕式。

来自海峡两岸的应急管理部门、高校、科

研院所、企业、学术团体等的专家学者 189 人

参加了研讨。论坛围绕大中华地区共同面对

的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食品安全与传染

病疫情、跨境犯罪、反恐、电信诈骗等公共安全

威胁，就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与国际比较、大数

据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反恐与跨境犯罪、校

园暴力与欺凌、突发事件中的新媒体与舆情、

应急产业的发展道路与应急管理、保全（安）理

论与实务、应急救援中的社会参与等议题，在

3个会场开展了 14个单元、82人次报告的学术

交流，在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层面展开热烈讨

论，提出了许多科学见解和政策性建议。

第二届海峡两岸
应急管理高峰论坛举行

科技日报讯（记者魏东 王延斌 通讯员

王媛媛）钢铁产业是山东省近年来发展迅速

的优势传统产业之一，但也存在着产品档次

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能耗高等诸多

问题。7月 25 日，由山东省科技厅、中科院沈

阳分院联合主办的中科院 STS区域中心项目

验收会在济南召开。记者了解到，通过院地

技术合作攻关，地方企业已系统转化了高品

质特殊钢成套制备技术，并建成了国内首条

高端装备用特殊钢智能清洁制备示范线，成

功解决了装备制造业大型特殊钢产品的偏

析、疏松、夹杂等共性问题。

“院地合作有力地支持了山东重点产业

发展，为山东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山东省科

技厅厅长刘为民表示。据介绍，截至 2016 年

底，山东省与中科院共有 736 个项目正在进

行合作，其中 2016 年使技术转化企业实现新

增销售收入将近 300亿元。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还联合中科院理化

所、沈阳自动化所、长春应化所等研究力量与

西王特钢有限公司布局了 STS山东区域中心

项目——“先进钢铁加工技术在山东应用推

广”，开发出控氧纯净化等成套技术，并研制了

自动化全封闭气密保护浇钢车，建成了国内首

条高端装备用特殊钢智能清洁制备示范线，成

功实现了高品质特殊钢的安全、稳定批量化生

产，并具备了年产 30 万吨大型优质钢锭和 10

万吨高品质锻材的生产能力。截至目前，已开

发、生产、销售特殊钢品种 120余类，产量超过

12 万吨，产值 4亿多元，其中 H13 等多个型号

的高性能模具钢、高均质轴类钢和高品质特厚

板等多项产品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院地合作让山东产出高品质特殊钢

科技日报讯 （记者乔地）在郑州，“超亿

元税收楼”已达 29 栋！7 月中旬发布的河南

省经济半年报显示，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

42.8%，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0.3%。在

河南经济发展史上，服务业对 GDP 增长的贡

献率首次过半。

根据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全

省 GDP20307.72 亿元，增长 8.2%。其中，第

一 产 业 增 长 4.4% ，第 二 产 业 增 长 7.5% ，第

三 产 业 增 长 10.0%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由 工 业

主 导 转 向 服 务 业 主 导 的 趋 势 更 加 明 显 。

居民收入“跑赢”GDP，全省居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9406.90 元 ，增 长 8.9%，企 业 利 润 实

现快速增长。专家预测，下半年经济增速

将快于上半年，全年 GDP 增速有望达到或

超过 8.5%。

半年报显示，河南工业向中高端迈进态

势明显，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符合转型升

级方向的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等快速

增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7.1%，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8.9个百分点，电子

制造和装备制造也分别增长 16.4%、14.7%，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 16.0%。

与此同时，河南房地产开发投资 2965.95

亿元，增长 22.9%，增速比一季度高位回落 2.3

个百分点。专家认为，在房地产回落的同时，

河南 GDP 增速却在加快，企业利润率、人均

收入都在持续增长，这说明河南经济增长对

房地产的依赖程度在降低，转而主要依靠高

科技产业，对资本、项目、品牌、人才的集聚能

力提高。河南经济正在经历由工业主导转向

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化时代的重大转变，越

来越多拥有高质量、多元化、精细化的生活性

服务业和金融、科技、知识、人力资本密集的

生产性服务业。

河南：服务业对GDP增长贡献率首次过半

科技日报讯 （张沛 记者胡左）我国科

技基础条件资源家底到底有多厚？7 月 27

日，科技部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摸家底培训

会，部署进一步摸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5 个计划单列市的科技

基础条件资源。

据悉，国 家 科 技 基 础 条 件 资 源 调 查 自

2008 年开始，现已基本摸清了高校和科研

院所和部分科技企业的科技资源家底。其

中包括重大科研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研究

实验基地、生物种质保藏机构、科学数据库

等科技资源的建设、管理和开放共享信息，

涉及 36 个中央部门和 31 个省市自治区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 个计划单列市所属的

4050 家法人单位。2016 年调查结果显示，

重 大 科 研 基 础 设 施 39 项 ，核 心 仪 器 设 备

831 台（套），原值 38.17 亿元；50 万元以上大

型科学仪器设备约 7.3 万台（套），仪器设备

原值 1041.6 亿元；国家级科研基地 1051 个；

科学数据库 1068 个；生物种质和实验材料

资源库 435 个；4000 多家法人单位拥有的科

技活动人员总量 141.7 万人；当年承担课题

总量 54 万项、发表论文 90.5 万篇、专利授权

数 10.47 万项、发明专利累计拥有量 35.5 万

项 、当 年 获 得 的 科 技 成 果 奖 励 数 量 1.5 万

项 。 2016 年 调 查 涉 及 地 方 所 属 单 位 3452

家，超过总数的 85%，调查单位数量排名前

5 位的地方是湖北、山东、山西、江苏、广东；

大型仪器数量排名前 5 的地方是上海、江

苏、北京、浙江和广东。

培训会要求各地在 2017 年资源调查工

作中深化数据分析利用，加强资源调查对重

点工作的支撑作用。据有关方面负责人介

绍，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是为优化资

源配置、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奠

定基础。

我国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家底有望摸清

正值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深圳
举办之际，位于深圳梧桐山脚下的国家兰
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国
家兰科中心”）向与会者揭开面纱，国家兰
科中心科普馆暨兰花自然历史博物馆同
时正式开放。国家兰科中心成立于 2006
年，目前收集保存的国产和国外兰科植物
以及种质资源样本 27864 份。中心旨在
开展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研究工作，提
高兰科植物保护水平，推动中国兰科植物
保护事业的发展。图为与会者在国家兰
科中心的大棚里拍摄盒柱兰。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探秘“国家兰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