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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建设创新型国家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此前召开

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

家创新体系作出重大部署，为加快推进我国创新型

国家建设提供强大指引和动力，吹响了迈向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新征程的号角。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文明进步的动力。

作为欠发达后发展地区的广西，如何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高科技进步与创新水

平，加快创新型广西建设，充分发挥科技在加快富

民强桂新跨越、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

重要支撑作用？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广西科

技厅党组书记陈大克。

树立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全面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

记者：创新无止境，改革亦无止境。党的十八

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其摆在突出位

置，说明党对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高度重视。对于广

西的科技工作来说，这有着什么样的启示和意义？

陈大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

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进一步突显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全国科技创

新大会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对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

位、加强协同创新、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完善人才

发展机制、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进行

具体部署，为科技创新驱动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国上下正迅速掀起了一个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高潮，各省纷纷出台有力

举措，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科技创新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当前，国内外经济科技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科技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深远，社会各界对科技创新更

加关注和期待，科技发展 面 临 新 的 机 遇 和 挑 战 。

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对于作为欠发达后发展地区的广西来说，显

得更加迫切，更加重要，必须更加应该依靠科技

进步，把科技创新作为主要依靠力和推动力，进

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从广西情

况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召开了全

区科技创新大会，出台了 《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创新型广西的若干意见》 和 《关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广西创新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 及 66 个配套文件，对今后广西科技工作进行

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到 2020 年科技综合实力进入

全国中等行列的奋斗目标。“2+66”文件体系是

今后一个时期广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广西创

新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此外，全区经济工作会

议强调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科技创新

工作寄予了更高的期望。这些文件的出台和全区科

技创新大会等的召开，为进一步掀起自主创新热

潮、全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型广西建设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作为后发展欠发达地区，广西自主创新能力仍

不够强，突出表现为科技基础薄弱、创新型人才缺

乏、科技投入不足、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没有真

正确立、科技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产学研用结合不

够紧密、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以“人一

之，我十之”的精神，全面提高科技进步与创新水

平，加快创新型广西建设，推动富民强桂新跨越。

科技创新呈现强劲势头
科技发展进入重要跃升期

记者：您刚才提到，广西要树立强烈的危机感

和紧迫感，全面提高科技进步与创新水平，加快创

新型广西建设，推动富民强桂新跨越。对此，广西

目前具备了哪些基础？

陈大克：事实证明，只有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以支撑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为主线，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工

程化、产业化为创新驱动的关键和重点，才能使创

新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2009 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审时度势，作出了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广西的重大战略决策，推

动社会全方位的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

向集约型转变、促进产业发展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

技术型转变、促进发展动力由资源要素驱动型向创

新驱动型转变。近年来，广西科技事业得到快速发

展，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创新型广西建设步伐加

快，在稳增长、促转型、扩内需、惠民生、保稳定

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为加快富民强桂新跨越

做出了切实的贡献。全国科技进步水平统计监测综

合评价结果显示，广西科技进步水平在全国和西部

地区排名分别从 2007 年第 30 位、第 11 位上升到

2011年的第 28位、第 9位。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相继出台，科技工作的战

略地位不断提升。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对科技改革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以 2006 年颁布实施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为标

志，广西进入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历史阶

段，启动实施了一批科技重大专项，出台了一批重

大创新政策。以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

新型广西”战略为标志，广西正式启动创新型广西

建设，广西科技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以自治区第

十次党代会上提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

型广西作为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的重要支撑为标

志，强调要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加快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大力培养引进创新型人才，营造全民创新环

境。以召开全区科技创新大会、出台“2+66”文件

体系为标志，对深化科技体系改革、加快广西创新

体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开启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广

西的新征程。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以科技创新引领“四化”同步发展、支撑“五

位一体”建设。2012 年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

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同时，强调要“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目标任务。

千亿元产业重大科技攻关工程扎实推进，自主

创新取得新成就。围绕汽车、机械、有色金属等千

亿元产业发展，整合优化创新资源，千亿元产业领

域重大科技专项、第五轮创新计划七个工程等取得

了新成绩。近五年来，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广西糖业综合利用率由 13%提高到 41%，稳居全国

第一位；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可再生空气混合动力

柴油发动机、世界最大的机械式硫化机、国内首台

达到欧洲第五、第六阶段排放标准的柴油发动机、

国内最大的轮式装载机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产品

和技术，为微型汽车、轮式装载机、柴油内燃机、

多功能乘用车等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排全国第一

位、食品和汽车等 8 个产值超千亿元产业提供了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创

新取得新成就。2012 年全区通过审定的农业新品种

116 个。其中，“北部湾 1 号”南美白对虾通过国家

新品种审定，成为广西第一个获得国家认定的水产

新品种。桂单 0810 等玉米新品种，成为能够与跨国

公司玉米品种抗衡的、为数不多的优良品种。水稻

新品种“特优 269”百亩示范平均产量超过国家超

级稻品种亩产标准。成功育成广西首个亚热带天然

黄色茧蚕品种——“桂蚕 H9”等桑蚕新品种。进一

步加强了 50 个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县和百色、北

海两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全年新认定 43 个

广西农业良种培育中心、67 个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

示范基地、181 名农村科技特派员，12 个县区获国

家科技富民强县立项。通过开展新品种选育、先进

技术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工作，广西动植物

良种覆盖率达到 90%以上，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亚

种间克隆水牛、世界首例冷冻胚胎克隆水牛,亚热带

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水产品养殖品种抗寒关键技术等

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糖料蔗、蚕茧、木薯

等产量继续稳居全国第一位。

高新区强力引擎作用进一步显现，高新技术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新态势。2012 年，为

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快高新区建设，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今后一个时期加快高新区

发展作了全面部署；批准建立了梧州高新区和钦州

高新区，广西高新区数量达到 6 家。国家级高新区

建设创新型特色园区工作全面启动，桂林和南宁国

家高新区建设创新型特色园区方案通过了科技部评

审。2012 年，南宁、柳州、桂林和北海四个高新区

完成工业总产值 2714.88亿元，工业增加值 765.06亿

元，营业总收入 2817.48 亿元，出口总额 27.50 亿美

元，分别是 2007 年的 3.68 倍、3.53 倍、3.16 倍和

3.97 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建

设加快。河池有色金属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被认定

为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以电子信息、生物与新

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进一步发展壮大。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

扶持和引导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生物农业、新材

料、先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养

生长寿健康等产业发展。

民生科技工作进一步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能

力得到新提升。在生态环境、人口健康与食品安

全、防灾减灾与公共安全等民生领域，开展科技攻

关，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启动

“金属尾矿资源高效利用和安全处置”等民生领域重

大专项，在采矿、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大力推

广应用安全环保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

料，为完成国家下达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削减目标提

供科技支撑。广西首次在国内建立了市、县、乡

（镇） 统一指挥的三级急救网络，在国际急救领域中

探索了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一体化院前急救模

式，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广西在国内率先开展

了曼地亚红豆杉生长特性与紫杉醇含量特性研究，

为制定药材质量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筛选出 3 个

林果新品种和 3 种分类方法应用于漓江生态修复和

旅游管理。科技扶贫工作深入推进。

科技基础进一步夯实，持续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科技投入持续增加。加大支持力度，不断增强

财政科技投入对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引导作用。2012

年全区财政科技拨款 42.1 亿元，同比增长 161.6%。

获得国家各类科技项目 （课题） 607 项 （个），获得

支持经费 3.44 亿元，同比增长 6.3%和 11.44%。高层

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取得新进展。聘请 50 名自治区主

席院士顾问，总数达到了 116 名；新聘请 23 名八桂

学者，总人数达到 48 名。创新平台和基地建设持续

加强。截至 2012 年，广西已建设有 2 家国家重点实

验室、3 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8 家自治区重

点实验室、25 家自治区工程院、23 家千亿元产业研

发中心、125 家自治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一批国

家和自治区级科技创新平台。基础研究工作再上新

台阶。2007—2012 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60 项，资助经费 5.52 亿元。2012 年，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436 项，资助经费 2.06 亿元，获资

助项数和支持经费再创历史新高。广西科研人员首

次主持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重大科学目标导向项

目子课题，首次作为第一作者在国际顶级杂志 《自

然》 系列期刊发表论文。

全民发明创造活动全面开展，全区发明创造实

现新突破。全区发明创造大会成功召开，全面部署

和推进发明创造工作。组织开展全民发明创造活

动，实施发明专利倍增计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专利

条例》 颁布实施，专利行政执法工作加强，专利创

造环境不断优化。第一届广西发明创造成果展览交

易会举办，全区各地约 2000 件发明创造成果参展参

会，签约总金额 3.4亿元。2012年，全区专利申请总

量首次突破万件大关，达到 13605 件，同比增长

67.84%；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6507 件，同比增长

136.02%，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07 个百分点，

居全国首位。专利授权总量达到 5902 件，同比增长

34.11% ； 其 中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901 件 ， 同 比 增 长

42.11%，增长率比全国高 14个百分点。

协同创新向纵深推进，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

面向东盟的科技合作再上新台阶。圆满完成首届中

国—东盟科技部长会议、中国—东盟科技合作伙伴

计划启动仪式和中国—东盟博览会先进技术专题展

的组织承办工作。广西水牛研究所获批准为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累计达到 5 家。认定了首批 10 家自治

区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中国—东盟科技合作与技

术转移平台建设稳步推进，科技部支持广西牵头在

南宁建设“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科技会商工

作稳步推进。促进了科技资源的集成和优化配置。

科技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签署新一轮部区会商合作

议定书，确定了双方今后 5 年重点合作的议题。自

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双

方重点在加强产学研用等方面开展合作。自治区科

技厅与南宁、北海等市建立会商制度，厅市会商机

制实现 14 个设区市全覆盖。科学技术普及和科技宣

传进一步加强。成功举办了第 21 届广西科技活动

周、2012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活动、“十月科普大行

动”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科普专题活动，推动科普

工作向纵深发展。

总的来看，广西科技事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

发展时期，广西科技创新呈现出强劲的势头，科技

发展进入了重要跃升期，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创新型广西建设

记者：当前广西已进入加快富民强桂新跨越、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更加迫

切需要科技创新提供强大动力。从广西的发展来

说，下一步科技工作的开展有什么样的考虑？

陈大克：党的十八大为新时期科技改革和创新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于科技部门来说，必须要把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放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胜利、放在科学发展观这一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背景下来理解。同时，也要看到，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是一项涉及科技、经济和全局的系统工程，必

须全面谋划、统筹推进。要把推动科技实力和自主

创新能力的提升作为关键环节，把推动经济实力和

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作为首要任务，把推动综合国力

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作为根本目的，把推动科技体

制改革作为重要动力，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就广西实际来看，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

展，广西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等 7 项经济指标超过

万亿元，已迈进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快速发展

时期，正处于追赶跨越、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的关

键时期。从全国科技进步综合排名来看，广西科技

进步综合水平排在全国第 28 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排在全国第 29位，与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 18位

极不相称。广西经济社会发展要赶超全国平均水

平，必须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迫切需要依靠科技

进步与创新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现代产

业体系，做大做强做优产业；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创

新解决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能源资源不足和生态环

境恶化等重大问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由资源依赖型、投资拉动型向

创新驱动型转变，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

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

引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把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贯穿于“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以自主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支撑内生增长、引领科学发展，在做大经济总量的

同时进一步提升科技含量，全面增强经济发展的质

量、效益和后劲，推动富民强桂新跨越。

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结

合广西科技发展实际，广西将围绕实现加快富民强桂

新跨越、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支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为主线，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

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突出重点区域和重

点产业创新发展，突出改革开放和全民创新，突出创

新体系和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使创新成为驱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为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提供强有

力的重要支撑。今后 5 年，广西要推动创新型广西建

设取得新成就，其中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明

显提高，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提高到 3 件以上，

为加快富民强桂新跨越、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有力支撑。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广西创新体系建设

记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大背景下，广西今年如何抓住关键环节，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陈大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把科技

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实力的战略支撑，

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3 年是加快创新型广

西建设、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承上启下的重要一

年，我们要继续按照“强基础、提能力、促发展、

惠民生”的思路，全面落实建设创新型广西的重大

部署，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工程化、产

业化为创新驱动的关键和重点，夯实科技创新基

础，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产业科技创新，

优化创新发展环境，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

快建设广西创新体系，为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提供

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和工程，推动重点领

域跨越发展。一是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和创新

计划工程。加强组织协调，加快推进 11 个重大专

项工作和广西创新计划 7 个工程实施，力争攻克

更多的关键共性技术，获取更多的重大产品。加

强项目的督促检查，确保主要指标实现“时间过

半、目标任务过半”。 二是加快实施千亿元产业

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加快推进相关项目的实施，

力争在原有基础上，再攻克一批产业技术难题，

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新技术。加

强对项目的监理，确保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实施质

量。加强科技成果的管理和转化推广，加强专利

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

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和基地建设，增强科技创新

后劲。一是加快建设 25 个自治区工程院。加强指导

和引导，明确定位，规范首批 25 个自治区工程院的

建设、运行和管理，促进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向

工程院流动，加快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推动

广西特色优势产业向产业链高端发展。二是加快 23

家千亿元产业研发中心建设。组织实施千亿元产业

研发中心能力提升行动，引导千亿元产业研发中心

建设依托单位加大投入，完善科研条件，加强考核

评估，积极推进有条件的千亿元产业研发中心申报

各类国家级研发平台。三是加强各类创新平台建设。

强化高新区的作用，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是加快高新区创新发展。加快

推进南宁、桂林和柳州高新区建设创新型特色园

区。加快北海高新区建设，推动其升级国家高新

区。加强梧州和钦州高新区建设的指导。积极推进

符合条件的高新区争创国家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试

点，推进柳州高新区创建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市新建自治区级高新区。二是

做大做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三是全面加快科技企

业孵化器建设。四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五是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攻关。

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一是组织农业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实施

“粮食安全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等农口重大科技专

项，在粮食、甘蔗、木薯、桑蚕以及畜禽、水产等

优势特色产业开展新品种选育和高效种植、生态健

康养殖、疫病防控等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培育出一

批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获得一批重大科技

成果。二是加快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县建设。三

是加强基层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四是加强农村科技

创新平台和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实施民生科技工程，推动科技成果更多惠

及人民群众。一是加强人口与健康领域科技攻关。

加快实施“中药现代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重大

专项，重点在三七种植、罗汉果产业链延长等领域

开展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研究，为提高广西

健康水平提供科技支撑。二是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科

技攻关。三是加强公共安全技术研发。重点加强食

品安全、重大生产事故预防、重大突发事件应急、

防灾减灾和城市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转化

应用。

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

体地位。一是加快创新型企业建设。新认定 10 家以

上自治区创新型试点企业,30家以上自治区创新型企

业。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完善技术创

新平台，健全创新投入机制，促进创新产品增长，

示范带动产业走创新发展道路。二是加强高校科研

院所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建设。支持高校加强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支持高校、科研

院所和企业共建创新平台，联合申报课题，开展多

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加强协同创新，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通过项目和资金的引导，加强科研院所创

新能力建设。三是加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

完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加强创新人才及团

队建设。充分发挥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作用。完善自

治区主席院士顾问服务广西的工作机制，建立院士

工作站，为院士顾问及其团队来桂开展决策咨询、

科研、学术交流、人员培训等活动提供综合服务。

组织院士顾问及其团队服务企业，开展重大决策咨

询，攻克技术难关，转化应用一批科技成果，解决

一批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帮助广西引进和培养一批

创新创业人才。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八桂学者”岗

位管理，促进广西“八桂学者”建设工程健康发展

并受到实效。进一步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和创新研究

团队建设。发挥各类科技项目、平台和基地对青年

人才的培养作用，继续加大对广西杰出青年基金项

目和创新研究团队项目的支持力度，积极培养一批

优秀青年人才和创新研究团队。

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发明创造实现新

的跨越。继续实施 《广西发明专利倍增计划》。加快

实施科技项目、创新平台、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发

明专利倍增工程，加大发明专利申请资助和授权奖

励力度，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10000 件，全区每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 件。继续办好广西发明创

造成果展览交易会。加强专利服务机构建设。继续

开展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科技合作与交流，吸引更多的创新资源向

广西集聚。继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加强 5 个国家

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 10 个广西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建设，新认定一批广西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全面落

实自治区人民政府与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等部门和单位签订的科技合作协议确定的各项

议题，积极策划和组织实施一批科技项目，争取更

多的国家资源落户广西，推动会商工作取得新进

展。进一步深化厅市会商、厅际会商机制。继续参

与泛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的科技合作，加强与兄

弟省市科技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建设中国—东盟科

技合作与技术转移平台。加快中国—东盟科技合作

与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启动和建设“中国

—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承办好第十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先进技术展和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

论坛，组织开展系列相关活动，推动与东盟国家科

技合作与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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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图为广西科技厅党组书记陈大克。 王俊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