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2015 年 3 月 6 日 星期五

主编 赵英淑
责编 滕继濮

杨 靖
段 佳
陈 萌

2015

特
别
策
划

L
I A

N
G
H
U
I T
E
B
I E
C
E
H
U
A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陕西是西北地区的重要省份，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陕西发展得怎么样，不
仅关乎三秦大地父老乡亲福祉，而且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一带一路”战略、对西北地区稳定
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陕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

统筹科技资源改革，持续推进创新型

省份建设，科教大省的潜能正在聚集

释放，科技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2014 年陕西经济增速达 9.6%、位

居全国第一方阵，经济发展的内生动

力和活力显著增强。全国两会前夕，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

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

适应新常态 抢占制高点
——访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

文·本报记者 史俊斌

记者：陕西作为科教大省，率先在

全国开展了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工作，请

您简要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赵正永：2009 年 ，国 务 院 颁 布 了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赋予

陕西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的重要任务，

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党

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

下，陕西以打造西部创新高地为目标，

以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为方向，

整合各类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政

策引导，着力破解科技资源“分散、分

离、分割”现象，积极为建设创新型国

家探索新路径。

以项目为牵引、联盟为依托，促进

企业技术创新。围绕大型企业集团和

各地特色产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集

中力量抓一批位于科技前沿、对国家

有贡献的科研项目，着力推动高温陶

瓷新材料、煤油气综合转化、西安交大

3D 打印、西工大无人机应用、中科院

陕西地环所城市空气净化装置等项目

研发，有些已经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

“十三五”末发挥支撑引领作用。现

在，陕西的科技、人才、环境等优势，吸

引着韩国三星公司的数据研发、美国

3M 公司的技术研发、中兴智能终端研

发等中心落户陕西，加快推动企业技

术创新，实现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

的有效贯通。

以科技园区为载体，集聚创新要

素，释放创新活力。陕西有 6 个国家级

高新区，两个国家级航空航天产业基

地，集聚了各类创新要素，形成了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能源化工、

现代农业等产业集群，吸引了三星电

子、应用材料、美光、陶氏化学等 90多家

跨国企业落户。2014 年全省高新区实

现营业收入超过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以上。

以促进成果转化为目标，部署创

新链、完善资金链。制约科技成果转

化的因素比较多，结合陕西实际，主要

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试环节断档，一

个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针对这

些问题，我们注重抓关键、链节点、解

难题，加快建设一批中试基地，重点支

持 3D 打印、“水煮煤”、GPU、光通信芯

片等重大中试项目，设立成果转化引

导基金和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效解

决企业“融资难”。全省技术合同交易

额连续 4 年保持“每年上一个百亿元台

阶”势头，2014 年达到 639.98 亿元、跃

居全国第四位。

以科技资源统筹中心为平台，促

进 科 技 资 源 共 享 共 用 。 在 全 国 率 先

建成科技资源统筹中心，建立资源共

享、研究开发、科技金融、成果转化和

综合业务五大平台 12 个系统，实施双

向补贴机制，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实

现各类创新要素的统筹协调、共享共

用 。 全 省 大 型 科 学 仪 器 开 放 共 享 设

备达 7200 台（套），科技资源信息量超

过 5 亿条。

统筹科技资源
贯通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

记者：陕西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

起点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心区位，如

何更好地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

赵正永：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来

陕西视察工作时指出：“陕西是西北

地区的重要省份，是实施‘一带一路’

战 略 的 重 要 节 点 。 陕 西 发 展 得 怎 么

样 ，不 仅 关 乎 三 秦 大 地 父 老 乡 亲 福

祉，而且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一带

一路’战略、对西北地区稳定都具有

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深化国际间的

科 技 交 流 和 创 新 合 作 ，是 加 快 推 进

“ 一 带 一 路 ”战 略 的 核 心 内 容 之 一 。

我 们 及 时 出 台 陕 西 建 设 丝 绸 之 路 经

济带新起点《规划》，围绕搭建政策互

信平台、构建立体化交通体系、深化

贸易投资合作、打造区域金融中心、

加强教育文化交流等“十件事”，着力

打 造“ 一 带 一 路 ”科 技 合 作 创 新 高

地。成功举办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杨凌农高会、丝绸之路经济带科技合

作论坛，经济带沿线 13 个城市共同发

布《西安宣言》。合作建成中俄丝绸

之路高科技产业园，在中亚国家推进

光伏发电、石油炼化、“苹果友谊园”、

节水灌溉等项目，陕西企业在中亚国

家建立 7 家工厂，进一步深化与丝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合作。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视

野、更加宽广的胸襟，加大国际间科技

研发合作，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新

拓展：支持高校、院所、企业与丝路沿线

国家在境内外共建产业园；依托延长石

油集团、陕煤化集团等省属国有企业深

化与中亚国家和澳大利亚等国在资源

勘探、开发领域的合作；支持西安交大、

西北大学等院校与丝路沿线国家建设

大学联盟，开展联合办学与科学研究；

深化科技文化合作，共同开展文物保护

和考古研究。

科技支撑引领
打造“一带一路”新高地

■创新案例

陕 西 以 打
造 西 部 创 新 高
地为目标，以推
动 科 技 与 经 济
紧 密 结 合 为 方
向，整合各类资
源，创新体制机
制，强化政策引
导，着力破解科
技 资 源‘ 分 散 、
分 离 、分 割 ’现
象，积极为建设
创 新 型 国 家 探
索新路径。

“

” 2014 年 7 月 31 日，延长石油集团靖边化

工园区煤油气综合转化项目所有装置全流程

打通，生产出合格的聚乙烯、聚丙烯产品，标

志着全球首套以煤、油、气为综合原料制烯烃

的大型联合装置一次试车成功，这一项目集

成创新了全球 14套顶尖技术，对陕西乃至全

国煤气油资源深度转化、高效利用具有重要

的示范引领作用。

1905 年延长石油创建，1907 年打成中国

陆上第一口油井，开启了中国大陆石油工业

的篇章。2013年至 2014年，该公司两次跻身

世界 500 强企业，特别是在去年世界原油价

格连续下跌的背景下，企业营业收入一举突

破 2000亿元，实现利税费总额 525亿元，提前

一年实现“十二五”发展目标。

骄人成绩的背后，是该集团近年来持续

不断地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抓以企业

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为其自身跨越发展

提供了强劲动力。2014 年企业科技创新投

入资金达到 80 亿元，是 7年前的 28 倍。通过

全国范围内重组并购，整合形成了集团研究

院、西北化工研究院、陕西省石油化工研究设

计院、北京石化工程公司和碳氢资源高效综

合利用研究中心等 5 个特色突出、优势明显

的科研设计机构，并与陕西及全国范围内的

十多家知名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

关系。与陕西省科技厅进行战略合作，共同

设立“延长能源化工专项”，创造了政策、资

金、技术、人才等资源高效集成和产、学、研、

政结合的“延长模式”，让企业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发展方式找到了符合陕西资源禀赋的现

代化路径。

在良好的科技平台和优质智力资源的支

撑下，延长石油近年累计完成国际科技合作

与交流专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课题 140

多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3项，获得国家授

权专利 249项，取得了丰硕的技术成果，形成

了一整套适合本区域“三低”油田勘探开发的

技术体系，鄂尔多斯盆地深层勘探技术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有限的资源条件

下，企业原油产量连续 8 年保持千万吨以上

稳产，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连续 4年超过 1

亿吨。通过加快课题研究和技术攻关，其陆

相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也走在全国前列，成

为全国第一个页岩气建产区和首个国家级页

岩气示范区。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合作开发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汽

油固定床超深度催化吸附脱硫组合技术，经

专家鉴定为国际首创，整体技术处于国际同

类技术的领先水平。2014 年，延长石油提前

完成了国Ⅴ汽柴油工艺调整、油品置换和市

场投放，使陕西省国Ⅴ标准油品升级比国家

要求提前了 3 年多，对全省“治污降霾”发挥

了重要作用。

目前，延长石油拥有 1 个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6 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7 个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成集团 10 大研发平台，

在建 8个省级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3个化

工产品中试基地，形成了涵盖油气勘探开发、

石油化工、煤化工、精细化工、工程设计等多

专业的科研平台，设立了陕西省 1 号院士专

家工作站、陕西省博士后创新基地，成为陕西

乃至全国能化行业的人才高地。

延长石油：

创新驱动“逆生长”

记者：国家提出要把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作为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

重大举措，请您谈谈陕西的思路。

赵正永：创新驱动发展是党的十八

大统筹国际大势、着眼发展全局做出的

重大战略部署，新一轮产业变革风起云

涌，科技创新正成为提高竞争能力的核

心。陕西要实现后来居上，关键是要在

创新驱动发展上有所作为，重点做到

“四个坚持”。

坚持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方向。瞄

准 国 际 技 术 前 沿 ，聚 焦 区 域 重 大 需

求，加强核心技术突破，着力增强自

主 创 新 能 力 。 着 眼 于 高 端 化 、智 能

化、绿色化、服务化等发展趋势，加快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升级传统

产业，发展高效生态现代农业，推动

服务业加快发展，大力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

坚持以企业创新为主体。发挥大

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

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

新方面的创新活力，推动企业进入产

业链中高端。支持企业建设高水平研

发机构，突破一批关键和共性技术，形

成一批技术标准，转化一批重大科技

成果。完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

金融等政策、加大国有企业研发投入

量化考核，优化企业创新环境，不断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坚 持 以 园 区 基 地 创 新 发 展 为 承

载。以科技园区、产业基地体制机制创

新为突破口，促进创新要素、生产要素

和投资要素向园区基地聚集。支持西

安交大科技创新港、西安光机所光电产

业园等新型研发组织进入应用和产业

化研发各个环节，突破制约产学研用合

作的体制机制障碍。

坚持以汇聚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

为引领。引进和培养并举，造就高层

次人才梯队。加强人才、项目和基地

相结合，鼓励和支持科技领军人才承

担 各 级 各 类 重 大 科 研 和 重 大 工 程 建

设任务，引导领军人才创新创业带团

队。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积极探索股

权激励等有效手段，持续优化人才工

作环境、生活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制

环境。

提高竞争能力
挺立风起云涌产业变革潮头

记者：目前，国家正制定“十三五”

规划，请您介绍一下陕西在科技创新方

面有哪些具体考虑。

赵正永：“十三五”是实现第一个百

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

期，也是我省建设“富裕陕西、和谐陕

西、美丽陕西”的关键时期。突出创新

驱动发展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提质

增效、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必须摆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我们将以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全面推进创

新型省份建设，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改革是

创新驱动发展的助推器，要敢于破除制

约创新的一切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

加快建立协同高效的区域创新体系，加

强科技发展优先领域、重点任务、重大

项目等的统筹协调，完成现有各类科技

计划的优化整合。转变政府科技管理

职能，把工作重心从直接管理具体项目

和资金分配转移到抓战略、抓规划、抓

布局、抓监督上来。消除科技成果转化

不畅的障碍，建立健全科技人员创新创

业的激励机制。

加快构建关中自主创新示范区。

关中地区是我省科技资源最富集的区

域，集中了全省 70%以上的科技资源，

国家先后批复了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带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

以西安、杨凌为代表的国家级高新区

已经形成了创新优势明显、产业错位

发展的经济带。我们要抓住国家自主

创 新 示 范 区 政 策 扩 大 示 范 试 点 的 机

遇，打造以西安高新区为核心的关中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使创新更加紧

密地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新常态

下新的经济增长极。

促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

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

是核心，也包括制度、观念、管理等全方

位创新。我们要立足国际科技发展前

沿，选择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重点方

向，统筹省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

资源，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中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

技术研究，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推进

商业模式创新，积极培育经济新业态、

创意商业新模式、创造发展新机遇。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立足我

省高校院所多、科技人才多的优势，完

善创新体制机制和政策，引导社会资本

进入全民创业创新领域。培育和发展

创业咖啡、创客实验室、创业苗圃、虚拟

孵化器等新兴创新创业孵化服务机构，

为大众创新创业提供资金、设备、人才、

技术等一揽子专业化服务。完善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与市（区）创新合作机

制，激发科技人员科技创业的积极性、

主动性，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创造发展机遇
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

延长石油靖边全球首套煤油气综合转化项目厂区延长石油靖边全球首套煤油气综合转化项目厂区

延长石油一角延长石油一角

高
端

访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