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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简称“西安研究院”），始建于 1956 年 5

月，是煤炭工业部门建立的第一个专业煤

田地质科学研究机构,是煤炭行业唯一专门

从事煤田地质与勘探的大型研发实体，是

煤炭安全高效开采地质保障技术、装备与

工程领域具有突出综合优势的国家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

翻开西安研究院 60 年的光辉篇章，一

系列科技奇迹历历在目：共完成科研项目

1440 项，承担国家 973 项目 5 项 （其中首

席单位 2 项），863 计划项目 2 项，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资助项目 2 项。不少研究成果

达到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截至 2016 年 5

月底，有 327 个科研项目获国家、省部级

科技奖励；主持或参加制定并获得批准的

国家和行业、省级标准 107 项，获授权专

利 273 项 ， 出 版 专 著 、 译 著 、 手 册 、 规

定、论文集等 102部 （册），参加了第一部

和 第 二 部 《中 国 煤 田 地 质 学》 的 编 写 ，

84%以上的科研成果程度不同地在生产建

设或找煤勘探工作中得到推广应用或转化

为科技产品。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央企业先进

集体”“陕西省先进集体”“陕西省劳动关

系和谐企业”等殊荣，谱写了一曲煤研人

自主创新、勇攀高峰的赞歌。

60年来,科技创新和发展
科技产业,成效突出

建院以来，西安研究院与国家同发

展，与时代同进步，牢记使命，肩负重

任，适时制定发展战略与规划，绘就出各

个历史阶段的宏伟蓝图。

西安研究院抓发展、搞改革、促开

放，竭诚为煤矿安全高效开采服务，积极

为煤炭科技进步做贡献。始终围绕煤炭生

产建设的主要任务进行科技创新，以解决

煤炭地质与勘探，煤矿安全高效开采地质

保障技术、装备与工程领域的重大疑难科

技问题为主攻方向，在煤炭行业最早提出

了“煤矿地质保障技术”“煤矿地质保障系

统”的概念，在开展行业共性、关键性、

前瞻性和公益性研究方面，凭借雄厚专业

技术优势，研发了一批具有行业领先水

平、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装备、新

材料、新工艺、新方法，制定了一批新规

范、新标准，积淀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论

文资料和专著译著，培育了一支强大的技

术专家队伍，造就了优秀的研发、生产、

营销和管理团队。

20世纪 80年代后，西安研究院围绕地

质、水文地质、物探、钻探四大专业，重

点发展了资源勘探与开发、矿山安全技术

与装备、地质与环境工程三大业务板块，

精细地质勘探与煤层气资源开发、矿井水

害防治与救援、智能化钻探装备开发、特

殊地层与特种工艺钻进、矿井综合物探、

地质灾害治理六大核心技术，资源勘探工

程、矿山水害防治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环境保护与治理工程、煤层气 （瓦

斯） 抽采工程、钻探与钻井工程、物探工

程、钻探装备制造、物探仪器制造九大优

势产业，能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装备制

造 和 工 程 承 包 一 体 化 服 务 。 至 2015 年 ，

西安研究院已是全球规模最大、型号最全

的煤矿坑道全液压钻机研发生产基地，钻

探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国内外

煤炭行业专业配置最齐全、综合实力最强

的矿井水害防治技术研发与应用中心，引

领矿山防治水技术进步；是国内最早从事

煤 与 煤 层 气 勘 探 研 究 和 技 术 开 发 的 单

位，拥有先进的煤层气试井与钻采技术

装 备 ， 引 领 煤 矿 区 煤 层 气 抽 采 技 术 进

步；是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多、可靠

性较高的物探仪器研发制造基地和最大

的井下超前探测技术服务中心。

60年来,创新管理体制及运
行机制,彰显生机与活力

建院以来，特别是科技体制改革后，

不断改革管理体制。1984 年起，探索走技

术自强、经营自主、经济自立的改革之

路，1999 年顺利实现了由科研事业型单位

向科技企业的转型。

西安研究院不断健全完善管理体制与

机制，持续改进科研、生产、安全、质量

及营销管理，通过制度建设、企业文化建

设和监督机制建设，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

科技企业管理机制。2000 年起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在结构、平台、队伍、投入和激励

诸环节不断完善，至 2016 年 5 月底，院所

两级初步形成层次清晰的研发中心、学科

齐全的专业平台、结构合理的研发团队、

确有保障的经费投入、能力与贡献匹配的

激励机制；生产、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建

设，在机构、制度和流程诸环节不断完

善；全面构建了涵盖院、所和区域公司

（或办事处） 三级新营销体系，实现了销售

与售后服务的一体化，初步形成以优势技

术带动装备与工程，提供集技术、装备、

工程总承包及服务于一体的商业模式。

2001 年起，制度体系和管理方式建设

在架构、内容和实施诸环节不断完善，至

2016 年 5 月底，基本形成由组织制度、管

理制度和监督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

60年来,国际国内交流与
合作,取得长足进展

建院以来，西安研究院一直重视对内

对外交流与合作，1967年至 2015年，先后

与 30多个国家的有关机构和国际组织建立

了合作交流关系，与 12个国家开展了科技

贸易，完成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

《中国煤矿区煤层气资源评价》《煤矿地下

水害防治》 等 9 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共

派 出 133 批 421 人 次 到 近 30 个 国 家 和 地

区，参加国际会议，进行科技考察、科技

交 流 、 科 技 合 作 和 业 务 研 修 ； 承 办 了

“1996 国际采矿技术研讨会”“2011 西安—

煤矿安全高效开采地质保障技术国际研讨

会”等，与国际同行和业界专家相互交流

了采矿技术领域的趋势动态、理论方法和

技术装备，提高了西安研究院的国际知名

度。企业化转制后，先后与 34个重点煤炭

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地方政府，

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或联合组建了科研教

学基地、实验研究基地和研发机构，实行

产学研相结合，通过在科技研发、技术服

务、工程承包、产品营销等方面的合作，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集中解决煤矿安全高

效开采地质保障的重大科技问题，全面提

升各自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实现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

60 年来，作为西安研究院的建设者和

历史创造者，一代代煤研人走过了艰难困

苦的岁月，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奋斗,创造了

不可磨灭的业绩，他们为西安研究院的发

展壮大，栉风沐雨，辛勤跋涉，开拓拼

搏，忘我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60 年来，无论是煤研所时期的所长燕

蔷、王竹泉，所党委书记王世明、董跃

先、张欣荣；还是研究院时期的院长叶春

时、潘振武、赵学社、董书宁，院党委书

记冯秉清、马尚贵、封喜华、刘心阳、王

伟邦、屈连忠、李俊良、王泽进等主要领

导人，在各个历史阶段，都能团结带领领

导班子和全体职工，为西安研究院的发展

壮大、创新求强、开拓奋进，作出了重要

贡献，他们倾注的心血、做出的业绩、具

有的情操，彰显了带头人和领导者的风范。

60 年来，西安研究院科技创新取得丰

硕成果，逐步建立了多个国家煤炭工业重

点科学研究实验室及国家、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设立了 10 个专业研究所，9 个研

发、检测及服务保障中心和 1 个公司。截

至 2015 年 12 月，拥有职工 1701 人，其中

专业技术人员 1057 人；资产总额 31.78 亿

元，注册资本 1.60亿元。

2015 年，西安研究院进行了发展战略

调整和“十三五”规划编制，明确提出了

以“安全、高效、绿色、清洁”为指引，

以聚才蓄势、和谐发展、创新超越为核心

理念，以培育煤炭地质保障领域世界一流

高科技企业为目标，全面实施领先战略，

聚焦主业，创新驱动，做强以煤为主体、

非煤和国际业务为补充的主业。

甲 子 华 章 ， 以 自 强 不 息 承 厚 德 载

物 ； 任 重 道 远 ， 凭 同 心 同 德 行 向 上 一

路。一个发展中的西安研究院，正以扬

帆 煤 海 抒 豪 情 、 勇 立 潮 头 竞 风 流 的 气

概 ， 众 志 成 城 、 信 心 百 倍 、 励 精 图 治 ，

坚定不移地朝着实现建设煤炭地质保障

领域国际一流高科技企业的愿景，奋勇

前进，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①团结奋进的西安研究院领导班子
②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查看岩芯
③神华集团骆驼山煤矿特大突水灾害

抢险救援现场
④1986年矿井槽波地震仪井下试验
⑤钻探装备生产车间

栉风沐雨六十载 科学发展铸辉煌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60年以煤为本科技创新纪实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上接第一版）
事实证明，武成国不是“无药可救”。他2014年春栽

植的油桃苗，去年长成了可负载 30 斤的结果树，亩产

5000斤，收入5万多元，这让武成国欣喜不已。孙好欣意

识到，“对贫困户来说，赚到了第一笔钱是最好的解药，

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剩下的就好办了”。在孙好欣的支

持下，武成国又忙着把今年春天购买的 1.5亩地黄金油

桃，一亩地的黄金毛桃，都以建棚模式栽植，准备等长成

结果后再建成大棚，脱贫致富的日子已指日可待。

“扶贫工作要从解决突出问题入手，建立有内生动

力、有活力，能够让贫困人口自己劳动致富的长效机

制”，孙好欣做到了。

树立榜样，让“能人”带着闯市场

西安村坐落于卧虎山与梅花山之间，紧邻墨水河，

自古有种植香椿的传统，但前些年，因为市场不好放弃

了。夹在出门打工的人群中，薛长春也在外闯荡了几

年，但手无一技之长的他最终没攒下钱。2014年，妻子

高树风患肺癌，经过多家医院治疗无果逝世，也花光了

家中积蓄，还要供儿子上学。这是最困难的日子。

西安村书记刘文朋最了解薛长春的情况，作为西

安村的“能人”，他意识到必须“现身说法”，为薛长春指

一条路子，“扶上马、送一程”。

香椿种植管理、采摘、包装等技术是一门学问，必

须手把手教；此外，销路也要帮他联系好；同时，建大棚

没钱，他要帮助薛长春申请农商行贷款 3 万元，购买香

椿树苗 3000株，建起一个 1.5亩的香椿大棚。

懂市场的刘文朋眼光“毒”。薛长春家的大棚刚刚

建起来，市场对香椿的需求突然来了个“爆发”，让这个

贫困户一下子翻了身，当年便拿到纯收入 6万元。

谈到薛长春的故事，刘文朋告诉记者：“有些农户

不是不上进，而是不知道如何上进；他们确实需要有人

带，所谓‘田间的意见领袖’带领贫困户致富，这其中，

技术、资金很重要，但市场更重要，你必须把方向给他

们定好了。”

“中央强调精准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精准扶贫’，重在从人、钱两个方面细化方式，确

保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户、到人。”刘文朋把这一点

用“活”了。

制定蓝图，激活“休眠”的合作社

3年前，刘元利所在召兵板栗专业合作社一直处于

“休眠”状态。

前些年，响应国家政策，合作社成立并拿到了国家

扶持资金，但在短期内花完之后陷入沉寂。入了股，却

没赚到钱，这让贫困户刘元利很失望。

从县农业局退下来的总工程师于文瑞看到了这一

切，便主动要求下到这个村帮助合作社。“首先是解决

人的问题，再定方向，最后技术问题‘全包’。”见过世面

的人不一样，于文瑞的想法就是要利用合作社平台规

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因为这样才能赚钱”；通过土地

流转让农民先得到一部分收入，再把这部分农民拉入

合作社打工，赚工资。

通过农业局联系，他对接上县里几个对中草药

需求旺盛的药厂，很快与镇、村干部研究制定了果

树、中药材发展 3 年规划。同时，他通过私人关系邀

请县果树站高级农艺师给社员推广穴施肥水、果品

套袋、整形修剪、病虫防治等先进管理技术，确保产

量和品质。

激活后的合作社“跑了起来”：3年时间里发展板栗

510亩，优质蜜桃 170亩，丹参种植 420亩。

一个合作社撬动了一批社员的致富和几个产业的

崛起；而王元利也实现了 3 年前未曾实现的梦想，赚到

了“第一桶金”。

“中央要求干部帮扶应采取群众‘点菜’、政府‘下

厨’方式，从国家扶贫政策和村情、户情出发，帮助贫困

户理清发展思路，制定符合发展实际的扶贫规划，明确

工作重点和具体措施。”被“激活”的召兵板栗专业合作

社说明于文瑞是个“好厨子”。

科技日报乌镇11月 15日电 （记者刘艳）15 日，第

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前《中国互联网信用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首先发布，直指诚信体系建设仍是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薄弱环节。

该报告由北京盘石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诚信研究院联合发布，在全面分析中国互联

网诚信建设的现况和未来的同时，也给出中国互联网

信用建设应对策略与建议。

盘石网盟董事长兼总裁、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

事长田宁对科技日报记者说：“网络诈骗、钓鱼网站、恶

意程序等网络不诚信事件的频繁发生，反映了目前我

国网络行为的诚信水平还比较低，无论信息发布还是

电子商务，都亟须诚信规范。”

据《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的不诚信行为主

要以电信诈骗、网络赌博(8.7%)、网络贩毒(5.9%)、网络

敲诈(5.5%)、网络侵权(4.1%)、网络售假(3.7%)和网络贩

枪(3.7%)等类型为主。其中，网络诈骗以 19.2%的比例

高居网络犯罪类型榜首。

“如何规范网络行为？最根本的措施就是从重树诚

实信用原则入手。”田宁表示，虽然近年来国家接连发布

指导政策，督促互联网行业建立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

尤其是新近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更全

面填补了互联网的立法漏洞，但是，诚信体系的建设仍

然是中国互联网发展最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田宁说：“我们在教育、监督网民建立诚信观念的

同时，企业也应当以身作则，积极参与网上诚信的建

设，为最终实现网上信息诚信而努力。”

据了解，自 2011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信用认证平

台 CECDC联合北京盘石推出的中国电子商务行业“诚

信网站认证”“诚信示范企业认证”“信用评级认证”等系

列信用评价与认证服务已服务了数十万家中小企业。

但是，“中国网民的安全意识仍需加强。”据田宁介

绍，2015—2016 年经过第三方认证的网站和 APP 数量

占总调研数据的 36.7%，未认证企业占 63.3%，这其中将

近 40%的用户在看到“安全威胁”的标识仍然持“无所

谓”的态度或“继续浏览”。

《中国互联网信用报告》拉开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序幕
2015 年，我国科技经费

投入保持增长，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投入及国家财

政科技支出持续增加，研究与

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

度稳步提高。

一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R&D）经费支出情况

2015 年，全国研究与试

验 发 展（R&D）经 费 支 出

14169.9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1154.3 亿元，增长 8.9%；研究

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

强 度（与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1] 之

比）为 2.07%，比上年提高 0.05

个百分点。按研究与试验发

展（R&D）人员（全时工作量）

计算的人均经费支出为 37.7

万元，比上年增加 2.6万元。

分活动类型看，全国基础

研究经费支出 716.1 亿元，比

上年增长 16.7%；应用研究经

费 支 出 1528.7 亿 元 ，增 长

9.3% ；试 验 发 展 经 费 支 出

11925.1 亿元，增长 8.4%。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经 费 支 出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

5.1%、10.8%和 84.1%。

分活动主体看，各类企业

经费支出 10881.3 亿元，比上

年增长 8.2%；政府属研究机

构经费支出 2136.5 亿元，增长 10.9%；高等学校经费支

出 998.6 亿元，增长 11.2%。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

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 76.8%、15.1%和 7.0%。

分产业部门[2]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超过 500 亿元的行业大类有 7 个，这 7 个行业的经费支

出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支出的比重为 60.8%；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

出在 100 亿元以上且投入强度（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超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的行业大类有 9个。

分地区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超过

千亿元的省（市）有 5 个,分别为江苏（占 12.7%）、广东

（占 12.7%）、山东（占 10.1%）、北京（占 9.8%）和浙江（占

7.1%）。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

生产总值之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 8个,分别

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陕西。

二、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情况
2015年，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7005.8亿元，比上年增

加551.3亿元，增长8.5%；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当年国家财政

支出的比重为3.98%。其中，中央财政科学技术支出3012.1

亿元，增长3.9%，占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的比重为43.0%；地方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3993.7亿元，增长12.3%，占比为57.0%。

[1] 2015年 GDP初步核实数据。

[2] 产业部门仅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年主营

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二○

一
五
年
全
国
科
技
经
费
投
入
统
计
公
报

国
家
统
计
局

科
学
技
术
部

财
政
部

二○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5日电
（记者李禾）15 日，中央第二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

进行了环保督察意见反馈。督察

组认为，黑龙江存在环保工作部署

降低标准、放松要求，小锅炉淘汰、

秸秆禁烧等方面存在部门监管责

任不履行、不落实，哈尔滨市环境

治理工作推进不够有力等问题。

黑龙江曾表示，截至今年 6 月

底，全省燃煤电厂 316 台在产机组

中，96.05%已完成脱硫设施改造；

103 台机组已完成脱硝设施改造，

占总装机容量的 81.1%。

但督察组称，黑龙江《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落实不到位。

2013 年 10 月以来，全省新增注册

每小时 10 蒸吨及以下的燃煤小锅

炉 3031台；全省燃煤电厂 316台在

产机组中，274 台未完成治污设施

改造，难以稳定达标；没有对去年

未完成治理任务且空气质量恶化

地区实施问责。

反馈意见还表示，七台河、双鸭

山等地市环保重点任务推进缓慢、

问题突出；部分干部反映，全省环保

一岗双责未落实到位，黄标车及小

锅炉淘汰、秸秆禁烧等方面存在部

门监管责任不履行、不落实等。

哈尔滨近年来冬季大气污染

严重，重污染天气频发。督察发

现，全市 16家燃煤电厂中 9家长期

超标排放；455台每小时 10蒸吨以上燃煤锅炉中，309台

未完成污染治理设施改造。燃煤锅炉淘汰不实，南岗、

香坊两区去年上报已淘汰的 165台燃煤小锅炉中，48台

实际未淘汰。

督察组要求，黑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加快推进重

点环保工作，下大力解决哈尔滨冬季大气污染问题。对

督察中发现的问题，厘清责任，按有关规定严肃问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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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杨朝晖）11 月 14 日，国内首款

无人驾驶卡车在上海发布。这是福田汽车集团与百

度公司跨界合作以来，联合开发的我国首款具备无人

驾驶技术的重卡产品，将比肩欧美卡车巨头的无人驾

驶技术。

相比乘用车，无人驾驶技术在物流行业将为用户

带来更多便利，商用车对车联网、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

等无人驾驶技术带来的运输效益提升更为敏感，因而

在技术上更能反映汽车数字化的趋势。

据了解，虽然目前无人驾驶技术产品在研发成本、

政策法规等各方面还受到诸多制约，无人驾驶的商用

车产品真正实现上路运行还尚需时日，但是，无人驾驶

技术已经成为全球一线企业共同研发的前沿课题。

据介绍，无人驾驶超级卡车和车联网，是福田汽车

和百度合作的两大核心内容。其中，在无人驾驶技术

的合作上，双方基于百度高精度地图的 level3自动驾驶

技术，结合福田汽车研发的无人驾驶技术和商用车大

数据，共同研发出这款无人驾驶超级卡车。

在车联网的合作内容方面，福田汽车协助百度开

发包括 Carlife 和车机两个版本的商用车导航、测试和

高精度地图，利用百度的高精度地图、语音等技术为用

户提供导航、查询车况、打电话等智能行车服务；同时，

百度通过与福田汽车的联手，增强数据采集能力，完善

商 用 车 大 数 据 ，合 作 开 发 适 用 于 商 用 车 的 MyCar、

Co-Driver和 Car-Guard。

未来，双方将在此基础上，合作建设商用车车联

网运营服务平台，共享商用车车联网运营收益。不仅

如此，双方还将结合车联网、物联网等智能化高科技

手段，通过整合商用车大数据，共同研究打造更多个

性化的数据产品，为商用车用户提供高效的服务及增

值产品。

据悉，福田汽车将与百度继续深入合作开发无人

驾驶客车和环卫车。

中国首款无人驾驶超级卡车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