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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快科技创新，是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尽

管贵州科技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贵州的科技创新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此，贵州应从加大

科技投入，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深化改革，积极培育创新主体；深入实施创新平台建设工

程，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引进与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入手，加快贵州科技创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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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可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加强创新主体间的互动，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

和创新水平，提高区域核心竞争力，使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保持持久竞

争优势。近年来，贵州省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有所上升，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创新型贵

州建设取得了新进展。同时也要看到贵州科技创新也存在诸多问题，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

作用还未有效发挥。 

 

一、科技创新持续推进 

(一)科技创新环境进一步改善 

“十一五”以来，贵州省坚持“合作创新、加强转化、重点突破、引领跨越”的发展思路

，出台了《贵州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编制了“十二五”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及各专项规划；修改完善了《贵州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颁布实施了《贵州省科学

技术进步条例》；制定了《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决定》并配套出台

了系列政策，明确推进“八大科技工程、实施六大科技行动计划”的重点任务。2012 年，首

次开展了贵州省、市(州)、县(市、区、特区)、高校科研院所、产业园区及重点企业科技进步

统计监测，在全国率先发布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法定年度统计数据。 

(二)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 

平台是科技创新的载体，近年来贵州省围绕重点产业，在国家级高端创新平台建设上投入

大量资金，取得了很多突破。2002—2012 年，贵州省建成了一批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包括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

技产业化园区(基地)、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为提升省属科研院所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设立

了科研院所创新能力建设专项资金，投入资金 2.25 亿元。①同时为有效发挥高校科研平台和

优秀人才的作用，布局建设了 2 个大学科技园，目前大学科技园已经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有利于提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又有利于聚集人才和团队。 

(三)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 

贵州省在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时，既注重考虑科技与经济社会的结合，也在优质科技资源的

整合上下功夫。2005 年以来，贵州省在现代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电子

信息、中药及新能源等领域，实施了多项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其中实施的近 200 项重大项

目，在关键共性关联技术方面取得了众多突破，新增产值达 200 多亿元，带动了 20 多亿元利

税收入。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基地)建设，高新产业的区域、行业布局出现了聚集效应，2012

年，贵州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1402 亿元，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20%；2012 年贵阳国家

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73%，比 2011 年提高了 9 个百分点。 

据 2007—2013 年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显示，贵州反映在高新技术方面的指标在全

国的排位有所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近几年在全国的排位保持在第 18 位左右，从图 1 可

以看出，2006—2012 年贵州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除 2009 年有小幅下降外，一直保持着增长，

2012 年比 2006 年增长了 16.67 个百分点，年均增幅高于全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在逐步

缩小。 

 

 

(四)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2012》显示，2012 年贵州省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排 23 位，较

2011 年上升 1 个位次。2012 年，贵州省高技术产业总产值 392.87 亿元，同比增长 22.4%，增

速比上年提高 5.3 个百分点。2005—2012 年，从全国的排名来看，科技活动产出指数一直稳

定在第 22 位左右，而同年科技投入指数排名却要靠后 5 个位次，科技产出的效能得到提升。

贵州省科技进步贡献率 2012 年为 42.2%，而“十一五”末为 41.53%，提升了近 1 个百分点。



2012 年专利申请量达到 10720 件，专利授权量 6016 件，分别比上年增长 42.7%、77.7%，有效

发明专利总量达 2138 件，排全国第 22 位。[1] 

 

二、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尽管贵州科技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科技创新的

内在要求，与建设创新型贵州、支撑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还存在差距，科技创新发展动力明

显不足，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够。 

(一)科技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 

科技投入的总体水平仍然不高，2011 年，贵州省 R&D 投入强度为 0.64%，比 2010 年下降

了 0.01 个百分点，远低于全国 1.84%的平均水平。[2]R&D 经费和 R&D 人员是反映科技投入的

两个重要指标，从表 1 可以看出，贵州 R&D 经费内部支出和 R&D 人员与江苏、浙江这样的东部

发达省份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R&D 经费内部支出不到浙江省的 7%，仅是江苏省的 3.41%，R&D

人员是浙江省的 6.26%，仅占江苏省的 4.63%。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虽然贵州 R&D 经费内部

支出比上年增长了 21.16%，但还是比全国平均水平增长速度低 1.84 个百分点，R&D 人员比上

年增长了 5.3%，比全国平均水平增长速度低了 7.59 个百分点，说明贵州在科技人力和财力的

投入上虽然增加了，但还赶不上全国的平均水平增长速度，与云南、甘肃也有一定的差距，与

新疆基本持平。 

 

“十一五”期间，尽管贵州省省级应用技术研发经费每年的增幅均在 20%以上，但省级财

政科技投入占省级财政支出比重逐年下降(2006 至 2011 年依次为 1.25%、1.23%、1.04%、1.01%

、1.02%、0.96%)，在全国的排位也逐年降低。2006—2011 年贵州省 R&D 经费投入总量在全国

排位为 26 位，尽管 R&D 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22.2%(同期全国 R&D 平均增速为 23.3%)，但贵州省

R&D 经费投入强度 2011 年与 2006 年持平，均为 0.64%，不到全国同期的 1/3，仅实现“十一

五”规划 1.2%预期目标的 53.3%。R&D 经费投入总量、增速、投入强度与全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 

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的深入开展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环节。[3]2011 年贵州 R&D 经

费内部支出总额为 36.31 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支出 2.92 亿元，仅占 8.04%，应用研究所

占比例也不到 10%，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比例占到了 81.22%，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和应用研究经

费支出占科研经费比重偏低，导致贵州省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创新力量薄弱。④ 



(二)科技进步水平低，科技创新能力弱 

由图 2 可见，2007 年、2008 年贵州省的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均为第 28 位，其他 5 年都

排在第 30 位，2012 年贵州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下降明显，跌至 2007 年的水平。2006—

2012 年，贵州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最高为 2011 年的 37.37%，但也还是排在全国倒数第二

位。 

 

2013 年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显示，贵州省科技进步环境指数为 28.21%，比 2011 年

下降了 2.05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30 位；科研物质条件指数为 9.78%，比 2011 年下降了 10.23

个百分点；万人科技论文数为 1 篇/万人，居全国第 29 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0.71 项/

万人，居全国第 24 位，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系数为 0.21，居全国最末位。[4]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体现一个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突出指标，从表 2 来看，2006 — 

2012 年西部地区 12 省中陕西省在全国的排位最好，保持在前 10 名左右，云南、四川、重庆

、宁夏 4 省保持在全国中游水平，贵州基本在第 25 位徘徊。另外从发明专利拥有量总量来讲

，2011 年贵州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2358 件，而东部地区的浙江省为 24745 件，江苏省为 84678

件，差距非常明显。 

 

(三)科技成果转化规模小，转化率低 



万人技术成果成交额是衡量技术成果市场化的重要指标，也反映了科技成果转化的规模程

度。从表 3 看，2006—2012 年西部地区 12 省中，万人技术成果成交额重庆、甘肃、陕西三省

在全国排名靠前，青海省位次上升迅速，已经连续几年跻身前 10 的行列，贵州省 2006—2009

年都是排在倒数第二位，近两年排位开始有所上升。 

 

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中需要的中试基地和配套加工的产业化集群还没有形成，科技成果转

化率较低。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与企业之间尚未形成良好互动机制，阻碍了科技成果转化

进程。企业在关键领域集成创新能力不足，创新突破少，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缺乏。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少、能力弱，全省目前生产力促进中心、企业孵化器数量难以对企业提供全方位

的技术服务支撑。 

 

三、推进贵州科技创新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科技投入，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 

政府要加大对科技投入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科技投入的管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政府

在做预算时要把财政科技投入作为重点来予以保障，并保证支出的比重，同时要考虑法定增长

的要求，使财政科技投入的增幅比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要高一些。加大财政、税收等政策的

导向作用，使得企业和社会资金愿意投入到科技研发和创新中，形成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

入为主体，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新格局。 

贵州省现有的财政还是比较薄弱，投入到科技当中的资金还是比较有限，因此要在科技投

入结构上进行优化，科技投入的主要方向是有力支持一些重大应用技术研究项目，支持有自主

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研发项目，主要应对基础研究和企业目前无力解决的课题进行投入，协调

好重大项目的科研攻关，在统筹考虑科技投入时要保障重大科技专项经费的比例，有效发挥财

政科技资金的效能。 

(二)深化改革，积极培育创新主体 

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要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就是要把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

[5]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地区科技进步的生动缩影。支持和推进企业加强研发机构建设

，对重点行业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进一步加强支持力度，组织力量帮助重点骨干企业提

炼共性关键关联技术。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力度，推动中小微企业推广应用新技

术、新工艺和新装备，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实施各类科技项目，降低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和产



品开发成本及风险。加快科研院所改革发展，打破部门条块分割，推进资源重新组合，在冶金

、医药、新材料、能源、装备制造等方面推动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所，对整合调整力度大、方

向明确、措施得力的科研机构给予持续重点支持。改革高等院校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使高等院

校和企业形成良性互动，高校的研发人员愿意积极与企业共同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成果转化。

在优势产业领域，推动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相互联合，共同组建创新战略联盟。 

(三)深入实施创新平台建设工程，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围绕贵州重点产业发展，布局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争取在先进制造

、磷化工、烟草等领域，培育一批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对创

新平台持续支持的考核和评估机制，通过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开展绩效评估和考核工作，加强

对创新平台的管理，对成绩突出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给予持续支持。在科技创新

服务体系、科技创新转化服务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上做文章，不断提升服务企业的水准。支持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平台建设，推动人才团队、重要研发资源和重大项目与产业有机结合，促进

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四)引进与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 

转型发展根本上要靠创新驱动，创新驱动靠人才。高层次科技人才匮乏，是制约贵州科技

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为推动同步小康建设步伐，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贵州

省要以 5 个 100 工程为契机，大力实施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积极推行“人才+项目”的引进

模式，引进一个项目，带进一个团队。组织开展好省级“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围绕重点产

业引进一批领军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五)围绕需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推动的有机结合。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对科技创新起着关键导向作用，

因此要积极探索实现模式和途径，使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都能参与分配，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更快实现产业效益。加强中试环节建设，探索建立多元化投入的开放中试平台，使科技创

新转化资源得以共享。加快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发展各种技术转移、技术评估

、技术经纪以及技术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性成果的引进转化。充分发挥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富民强县行动专项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等国家科技计划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中的作用。 

注释： 

①资料来源：2012 年 9 月 20 日科技日报。 

②资料来源：2006—2013 年《贵州统计年鉴》。 

③资料来源：2013 年 5 月 25 日：贵阳新闻网。 

④资料来源：《贵州省科技统计年鉴》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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