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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企业技术选择的角度出发，以湖北省 2001-2013 年数据为对象，分析了技术选

择时产业结构发展的影响，并加入政府政策因素，探讨了制度的意义．结果表明：2001 年以

来，湖北省技术选择、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结构演进之间呈现阶段性特征；可从产业技术选择

系数和科技成果转化两个角度为产业结构升级寻求动力支撑；短期内，产业发展受到技术选择

系数和科技成果情况的影响有所不同；长期内，三次产业内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和科

技成果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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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技术选择”一词最早是对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所采用技术发展战略的描

述，如 Atkinson 等曾提出的，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适宜技术，即本地在实

践中积累的知识（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 Acemoglu 等提出，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与其要家案赋是相匹配的，发展中国家则可采用相对成熟的技术。对于企业和政府而言，同样

存在技术选择问题。企业通过在市场上进行技术选择，选择符合发展目标和定位的前沿技术或

成熟技术，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毫无保留地促进技术向企业转移，技术市场则通过提供高效的

交易平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技术选择，最终实现多方共底。 

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和引进技术，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力和收人

差距。 Acemoglu 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可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现有技术，并通过技术创新，缩小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同时，国内外诸多学者已通过一系列研究证实，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转型

之间存在联系。刘学军 Is]基于 1978 一 2007 年数据分析了制度变化对技术选择的影响，得出

结论：符合比较优势的技术选择对于产业结构转型至关重要。黄茂兴、李军军王在进行技术选

择与产业结构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产业结构转型、技术选择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并用

1991-2007 年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吴撼地对中国科学技术与产业结构间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分析，并指出了科学技术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要性，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

和路径。 

同时，学者们研究了技术选择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张杰等构建了“3 力”模型，对经

济转型背景下影响中国地方产业技术发展的制度、产业特征、技术等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产

业技术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薛继亮利用中国 2003-2011 年数据对技术选

择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恰当的技术选择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具

有重要促进作用。康志勇认为，企业创新技术选择与创新投人强度和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要素察赋和技术水平确定合理的投人强度，以实现技术创新和科

技成果转化效率最大化。刚开始企业创新绩效会随着创新投人的增加而提高，达到一定值后，

创新绩效会随着投人的增加出现优势不变甚至下降的趋势。 

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得出产业技术对产业升级以及结构转型都具有推动作用，并对产业结

构转型路径以及政府的支持政策等提出了建议。鉴于省域之间产业发展以及结构差异，本文将



重点研究湖北省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

北省 2001- 20 13 年数据为对象

 

1.1 研究方法 

本文假设各地区生产函数遵循规模报酬不变的

重点研究湖北省技术选择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从企业技术选择的角度出发

年数据为对象，分析技术选择对产业结构发展的影响。 

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本文假设各地区生产函数遵循规模报酬不变的 C -D 生产函数，具体形式为

从企业技术选择的角度出发，以湖

具体形式为： 

 

 



1.2 模型构建 

本文把技术选择系数定义为三次产业资本一劳动比率与全省平均资本一劳动比率的比值

即： 

 

2. 1 样本建立与数据关系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中

折算为 1990 年的不变价格；

技成果转化实现情况采用各产业省部级以上成果登记总数与研发人员比重进行描述

图 1 描绘了湖北省技术选择系数

均 GDP(Y/ L）随着技术选择系数

加而上升。随着技术选择系数的增加

系数较低，相应的人均 GDP 增幅较小

择系数从 2007 年的 0.54 提高到

不大，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人均

本文把技术选择系数定义为三次产业资本一劳动比率与全省平均资本一劳动比率的比值

 

 

2 实证分析 

样本建立与数据关系 

本文中，资本存量数据采用 2001- 2013 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代替

；劳动力数据来自历年《湖北统计年鉴》中从业人员数

技成果转化实现情况采用各产业省部级以上成果登记总数与研发人员比重进行描述

描绘了湖北省技术选择系数、人均 GDP 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

随着技术选择系数（TCI)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随着技术选择系数的增加，人均 GDP 也实现了较快增长。2007 年之前

增幅较小，从 2008 年开始，人均 GDP 增速加快，

提高到 2013 年的 1. 72。相比之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情况变化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人均 GDP 之间的关系均弱于与技术选择系数之间的关系

本文把技术选择系数定义为三次产业资本一劳动比率与全省平均资本一劳动比率的比值，

 

 

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代替，并

中从业人员数；各产业科

技成果转化实现情况采用各产业省部级以上成果登记总数与研发人员比重进行描述。 

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人

随着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SIR）的增

年之前，技术选择

，相对应的技术选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情况变化

之间的关系均弱于与技术选择系数之间的关系。 



图 2 描绘了湖北省技术选择系数

技术选择系数较低时，随着第二产业就业比重

技术选择系数的不断提高，人均

之前，人均 GDP 随着第二产业就业率的增加而增长

业就业率增幅放缓，人均 GDP

之后大幅提升有关。 

总的来看，湖北省技术选择系数与人均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影响。

择系数不高的情况下，第二产业就业率对人均

择系数对人均 GDP 的影响增加

2.2 实证检验 

2. 2. 1 平稳性检验 

本文将采用 2001-2013

Dickey-Fuller) 统计量对 LNY

人员第二产业均值）、LNY3(就业人员第三产业均值

（第二产业技术选择系数）、

术成果均值）、LNR2(研发人员第二产业技术成果均值

均值）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阶差分。 

描绘了湖北省技术选择系数、人均 GDP 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

随着第二产业就业比重(SIL）的提高，人均 GDP 也会明显增长

人均 GDP 与第二产业就业率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特点

随着第二产业就业率的增加而增长，且增长幅度较大；2007

GDP 比第二产业就业率增长更快，这可能与技术选择系数在

 

湖北省技术选择系数与人均 GDP 之间的关系显著，且不受到第二产业就业率

。同时，关系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 GDP 相对较低

产业就业率对人均 GDP 的影响较大．随着人均 GDP

的影响增加，而第二产业就业率与人均 GDP 的影响则趋于下降

2013 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首先，本文采用

LNY（人均总产值）、LNY1(就业人员第一产业均值

就业人员第三产业均值）、LNTC11(第一产业技术选择系数

）、LNTCI3（第三产业技术选择系数）、LNR1(研发人员第一产业技

研发人员第二产业技术成果均值）、 LNR3(研发人员第三产业技术成果

，结果如表 1 所示，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平稳，D 代表上述变量

 

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当

也会明显增长；随着

与第二产业就业率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特点：2007 年

2007 年之后，第二产

这可能与技术选择系数在 2007 年

 

且不受到第二产业就业率、

相对较低、技术选

GDP 的提高，技术选

的影响则趋于下降 

本文采用 ADF( Augmented 

就业人员第一产业均值）、LNY2(就业

第一产业技术选择系数）、LNTCI2

研发人员第一产业技

研发人员第三产业技术成果

代表上述变量的一



2.2.2 基于 VAR 模型的协整分析

本文将人均 GDP 和反映技术成果成效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人

势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发现第一产业人均产出水平与第一产业就业选择系数

均产出水平与第二产 t 就业选择系数

存在稳定的长期协整关系。根据各

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模型的协整分析 

和反映技术成果成效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人 VAR 模型。

发现第一产业人均产出水平与第一产业就业选择系数

就业选择系数、第三产业人均产出水平与第三产业菠业选择系数之间

根据各 VAR 系统最大特征值对应的协整向量系数

 

 

。通过有截距无趋

发现第一产业人均产出水平与第一产业就业选择系数、第二产业人

第三产业人均产出水平与第三产业菠业选择系数之间

系统最大特征值对应的协整向量系数，得到三次产业

 



可以看出，三次产业的产值情况不仅受技术选择系数

影响，还受到自身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

术选择系数为负，第三产 1

数提高会降低该产业人均产出水平

水平．第一产业人均产值提高

，技术选择系数降低 0.85%；

对于三次产业产值均具有正向作用

，能带来各产业人均产值均能提高

三次产业人均科技成果分别提高

1%，其中第三产业科技成果对于其产值的影响最大

、第二产业技术选择系数提高对于产值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不符

第二产业吸收大量劳动力，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技术选择的作用效应

资本效应，这与湖北省在本世纪初工业化加速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有关

图 3 描绘了第一、二产业各相关变量对其人均

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情况一个正向冲击之后

期和第 3 期之后趋于稳定，长期的贡献率约为

的影响滞后阶段为 2 期，呈下降趋

持在 20％左右，人均 GDP 对第一产业的正向作用从第

稳定，保持在 25％左右；相比之下

均产值的影响均呈下降趋势，

40%左右；人均 GDP 的滞后期为

献率保持在 30％左右，仅第二产业人均产值水平扰动为正向

率能持续保持在 50％左右。

段对其产业发展水平的贡献较大

图 4 描绘了第三产业各相关变量对其人均

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

对第三产业人均 GDP 的影响较明显

下降趋势，贡献率可达到 80%

三次产业的产值情况不仅受技术选择系数、全社会产值水平和科技成果情况的

展水平的影响。从技术水平选择系数上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技

1 的技术选择系数为正，说明从长期看，第一、二产业技术选择系

数提高会降低该产业人均产出水平，而第三产业技术选择系数提高则会提高该产业的人均产出

第一产业人均产值提高 1%，技术选择系数降低 0.11%；第二产业人均产值提高

；第三产业人均产值提高 1%，技术选择系数提高

对于三次产业产值均具有正向作用，即三次产业人均 GDP 分别提高 1. 11%..3.2o% 

能带来各产业人均产值均能提高 1％。科技成果情况对于各产业人均 GDP 的作用均为正

三次产业人均科技成果分别提高。．O5%、0. 11％和 0.000 8%，能带来各产业人均

其中第三产业科技成果对于其产值的影响最大。表 2 的回归结果与本文所假设的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技术选择系数提高对于产值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不符，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产业和

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技术选择的作用效应，即劳动力效应稀释了

这与湖北省在本世纪初工业化加速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有关。 

二产业各相关变量对其人均 GDP 的脉冲响应情况。可以看出

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情况一个正向冲击之后，第一产业人均 GDP 会出现递减

长期的贡献率约为 20%。第一产业人均产出的正向冲击效应对本身

呈下降趋势，从第 3 期开始呈上升趋势，到第 4 期后趋于稳定

对第一产业的正向作用从第 1 期开始呈上升趋势，

相比之下，技术选择系数、科技成果情况和人均 GDP

，技术选择系数的滞后期为 4 期，之后趋于平稳

的滞后期为 3，贡献率保持在 25％左右，科技成果情况的滞后期为

仅第二产业人均产值水平扰动为正向，扰动期较短，

。可以认为，第二产业具有“发展惯性”．工业发展水平和所处阶

段对其产业发展水平的贡献较大。 

描绘了第三产业各相关变量对其人均 GDP 的脉冲响应情况。可以看出

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且呈现上下波动的特征，技术选择系数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的影响较明显，在第 7 期之前均为持续、正向、稳定作用

80%。 

全社会产值水平和科技成果情况的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技

二产业技术选择系

而第三产业技术选择系数提高则会提高该产业的人均产出  

第二产业人均产值提高 1%

技术选择系数提高 1.04%。人均 GDP

1. 11%..3.2o% 和 0. 43%

的作用均为正，即

能带来各产业人均 GDP 提高

的回归结果与本文所假设的第一产业

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产业和

即劳动力效应稀释了

可以看出，当给技

会出现递减，分别到第 2

第一产业人均产出的正向冲击效应对本身

期后趋于稳定，并保

，到第 3 期后趋于

GDP 对第二产业人

之后趋于平稳，贡献率保持在

科技成果情况的滞后期为 4，贡

，为 2 期，但贡献

工业发展水平和所处阶

 

可以看出，科技成果情况

技术选择系数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稳定作用，第 7 期之后呈



值得关注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吸引大量劳动力

用效果较明显。因此，在未来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

能够极大地提高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以上技术成果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较小

成果的开发与应用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发展，对于优化湖北产业结构具有长期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技术选择系数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就会促使第三产业快速反应

的特点，可见第三产业发展与技术选择系数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互作用关系

2. 2.3 基于 VECM 模型的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湖北省第一产业

产业技术选择系数、科技成果情况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意义上的结论，所以针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

用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短期内，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和人均

正向影响。第三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其技术选择系数的作用为负

，对人均 GDP 的影响相对较小

形响高于对技术选择系数的影响

、0. 024 和一 0. 036。同时

有正向影响，并在长期内趋近稳定

的变化情况作出迅速润盛。直到达到长期的正向作用水平

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情况的影响均为正

科技成果情况的变化，时技术选择系数的影响趋于负

的短期影响为正，对科技成果的影响为负

术选择系数的短期影响为负，

数的影响会不断扩大。 

 

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吸引大量劳动力，且对于技术选择具有正向影响

在未来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加快对第三产业技术成果的开发和应用

能够极大地提高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之下

以上技术成果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较小，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较明显。因此，

成果的开发与应用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以资本密集型科技成果研发为重点助推第

对于优化湖北产业结构具有长期的积极作用。 

技术选择系数的一个标准差扰动就会促使第三产业快速反应，

可见第三产业发展与技术选择系数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互作用关系

模型的 Grariger 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湖北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人均产出水平与人均

科技成果情况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这种长期稳定关系也可能仅是数字

所以针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需要验证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Error Correc-tion Model）分析变量短期内偏离长期均衡的状态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和人均

第三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其技术选择系数的作用为负，且影响相对较大

的影响相对较小，为 0. 386 3;短期内人均产值水平对各类产业科技成果情况的

形响高于对技术选择系数的影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为正向，第二产业为负

同时，短期内人均产出水平对第一产 1 和第二产业的技术选择系数具

并在长期内趋近稳定；对第三产业技术选择系数的影响为负。但会随着科技成果

直到达到长期的正向作用水平。总的来看．短期内

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情况的影响均为正，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技术选择系数和

时技术选择系数的影响趋于负；第二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

对科技成果的影响为负，从长期来看仍然如此；第三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

，对科技成果的影响为正，从长期来看均为正，特别是技术选择系

且对于技术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作

加快对第三产业技术成果的开发和应用，

相比之下，申请省部级

，应基于前沿技术

以资本密集型科技成果研发为重点助推第三产业

，且呈现持续上升

可见第三产业发展与技术选择系数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互作用关系。 

第三产业的人均产出水平与人均 GDP、各

但这种长期稳定关系也可能仅是数字

需要验证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

分析变量短期内偏离长期均衡的状态，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和人均 GDP 均具有

且影响相对较大，达到 0. 546

短期内人均产值水平对各类产业科技成果情况的

第二产业为负，分别为 0.O66

和第二产业的技术选择系数具

但会随着科技成果

短期内．第一产 1 人均

随着技术选择系数和

第二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

第三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

特别是技术选择系



协整检验说明了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

到另外一个变量的因果关系，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可以看出，三次产业人均

即产业内人均 GDP 会影响技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授权量

也会直接影响产业内人均 GDP

 

3. 1 研究结论 

结合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2001 年以来，湖北省技术选择

。2007 年以前，技术选择系数较低

后，随着技术选择系数的快速提高

率提高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演进

进的重要影响因素。 

(2)不管从短期还是长期看

果情况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成果转化方面寻求动力支撑。

响有所不同。第一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

产 It 人均产出水平对第二产业技术选择系数的作用为

三产业人均产出水 I 平“技术选择系数的作用为负

(4)长期内，第一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的影响为负

为正；第二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的影响为正

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发展的影响均为正

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不断扩大，

3.2 政策建议 

3. 2. 1 推进农业自主研发创新

加快提高现代农业设施和装备水平

和信息化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综合生产能力

准化生产推广工程，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

技术联盟和产业科技园；完善农业科技评价机制

种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加快优质稻

专业化统防统治、秸秆综合利用等稳产增产关键技术的集成应用

展高产创建工程，力争实现优势产区和主要品种全橙盖

协整检验说明了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说明这种关系是否构成从某一个变量

，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

三次产业人均 GDP 与技术选择系数、科技成果情况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会影响技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授权量，而技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授权量

GDP。 

3 结论与建议 

得到如下结论： 

湖北省技术选择、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结构演进之间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技术选择系数较低，人均 GDP 随着第二产业就业率的增加而上升

随着技术选择系数的快速提高，人均 GDP 增速加快．说明当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时

率提高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演进，而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技术选择系数则成为产业结构演

不管从短期还是长期看，三次产业人均产出水平都与该产业的技术选择系数

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改善产业结构演进趋势可以从产｝业技术选择系数和科技

。 ! (3)短期内，产业发展受到技术选择系数与科技成妻情况的影

第一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情况均具有正向作用

人均产出水平对第二产业技术选择系数的作用为．正．对科技成果情况的影响为负

技术选择系数的作用为负，对科技成果情况的作用为正

第一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的影响为负，对科技成果情况的影响

第二产业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的影响为正，对科技成果的影响为

人均产出水平对技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发展的影响均为正，特别是技术选择系数的影响会随

，滞后期为 6-7 年。 

推进农业自主研发创新 

加快提高现代农业设施和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贡献率，提高农业水利化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开展各类农产品标

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快完善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组建一批农业产业

完善农业科技评价机制，努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活力

加快优质稻、专用小麦、双低油菜等新品种推广，加强农作物病虫害

秸秆综合利用等稳产增产关键技术的集成应用；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力争实现优势产区和主要品种全橙盖；大力实施精准作业、

为了说明这种关系是否构成从某一个变量

sality Test）继续进行分析

 

科技成果情况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而技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授权量

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结构演进之间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随着第二产业就业率的增加而上升，2007 年以

说明当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时，就业

技术选择系数则成为产业结构演

三次产业人均产出水平都与该产业的技术选择系数、科技成

业技术选择系数和科技

产业发展受到技术选择系数与科技成妻情况的影

术选择系数和科技成果情况均具有正向作用；第二

对科技成果情况的影响为负；第

用为正。 

对科技成果情况的影响

对科技成果的影响为负；第三产业

特别是技术选择系数的影响会随

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

开展各类农产品标

组建一批农业产业

努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活力；加快农业新品

加强农作物病虫害

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开

、智能控制、远程



诊断及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3.2.2 提升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 

以技术选择、技术引进和承接能力提升为重点，提升传统产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①促进

采矿新技术的使用，推动综合高效采选，促进矿山资源的“三废”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以应用先进实用技术为重点，延伸采矿业上下游产业，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

升产品附加值；②加快纺织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探索具有纺织行业特点的产学研合作新模式，

扩大纺织品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应用。引导大型纺织企业加大研发投人力度，

加快组建纺织产业技术联盟，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③以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和

科技成果转化为重点，促进汽车产业转型发展。加强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提高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④以电子技术和新材料应用为主要发展方向，提高机械类零部件、机电类零部件、

电子类零部件研发水平，提高核心技术掌握能力；⑤加大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投

人力度，推动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⑥加强汽车及零部件共性技术研发平台、自主知识产权

为主的研发平台、产学研平台和产业联盟建设，拓展信息融合渠道。 

3.2. 3 提高服务业带动力 

依托全省的科教资源优势，鼓励开展专业化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工业设计和节能服务业

等．通过兴建企业和产业重点实验室，大力培育工程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和研发

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加快培育各类研发主体，不断完善公共科技信息

平台和协作网络。推动资本与技术相结合，发挥科技对服务业的支撑引领作用，并大力发展科

技招投标、科技中介、技术经纪人等服务平台，繁荣技术市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3. 2.4 扩大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 

以政策为导向，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开展技术研发的税收政

策支持力度，实行政府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产品的采购制度，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简化科技企业审批和注册手续。积极推动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

交流，鼓励企业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稳步推进企业进行海外战略性技术投资，支持企业在境

外开展联合研发活动、设立研发机构，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及国家专利申请。 

以电子新材料、生物及环保材料、化下新材料、新型建筑材料为突破口，鼓励各类新材料

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人力度，提高全省新材料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充分发挥生物医药、生物

农业和生物制造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和特色发展优势，培育一批技术研发能力强的骨干企业和优

势产品，着力提升生物产业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进程；以推广先进适用的技术和产品为重点，

加大节能环保和循环利用各领域的重大技术、装备及系统的研发与制造，增强企业研发和技术

成果运用能力，形成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注重在核电、太阳能、生物质能源等领域的科技进步

，推动以技术为保障的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革；以电池、电机和电控等核心零部件为突破

口，以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的重大关键技术为主攻方向，加快抢占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

术制高点和市场占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