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ISSN 1674-1544
2012年7月	 第44卷第4期　98-101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REVIEW
ISSN 1674-1544 Vol.44 No.4 98-101, Jul. 2012

福建省科技发展规划2011年度执行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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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实施科技“专项规划”的开局之年，福建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省科技事业呈现新发展格局。但仍

有部分关键发展指标未能完成，管理体制机制的突破与创新仍是制约瓶颈问题。要确保规划顺利施行 ,建议进一步完善

科技统筹推进机制，持续强化全省科技投入的结构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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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Sci. & Tech. "special plann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Fujian is 
strengthen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Sci. &Tech. industry of whole province has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key indicators of development failed to complete,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are still bottleneck problems. To ensu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successfully, there ar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ci. &Tech.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Sci. &Tech. investment 
structures and potency dimensions of the whol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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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是福建实现科学跨越发展、建

设创新型省份目标的关键时期，其中科技发展在这

一时间扮演着核心角色。《福建省“十二五”科技发

展专项规划》（以下简称“专项规划”）的有效执行

对于贯彻落实国务院《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

和《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推动福建迈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

轨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2011年成效回顾

2011年是福建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推进科学跨越发展取得新突破的开局之年。与

“十一五”相比，全省科技工作开创了新发展格局。

1.1 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新提升

全省在区域综合科技进步水平、科技投入与产

出以及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等方面得到了大幅提

升，为创新型省份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奠定了坚实

基础。

（1）区域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不断增强。根据

2012年国家科技部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与2010年

相比，福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已由全国第11位提升

至第9位，其中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居第5

实践探讨



·实践探讨·陈  霖：福建省科技发展规划2011年度执行情况概述

─99─

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居第7位，知识产权指数

第8位，特别是科技活动产业指数由第26位跃升至

第13位 [1]。在新一轮的全国科技进步考核中全省70
个县（市、区）通过国家科技进步考核，其中28个

市、县（区）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县

（区）。全省共有7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技奖，5项

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2]。

（2）科技投入产出效益不断提高。持续与稳定

增长的科技投入与产业是建设创新型省份、打造

特色鲜明的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物质条件和根本

前提。2011年度，全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支出预计210亿元，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40亿

元，年增长22.9%；R&D占GDP比重达到1.2%[3]。

实现了全省85.8%的研发投入由企业完成，74.5%
的R&D活动人员集中在企业，60.8%的省级科技获

奖成果来自企业。全省年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3万

件，比2010年增长46.9%；年专利授权量首次突破

2万件，比2010年增长21%，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1.36件，PCT国际专利申请位居全国第8位 [2]。

（3）支撑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全面贯彻《国务

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

意见》，围绕福建省“调结构、转方式”工作总基

调，坚持把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科技工作

的主攻方向，大力提升科技创新对三大主导产业、

六大传统优势特色产业、十大产业链、七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推动和引领作用，建设海峡西岸高

新技术产业带，组织实施了10个科技重大专项（专

题）和133个区域、高校产学合作科技重大项目；

争取了“开放式自动管式化学发光免疫检测系统的

研制”等1000多项国家项目在福建省实施，计划

资助经费达9.28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2011年

度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超过2200亿元，增长23%，占GDP的比

重超过13%，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0.5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业的稳步增长，为福建省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的发展支

撑 [2]。

1.2 科技管理展现新格局

“十二五”以来，福建科技工作坚持以科学发

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跨越发展为主线，以打造

特色鲜明的区域体系、建设创新型省份为突破口，

推动福建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争

创“福建制造”和“福建创造”两重优势。福建省

科技专项规划执行措施与成效，具有突出体制机制

创新、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突出科技创新平台

体系建设等特征。

1.2.1 突出体制机制创新

（1）构建科技工作新格局。在“十二五”开局

之年，福建省在全国率先确立了以企业技术创新为

导向的科技体制改革思路，即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

全省科技工作“突出一个重点、把握5个坚持、实

现5个主要、促进两个落实”的工作思路。（2）建

立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强化省、市、县（区）各

级政府科技行政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分级分类管

理，重点考核各级政府“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责

任意识、科技行政部门机构建设与履行职能以及财

政科技投入等重要指标，建立健全区域科技进步考

核监测体系。（3）创新科研管理方式。在科技奖励

中新增了“科技进步奖企业技术创新工程项目”，

确立了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项目以企业技术创新需

求为导向的立项机制，推行企业法人代表作为科技

计划项目负责人、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作为科技计

划项目负责人的新机制，建立企业R&D经费专户

制度。不断完善科技奖励评审机制，推进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工作，引导企业走依靠技术创新的发展道

路。

1.2.2 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

紧紧围绕“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为重点”谋

划科技工作，颁布实施《福建省“十二五”科技发

展专项规划》，召开全省企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

形成了“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经费主要投入企业、科

技创新平台主要建在企业、高层次人才主要引向企

业、全社会研发投入主要由企业完成、科技奖励主

要由企业获得”等5个工作格局。确立科技重大专

项和重大项目以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的立项机

制，整合近2亿元资金支持企业技术研发、成果转

化和条件建设。深入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全力打造

“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科技品牌，设立

“技术创新工程奖”，培育出了厦华电子、新大陆、

万利达等一批创新型示范企业群，全省创新活力得

到有效释放。2011年，全省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超

过300家、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32家、国家级和省

级创新型企业195家、新组建省级和市级产业技术

联盟44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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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突出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

（1）加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力度。聚焦省委省

政府的工作部署，加快推进了中科院海西研究院建

设进度，新启动武夷新区科技创意产业园和华侨大

学功能复合材料、金属快速制造等一大批重大科技

创新平台，形成技术创新研发平台、科技成果转化

与产业化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和科技资源共享

平台等四大支撑平台体系。 （2）加强科技创新平台

与重大科技项目之间的衔接。支持承担科技重大专

项企业、创新型企业、创新型（试点）企业和省属

科研机构建设和提升一批面向企业技术创新需求、

根植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3）强化科技

创新平台的评估和考核，促进各类科技创新平台规

范化运行。通过“以评促建”，开展各类实验室的

建设与运行情况考核，推动实验室建设上质量、上

水平、出成果。开展了第5批省级重点生产力促进

中心评估，重点扶持软件、工业设计等专业科技企

业孵化器的发展。（4）建设成了一批国家级重大科

技创新平台。应激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

门大学）获批建设，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获科技部700万立项建设支持，29家公

共服务机构建设列入国家计划，福州软件园通过国

家现代服务业产业化基地复核，泉州市被列入科技

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区域全国首批试点 [2]。

2 存在问题

2.1 部分年度目标未能如期完成

《专项规划》提出的几个发展指标包括：R&D
占GDP比重、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技术市场交易总额、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创新型企业等7项 [4]。但根据现有数据统计，2011
年度，仅有4项发展指标超额完成，R&D占GDP
比重、培育创新型企业数等2项指标未能完成（“每

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这一项指标统计数据未公

布）。特别是“R&D占GDP比重”，这一发展关键

指标完成情况不尽人意，未实现年均提高0.21个百

分点的目标要求 [5]（表1）。
2.2 管理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突破

《专项规划》中的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方

面，对全省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举措都提出了明确的

方向，但根据2011年规划实施的成效看，仍有部分

问题需要加强和突破。以支撑和引领企业技术创新

的科技工作还未得到全面落实和细化，特别是市、

县（区）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重区域科技创新、

服务产业与企业发展的力度仍显不够。高校和科研

院所同企业创新结合不够紧密。广大科研院所重基

础科学研究、轻应用技术研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受人事隶属关系、职称评定等方面限制，以项目级

别、获奖和论文发表数量等为标准的评价导向，束

缚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我省科研院所小而松

散，人才缺乏、体制不活，公益服务能力和支撑企

业创新发展作用还不够明显 [6]。

3 建议与对策

3.1 创新科技管理体制机制

打造特色鲜明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省

份是一个科技创新系统融入经济社会系统并实现协

同驱动发展的系统性工程，各级各部门要从全局高

度，完善各类发展规划运行机制 [7]。（1）继续完善

表1  发展定量指标完成情况评估表

考核指标

计划完成情况 实际完成情况

2010年 2015年
预期年

均增长
2011年

实际年

均增长
评价

R＆D占GDP比重 1.2%（1.16%） 2.2% 12.9% 1.2% 3.4% 未完成

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 31人年 44人年 7.2% - - -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12.5% 15% 3.7% 13% 4% 超额完成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0.9件 2.9件 26.4% 1.36件 51.3% 超额完成

技术市场交易总额 38亿元 80亿元 16.1% 53.4亿元 40.5% 超额完成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207家 2000家 10.6% 1493家 23.7% 超额完成

培育创新型企业 134家（实际是62家） 400家 24.4% 124家 100% 未完成

数据来源：《福建省“十二五”科技发展专项规划》、《在省科技厅系统2011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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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统筹协调、产学研合力攻坚的科技协作

和资源配置的分类分级管理机制，省级委厅局部门

聚焦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重大需求，优化

项目、经费、人才等创新资源的合理布局，集中解

决产业发展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为转换生产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和跨越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8]。

设区市及县（市、区）部门要重点围绕区域特色和

资源优势，大力推进企业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和示范推广以及技术、信息服务。集成优势资源推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科技进步。（2）完善科

技进步目标责任制。要完善科技管理运行体制，针

对当前福建省部分市、县（区）科技部门建设与履

行职能存在弱化的现象，把区域科技进步作为各级

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

的一项重要依据，确保各级党委、政府把基层科技

进步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3.2 强化科技投入结构与力度

科技投入的规模和结构是决定创新产出的关键

因素，尤其是科技经费投入的总量与结构 [9]。2011
年全省R&D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与2010年相比，

仅增长0.04个百分点，远低于“十二五”规划预期

的年均提高0.2个百分点的目标要求。在2012-2015
年的4年间，要根本实现规划提出的预期目标，

R&D占GDP比例必须实现年均提高0.25个百分点

的幅度。对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加大财政科技

投入。在稳定保持省级财政科技支出稳步增长的同

时，要强化市、县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经费的增长幅

度，使市、县（区）财政科技投入高于本级财政经

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探索建立市县科技投入考核

办法，加快建立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管理机制，提

高科技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二是建立健全多元化

社会投入体系。首先，要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性资金的引导和催化作用，全面

推行企业法人代表科技计划项目负责人、高校和科

研院所专家作为科技计划项目负责人的新机制，建

立企业R&D经费专户制度，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等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法规执行力度，引导

企业加大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力度。其次，要引导社

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加强科技与金融结合，探索

采取贷款贴息、基金制、创业投资风险补偿等多种

投入方式，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科技型企业贷

款贴息、科技保险等新型的科技金融试点工作，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支持力度，带动金融

资本投向科技创新。鼓励民间资金、民营资本参与

科技投融资，激励全社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

度。

4 结语

福建科技专项规划执行情况的监测研究表明，

科技创新在推动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中扮演着关

键角色，强化科技投入力度与投入结构、构建全社

会科技创新投入体系，以服务企业技术创新为导

向、支撑和引导经济跨越发展，仍是福建科技规划

落实中的重点和难点，也是确保专项规划能否全面

实施的关键和前提。在当前“调整经济结构、转换

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时期，科技发展专项规划能

否顺利施行，直接影响着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质

量和水平。各级政府应建立健全规划的跟踪落实机

制，软科学研究者应进一步重点和强化政府规划的

监测与预警系统研究，为动态地调整并确保规划目

标和任务的顺利实施提供决策咨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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