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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讯 

一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3.4%，增速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 6.6 个百

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 4.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23.8%，比上年同期提高 6.2 个百分点。新材料、节能环

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3%，增速高于

整个规模以上工业 3.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 0.3个百

分点，延续较快增长态势。 

从国民经济发展整体数据来看，2017 年第一季度我国国

内生产总值 18068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业增加值 102024

亿元，同比增长 7.7%，比上年同期提高 0.1 个百分点，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1.7%，拉动经济增长 4.3 个百分点；工

业增加值 61919亿元，同比增长 6.5%，比上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2.2%，比上年同期提高

2.6 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 2.2 个百分点。 

 

 

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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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                        

《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实施办法》 

科技部、国家统计局于 4 月 19日联合印发《国家创新

调查制度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实施办

法》作为国家创新调查工作全面实施的制度保障，将为创新

活动统计调查和创新能力监测评价工作提供具体指导，更好

支撑科技创新决策和服务社会公众。 

《实施办法》指出，国家创新调查制度是在科学、规范

的统计调查基础上对国家创新能力进行全面监测和评价的

制度安排，包括创新活动统计调查、创新能力监测和评价。

其目的是全面反映创新活动的现状，客观监测和评价我国创

新能力，为制定创新规划和政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支撑与服务。 

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的实施，坚持服务创新发展、加强协

同推进、注重开放共享和鼓励社会参与的原则，由科技部、

国家统计局牵头负责。通过建立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工作协调

机制，统筹推进国家创新调查工作，并成立国家创新调查制

度咨询专家组，提供咨询意见。同时，鼓励有关部门积极参

加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实施工作，指导有条件的地方参照国家

创新调查制度开展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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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明确，要加强创新活动统计调查数据、创

新能力监测和评价报告的公开与共享；加强理论研究，不断

优化创新调查统计方案，丰富监测和评价理论与方法；工作

协调机制组成单位要为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实施工作提供条

件保障。 

下一步，科技部、国家统计局将会同工作协调机制组成

单位，按照《实施办法》总体要求，组织开展创新活动统计

调查，从国家、区域、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层面系统开

展创新调查监测和评价，及时发布监测评价结果，服务创新

发展。 

 

来源：国家科技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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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报告 

促进云南省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对策建议 

  

云南省科技统计信息中心 

 

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是反映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的重要指标，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现

结合科技成果登记统计数据，对云南省“十二五”科技成果

应用转化情况作深入分析，探讨促进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对

策措施。 

一、云南省“十二五”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情况分析 

    （一）应用转化的科技成果处于成熟阶段约占 70％，属

于原始创新的约占 50％ 

科技成果登记主要分为应用技术成果、基础研究成果、

软科学成果 3 类,应用转化的科技成果主要为应用技术类科

技成果。“十二五”期间，云南省登记的应用技术类科技成

果从 2011 年的 676 项增加到 2015 年的 1033 项，年均增长

11.18％，其中，处于成熟应用阶段的成果始终保持在 70%

以上。2015 年，处于成熟应用阶段的成果为 756 项，占

73.18%；处于中试或设备的样机、试样等中期阶段的成果为

150 项，占 14.52%；处于实验室、小试等初期阶段的成果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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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占 12.29%。 

“十二五”期间，在云南省应用技术类科技成果中，属

于原始性创新的占成果总数的 50％以上。2015 年，原始性

创新成果为 574项，占应用技术类科技成果总数的 55.67%；

国外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为 99 项，占应用技术类科技成果总

数的 9.58%；国内技术二次开发的为 360 项，占应用技术类

科技成果总数的 34.75%。“十二五”期初与期末三类属性成

果占比变化不大。 

 

表 1     2011～2015 年云南省应用技术类成果按所处阶段划分情况        单位：项 

各划分阶段         年 份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合  计 676 803 1028 991 1033 

初期阶段 47 91 120 123 127 

中期阶段 77 83 101 134 150 

成熟应用阶段 552 629 807 734 756 

 

 

 表 2      2011～2015 年云南省应用技术类成果按成果属性划分情况        单位：项 

属  性            年 份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合  计 676 803 1028 991 1033 

原始性创新 382 490 667 622 574 

国外引进消化吸收创新 53 76 93 75 99 

国内技术二次开发 241 237 268 294 360 

 

     （二）科技成果应用转化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

农、林、牧、渔业与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 

按应用转化行业分类进行统计，“十二五”期间，云南

省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分布于 20 个行业。但主要集中在农、

林、牧、渔业与卫生和社会工作、制造业、电力等行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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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林、牧、渔业与卫生和社会工作两个行业应用转化

的科技成果占登记总数的 55%以上。 

 

   表 3    2011～2015年云南省科技成果应用转化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项 

成果分布行业               年  份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农、林、牧、渔业 225 227 341 369 291 

采矿业 18 20 19 15 18 

制造业 85 92 179 111 10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0 77 77 93 116 

建筑业 7 9 12 13 23 

批发和零售业 3 2 1 3 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 22 55 27 59 

住宿和餐饮业 — — — — 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 37 29 20 40 

金融业 — — 2 2 1 

房地产业 — — — — 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1 — 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2 14 28 24 2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0 16 16 21 2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 1 2 3 4 

教  育 4 10 2 6 9 

卫生和社会工作 207 255 249 269 29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 9 2 2 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 9 12 13 14 

国际组织 3 2 — — — 

合计 676 803 1028 991 1033 

（三）高技术领域科技成果不断增加，以农业及生物医

药等领域为主 

“十二五”时期，云南省高新技术领域的应用技术类科

技成果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在 2015 年登记的 1033项

应用技术成果中，属于高新技术领域的 651项，占应用技术

成果总数 63.02%，是 2011 年的 1.5 倍。在高新技术涉及的

十一个技术领域中，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领域，农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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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技术类成果数量最多，2015 年，生物、医药与医疗器

械领域成果占应用技术成果总数的 20.2%，农业领域成果占

应用技术成果总数的 15.1%。  

 

表 4   2011～2015年云南省应用技术类成果按高新技术所属领域划分      单位：项 

技术领域      年份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电子信息 18 28 44 29 70 

先进制造 0 0 20 33 57 

航空航天 1 0 0 1 1 

现代交通 0 0 8 7 13 

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 183 190 179 177 209 

新材料 27 27 36 29 34 

新能源与节能 18 26 49 54 67 

环境保护 18 27 23 25 32 

地球、空间与海洋 13 9 13 12 11 

核应用技术 0 0 2 0 1 

现代农业 150 140 175 220 156 

小  计 428 447 549 587 651 

    （四）应用技术成果不断增加，产业化应用技术成果占

应用技术成果总数的 50％以上 

 “十二五”时期，云南省应用技术成果总体呈上升态势。

2011——2015 年，应用技术成果总数从 676 项增加到 1033

项，增长 1.53 倍。其中，小范围应用转化成果、试用技术

成果数分别增长 12 倍以上和近 10 倍。2015年的产业化应用

转化项目数量 545 项，占当年应用技术类成果的 52.71％。 

2015年，在云南省登记的应用技术类成果中已应用转化

的项目数为 221 项，较 2011 年增长 50.34%，但占应用技术

类成果比重并没有发生改变，“十二五”期间一直在 20%上

下波动。 



 

 - 8 - 

 

       表 5      2011～2015年云南省成果应用转化情况             单位：项 

实际应用转化状况            年 份 2011 年 2012 2013 2014 2015 

产业化应用转化项目数 622 697 797 571 545 

小批量或小范围应用转化项目数 31 71 147 327 382 

试用项目数 8 17 35 54 78 

应用转化后停用项目数 2 1 1 1 0 

未应用转化项目数 13 17 48 38 28 

应用技术成果合计 676 803 1028 991 1033 

其中：已应用转化项目数 147 157 219 189 221 

 

    （五）应用转化的科技成果水平不断提升，获取知识产

权数量持续增加 

在 2015 年度登记的应用技术类科技成果中，有 70.57%

的成果进行了成果水平评价。在进行水平评价的成果中，国

内领先的成果为 276 项，占应用技术类成果总量的 26.72%；

国内先进的为 277 项，占应用技术类成果总量的 26.82%；

国内一般的为 99项，占应用转化技术类成果总量的 9.58%。

2011——2015 年，国内先进、国内领先的应用技术类科技成

果分别由 180 项、197 项增加到 276 项、277 项，分别增长

1.53倍和 1.41倍。 

表 6       2011～2015年云南省应用技术类成果按水平划分情况      单位：项 

         年 份  

成果水平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合  计 676 803 1028 991 1033 

国际领先 22 25 34 16 19 

国际先进 54 49 70 49 58 

国内领先 180 203 269 274 276 

国内先进 197 189 270 260 277 

国内一般 106 86 95 112 99 

未评价 117 251 290 280 304 

“十二五”期间，云南省科技成果形成的知识产权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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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2015年度登记成果获得的知识产权数为 1831件，

比 2011 年增长 2.27 倍。其中，已授权专利数为 1033 件，

比 2011年增长 3.32 倍；专利授权量占受理量的比重由 2011

年的 58.46%提高到 2015年的 72.14%；制定标准为 105项，

比 2011年增长 2.23 倍。从知识产权结构方面看，2015 年，

发明专利占知识产权总量的比重为 34.84%，实用新型占知识

产权总量的比重为 40.25%。 

二、云南省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存在的问题 

    （一）科技成果开发利用的总量不足 

云南省研发活动规模小，云南省科技成果开发利用的总

量不足。在“十二五”期间，云南省 R&D 经费支出虽然从 56.08

亿元快速增长到 109.36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18.17%，但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却一直处在 0.8%以下，长期徘徊在

0.61%-0.67%之间，在全国排名基本处于 26-27位，西部第 8

位。研发活动规模小，云南省科技成果储备总量不足，2015

年，云南省登记的应用类科技成果 1033 项，是同为西部省

份的陕西省的 38.23%、四川省的 45.81%、广西自治区的

84.19%。 

    （二）企业吸纳科技成果的动力不强 

从云南省企业创新发展的情况来看， 2015 年，在云南

省 387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具有研发活动的仅有 744

家，不足总数的 20％，企业吸纳科技成果能力有所欠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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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吸纳科技成果的动力来看，云南省目前大多数企业还处

于传统的资源开发型经营模式，在产业价值链上以初级产品

的开发为主，在经营规模扩大上以传统生产要素的扩张为主

要特征，尚未真正转型到依靠科技创新来提升发展水平的状

态。企业通过吸纳科技成果提升发展内涵的动力不足，需求

不旺，也是云南省在推动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以创新促发展

中必须面对的难题。 

    （三）科技成果产出的水平不高 

由于目前高校、科研院所在考核评价、职称晋升时，各

单位还是侧重于以纵向项目、获奖、论文等主要指标为导向，

对科技成果尤其是应用转化的技术成果缺乏以创新质量为

导向的市场化评价氛围，致使很多科研人员科研成果过于追

求量的增长，专利申请、奖励的申报主要用于科研项目验收，

仅仅满足考核和职称评定需要。2015 年，全省独立科研机构

和大专院校提供的科技成果数 200 项，仅为当年全部登记科

技成果数量的 17.09%，通过研发活动所提供的科技成果数量

较少，意味着科技成果可供应用转化的数量有限。同时，大

部分专利、成果还停留在试验验证阶段，技术成熟度不够，

后续实施应用转化的风险较高，与产业化应用转化阶段的需

要还存在一定差距，也是影响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成效的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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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平台机构发展滞后 

从国外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从事科研的人员实际上是

很难直接亲自参与成果应用转化的各个环节的。因此，包括

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高校或者科研机构，都有专

门从事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组织。从一定程度来说，科技成

果应用转化的核心就是培育专门从事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

市场主体，建立健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应用转化

机制。而目前我省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机构缺乏，不仅缺乏有

效连接科技成果供需双方，促进科技成果市场化交易的专业

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同时，各主要高校和科研院所也缺乏相

应的平台和机构，来加强自身科研成果的价值实现和市场化

运营管理。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平台机构的缺乏，也是目前制

约云南省科技成果转移应用转化的重要因素。 

   （五）促进成果应用转化的政策和工作合力发挥不足 

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是涉及多方面、多领域的系统工程，

涉及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大学及中介机构等多个部门。

目前，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和衔接不够，难以形成政策合力

也对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形成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科技成果

应用转化所涉及的创新政策、创业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

策、人才政策等没有形成协同效应，政策难以形成有效的支

撑体系。产业界参与科技发展重大决策咨询的机制不健全，

科技发展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强；科技人员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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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的激励机制不到位，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依然是各创新主

体的外在目标，缺乏内在动力；科技成果应用转化过程中的

投融资体系尚未形成，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缺乏有力的风险投

资机构和体系支撑；科技人员分类评价体系尚未形成，从事

工程技术开发及成果应用转化的人员在个人发展上处于劣

势，成果应用转化工程技术人员队伍难以健康成长与长期发

展。 

三、促进云南省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对策建议 

    （一）集聚资源扩大科技创新规模，提升科技成果产出

水平 

通过支持国家级（省级）重点科研平台建设，推动规模

以上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鼓励企业联合省内高校、科研院所

开展产业技术前期研究，加大各类重点研发平台共建共享力

度，推进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等资源向社会开放等

措施，切实提升云南省科技研发水平，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

诞生。吸引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所、高校在云南设立专业性、

公益性、开放性的独立法人研发机构。加大招商力度，引导

州（市）引进省（境）外高新技术企业入滇投资；着力引进

科技含量高的项目。支持各类省（境）外资金以股权投资、

债权投资等形式联合创新团队、创新机构在云南开展研发创

新活动，切实提升云南省科技成果产出和应用转化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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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强化市场导向作用，提升成果应用转化自主性 

认真贯彻落实《科技进步法》、《知识产权法》以及《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相关规定，充分落实各创新主体在科

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分配权等内部权益中的权利和责任，

切实保障受财政资助项目的科技成果所有权归项目承担单

位享有。积极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发明人约定由双方共同

申请、享有和实施相关知识产权，从发明创造诞生的源头解

决成果归属问题，从而为成果使用与收益奠定政策基础。进

一步确立高校、科研机构对本单位科技成果享有自主处置

权，确保高校、科研机构将收益完全留归单位，提高单位奖

励给完成人及其团队的收益比重，有效调动完成人对科技成

果应用转化的积极性。以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型中小企业为重点,加强科技成果应用转化试点示范，引导

各类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与推广。 

  （三）加强产学研合作，形成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合力 

充分发挥企业作为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主体作用，推动

高校、科研机构以合作实施、转让、许可和作价投资等方式

向企业或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在自

办科技型企业、设置资产运营机构、实施自我应用转化的同

时，与企业联合，在契约合作的基础上，以设立产业技术联

盟、协同创新中心等更加高级、紧密的形式，搭建科技成果

应用转化新平台，提升应用转化效率。同时，要充分发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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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机构(包括普通中介机构、生产力促进中心、高新技术创

业服务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创业中心等)的作用

助推应用转化，利用好科技咨询培训、科技孵化服务、技术

创新服务、投融资服务等各种服务。 

   （四）强化信息服务， 促进成果应用转化平台建设 

加强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的信息服务，推动各类科技成果

应用转化平台建设。要建立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工作的动态跟

踪管理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的科技成果信息发布平台，加强

对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活动中的关键信息的把握，排除信息不

对称的障碍。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登记及应用转化报告制

度，及时梳理各行业、各区域新产生的科技成果，将其登记

入册，使后续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活动有据可查。同时，将科

技成果应用转化情况、相关收入分配情况等纳入应用转化报

告，加强对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活动的跟踪和监督。科技成果

应用转化的中介推广机构要根据业务需求，有选择性地建立

自己的特色信息库，对供需双方信息进行有效比对和匹配，

提升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服务工作的针对性。还要推动高校、

科研院所等单位建立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管理机构，积极探索

科技成果转移应用转化的有效机制与模式,建设一批运营机

制灵活、专业人才集聚、服务能力突出的技术转移机构，对

接全省的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管理工作。 



 

 - 15 - 

   （五）加强部门协调，全方位推动科技成果应用转化 

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相关工作，及时通报

工作进展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有序推进工作开展，提升

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水平。加强部门的综合协调，促进部门项

目、工作措施和政策的联动，将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纳入区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组织实施重点科技成果应用转化项

目。依托云南省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基金,采取设立子基金、

贷款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信贷资金、创业投资资金以及各

类社会资金加大投入,重点支持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重点

支柱产业发展的科技成果应用转化。 税务、科技、国资、

工信等部门主动服务企业，指导企业做好政策与发展战略咨

询等工作，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等政策的落实力度，推动企业切实加强科技成果

应用转化工作。进一步完善科研及人才评价管理体系，对科

研人员承担的横向课题和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工作，在业绩考

核、职称评定中同等对待，不断提升科技人才从事科技成果

应用转化工作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