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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 湖南省的科
技创新综合实力将进入全国
前10位，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60%， 全面建成创新型湖
南。 29日上午， 湖南省召开
《湖南省“十三五”科技创新
规划》（以下称《规划》）新闻
发布会 ，省科技厅党组副书
记、 副厅长杨治平及省科技
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鲁先华
出席了发布会并解读该规划
的编制情况及相关内容。

高新技术企业
要达到4800家

《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
年， 全省科技创新综合实力
进入全国前10位， 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60%， 全面建成
创新型湖南发展目标。

杨治平介绍， 创新规划
立足省情实际，提出了“湖南
特色”的“1105”科技创新任
务。“1”是围绕打造长株潭自
主创新核心增长极， 推进建
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
业之都。“10” 是围绕高端装
备、新材料等十大优势领域，
实施产业技术创新链计划，
支撑和引领具有竞争力的创
新型经济发展。“5” 是推进5
大科技创新专项行动。

《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
中，还包括科技创新体系协
同高效、创新创业环境更加
优良。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4800家以上，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30%，科技服务业机
构数达到3800个，创新平台
开放共享度达到90%，公民
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
达到10%。

已启动6个
省科技重大专项

先进制造和新材料领域
是我省的优势领域。 此次启
动的4个专项集中于此。

“此次立项瞄准的是产
业关键共性技术和民生公益
技术等重大技术瓶颈， 预期
能产生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
科技创新计划重大项目。”鲁
先华介绍，2016年新启动实
施了省科技重大专项6项，
通过财政专项资金撬动社会
投资达2亿元， 投入引导比
达1:5。

先进制造和新材料领域
的专项具体包括有智能化大
型电磁冶金成套装备关键技
术研发与应用示范专项，能
够支撑钢铁产业转型和升

级， 更好服务供给侧改革和
中国制造。 预计产出成果推
广应用于数十家企业， 可实
现销售收入6-10亿元，年节
约电能折合人民币过亿元。
高品质芳纶绝缘材料关键技
术研究及产业化专项， 预期
形成年产高品质芳纶绝缘材
料1500吨能力， 支撑上百亿
的高端电气装备产业。 全钒
液流电池储能系统关键技术
研发及应用专项， 项目完成
后预计可实现产品年销售3
亿元以上。 交通运输用高性
能铝合金材料开发与应用关
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专项，
预计可实现年产8万吨轨道
交通铝材和年产2万吨汽车
轻量化铝材产能， 实现年产
值30亿元。

在现代农业领域， 启动
“大宗木本油料高值化分级
利用技术及产品”重大专项，
预计实现木本油料全资源利
用率提升至50%以上， 为全
省木本油料产业总值突破
1000亿元提供技术支撑。

人口健康领域，“心脑血
管疾病防治协同创新工程”
重大专项已经启动， 致力于
实现疾病防治关口前移，打
造慢病管理的新模式。

■记者 李琪

我省绘就“十三五”科技创新蓝图：从技术创新“点的布局”向产业创新“链的布局”转变

长株潭示范区要建成“创新创业之都”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规划》提出，长株潭自主创新
示范区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创新创业之都，实现“一区三谷多
园”空间布局和“5+5+X”创新产业
集群。
【构建10大领域产业技术创新链】

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现代农业、
人口健康、资源与环保、文化创意、
公共安全与应急、 现代服务业等10
大领域重点产业， 系统定制技术创
新方案。
【实施五大科技创新行动】

实施前沿科技引领行动、 科技
重大工程和专项推进行动、 人才培
育与平台建设行动、 创新创业促进
行动、 区域创新协同行动等五大专
项行动，带动科技创新整体跃升。
【创新人才“2+3”工程】

“2”为长株潭高层次人才聚集
工程、 军民融高端人才引进工程。
“3” 为科技领军人才支持计划、湖
湘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企
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支持计划。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百千万”

工程，形成创新型领军企业“顶天立
地”、科技型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
发展格局。
【提升高校院所创新能力】

注重培育科技创新战略力量，
推进高校院所改革， 加强创新资源
集聚整合， 促使高校及科研院所成
为创新核心驱动力。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实施科技成果“三权”改革示范
工程、 新型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提升
工程、技术转移人才培养提升工程。

【强化军民深度融合创新】
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

建立军民两用技术开发中心， 加强
军民整合产业科技创新和服务平台
建设， 推动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成“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构建开放合作创新大格局】
以全球事业谋划科技创新，瞄

准国际技术发展前沿， 与发达国家
多层次、 多形式、 全方位的科技合
作，构建国际科技合作网络。

记者从《湖南省“十三
五”科技创新规划》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 目前我省已经启
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协同
创新工程”重大专项，实现疾
病防治关口前移， 打造慢病
管理新模式。

“专项会提高医疗的均
等性、可及性和先进性，降低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病死
率和医疗费用， 推进我省心
脑血管疾病预防领域的分级
诊疗。” 省科技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鲁先华介绍， 专项将
推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协同
创新的“3311工程”建设。3个
平台包括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平台、大数据共享平台、慢病
自我管理平台；3个体系分别
是风险预警体系、 救治网络
体系、临床决策体系；10家核
心医疗机构组成的协同创新
网络；1000家医疗机构形成
的推广应用网络。

杨治平介绍， 这次《规
划》有两个“首次”。一是我省
首次将“科技规划” 升级为
“科技创新规划”，跳出“就科
技而科技”一般性科技规划
范畴，着眼于转换发展动力，
建设创新型湖南， 更加突出
了科技与经济、 科技与创新
的结合。

二是首次创造性地以
“1+1” 形式编制科技创新规
划。其中“1”是针对总体科技
工作部署。另一个“1”是落实
“以产业链配置创新链，以创
新链配置资金链” 的任务要
求，发布《十大领域产业技术
创新链》。实现技术创新“点
的布局”向整个产业创新“链
的布局”的转变。

从技术创新向产业创新转变，科技产业园的布局发展加快。

从技术创新
向产业创新转变

推动建设“3311工程”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人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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