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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从今天开始，《科技双周刊》正式和您见面了。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发展最核心的

动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未来。当前，我市正处

于转型提升的关键时期，爬坡过坎，更需科技创新强

大的推动力， 科技强市战略成为推动转型的 “核动

力”。基于此认识，在市科技局和本报的精心策划下，

《科技双周刊》应运而生。本周刊每双周周五刊发，将

全面宣传我市科技工作政策、成果、做法、经验，提升

创新理念，引导全社会走科技创新道路，支撑全市转

型发展。《科技聚焦》《创新观察》《县区传真》《科技动

态》等栏目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我们期待，我们的

努力能为您带来更多创新思考和创新实践。

创新焦作 扬帆起航

本报记者 王 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也是一个地

区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对于正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

的焦作来说，科技创新对于推动转型、引领示范

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市委书记孙立坤指出：“没有科技， 就没有

核心竞争力；没有科技的提升，就不能实现经济

转型示范市的目标。 ”

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文深指出：“转型靠什

么？ 一言以蔽之，必须靠科技。 ”

作为一个传统的资源枯竭型城市， 焦作形

成了铝工业、汽车及零部件、煤盐联合化工、装

备制造、食品、能源六大战略支撑产业和生物、

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四大新兴产业，科技

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重点产业还存在三个

方面的问题。 一是传统老产品多，高技术、高附

加值、高性能的新兴高端产品少；二是综合基础

能力薄弱，缺少现代化制造工艺、技术、装备和

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等；三是产品集成度低，产

业链条短，系统成套能力弱。 这些问题的存在，

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科技水平不高和技术创新

能力低， 我们的企业和产品还缺少现代化科技

知识、高层次尖端技术和优秀科技人才的支撑。

转型的希望在创新，出路也在创新。只有加

快科技强市建设步伐，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才能

从根本上转变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 才能有效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掌握经济发

展的主动权。

转型发展，科技先行。

焦作，吹响了科技强市冲锋号！

■

真抓实干 科技事业突飞猛进

盘点我市科技事业发展，亮点多多：

2011

年以来，我市围绕抓创新、促转型、做

示范，出台了

21

个专项规划和工作方案，实施

了十大专项行动计划。与

29

个省直部门和金融

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建立厅市会商机制。

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

11

个重大产业基地和重

要平台、

23

个重大项目列入国务院批复的 《中

原经济区规划》。 全市成为国家资源综合利用

“双百工程”首批示范基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全

国经济转型发展工作联系点。

2012

年，全市争

取上级资金

81.3

亿元。

当前，我市已形成科技创新优势特色：以企

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科技创新

环境明显优化；支撑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显著

增强。

2012

年，我市共获得国家和省级科技项

目资金

4838

万元，同比增长

120%

。 其中，新增

省重大科技专项

3

项，总数达

6

项；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34

家，院士工作站

10

家（目前，已

达

13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2

家，居全

省第三位，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分别达

3

家和

71

家，总数居全省第三位；科技创新成果

明显，

2012

年全市申请专利

2280

件，较上年增

长

11%

， 授权专利达

1336

件 ， 较上年增长

34%

，全市鉴定省、市级科技成果

143

项，认定

技术合同

1004

项，合同成交额

3.1

亿元，参与

制定国家标准单位

10

家， 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单位

10

家。

■

正视现实 转型发展时不我待

要转型，调结构是首要任务。

我市的经济发展方式从总体上说仍属外延

式增长，过多依靠资金的投入、低廉的劳动力、

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 也就是大量依赖于生

产要素驱动，面临的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还比较低，与

全市经济发展战略的整体要求不相适应， 发展

模式不可持续， 迫切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

领。

新兴产业亟待进一步发展。“十一五”以来，

我市在先进制造业、新材料、太阳能光伏产业、

光电产业、 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实施

一批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集中培育了一批以核

心技术为支撑的高新技术产品和知名品牌。 但

由于支撑点和增长点不多，整体增长相对乏力，

大量传统优势产品、 主导产品逐渐丧失了以往

的优势地位。 新兴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依

然较小，亟待进一步发展。

科技创新投融资机制有待完善。

2011

年，

焦作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的

1.03%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较低的科技投入使

我市在各类科技项目角逐中处于劣势， 间接加

剧科技人才流失， 使我市逐步丧失科技竞争优

势，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

融资体系尚未形成，渠道单一、额度有限的财政

投资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使

创新研发资金的匮乏成为制约科研部门进行新

知识、新技术的主要障碍。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机

制尚未形成， 制约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

■

多措并举 打造科技创新升级版

“创新券”制度、科技贷款贴息、企业科技创

新能力评价实施管理办法……一项项新政出

台，传递着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科技创新到了

加速度推进的新阶段， 科技强市将成为我市转

型的最强音。

今年年初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

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

全市倡导转型示范、科技先行。市委常委会和市

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了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

的科技工作， 要求科技部门要切实担负起通过

组织科技创新引导和支撑转型发展的重任，并

决定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促进科技

工作发展。

一是以创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为抓手，

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转型发展，坚定不

移地实施科技强市战略。

二是试行“创新券”制度，提高财政科技资

金使用效益。 “创新券”是有价证券，用于支持

企业购买技术成果、技术服务和研发仪器设备

等。 “创新券”的发行和使用有着严格的程序：

首先 ，由企业提出申请 ，管理部门发放 “创新

券”给企业，企业凭“创新券”及配套资金支付

给其产学研合作单位，再由合作单位向财政部

门申请现金兑付。 这样，通过“创新券”的发行

与使用，不仅有利于搭建企业与高校、科研单

位开展产学研合作的桥梁，提高财政资金的使

用效率 ，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科技管理，用好科

技资金。

三是开展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引

导企业创新发展。评出创新能力前

100

强，并进

行分类指导服务、分类奖励，对前

30

名企业进

行重点跟踪和扶持，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企业的

产学研合作是重要内容之一。

四是继续大力开展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招

商。

2011

年和

2012

年，市科技局开展产学研合

作专项活动，先后组织了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

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化学化工

4

次产学研合作专场，达成合作项目

89

项，技术

成交额

4366

万元。 从今年

7

月份开始，市科技

局成立

5

个科技招商小组， 分赴全国各地开展

科技合作和招商活动，有关企业与中国科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等院校和科研单

位签订了一批科技合作项目。

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爆发力引领焦作

转型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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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言

9

月

7

日，省科技厅在郑州举办产学研合

作专项活动。 与往常不同的是，活动中没有企

业的身影，而是焦作市政府和省内

20

多家高

校、科研单位的负责同志坐在一起，面对面进

行了深度交流，“碰撞”出不少合作的火花。 对

此，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鹏说：“以这样的形式

与高校联姻，为企业服务，表明的是焦作市政

府的诚意和推进产学研合作的决心。 ”

介绍焦作重点产业基本状况，市科技局

局长翟耀南有一说一，既说成绩，更说问题。

“传统老产品多，高技术、高附加值、高

性能的新兴高端产品少。 比如我们的工程机

械装备，多数产品还属于粗线条的老产品或

仅仅经过简单改进，自动化程度低，环保性

能落后，智能化、信息化程度更低。 ”

“综合基础能力薄弱，缺少大型主机制

造核心企业和大型重型高端成套设备。 ”

“模仿、仿制，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的东西；

不研发，不创新，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焦作的创新迫切需要各位的帮助和支持。 ”

发布重点产业基本技术需求， 高校和科

研单位十分关注。

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校长吕彦力说，之前我

们和焦作的淼雨、黄河人、多氟多等企业有合作，

这次听了焦作市政府对重点产业的介绍和技术

需求后，对全局发展有了数，今后可在污染治理、

农副产品加工和能源化工等方面加深合作。 ”

河南理工大学校长助理丁安民则为我市

申报相关技术中心支招，他表示，焦作市政府

的诚意令人感动， 对科技的重视和对产学研

合作的推进力度，更让高校有理由选择焦作。

卫文星是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助理兼

科研处长， 他对行业科研资源的分布十分熟

悉，一上来就提出了无公害农作物肥料、农产

品质量检测、“四大怀药”加工等合作项目，听

得与会人员频频点头。

河南农业大学地方合作处处长张光辉对

此次面对面交流十分感慨。 他说：“很多企业

对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不十分了解，

也缺少这样的沟通渠道， 以致于很多科研单

位都转化到外地了。 焦作市政府出台了创新

券、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等政策，真的有魄

力，了不起。 ”

郑州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则对政府加大

风险投入保障力度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郭鹏表示， 产学研结合是一招应多变的

终极目标，焦作一定会成为创新的沃土。

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要有核心技术，要

舍得用真心真情寻求高端合作， 与高校和科

研单位联手共赢。 这是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

必然之路，是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的必然之路，

更是我市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9

月

7

日， 河南省科技厅产学研合作专

项活动焦作市与省内高校科研单位产学研合

作座谈会在郑州召开， 省科技厅副厅长张代

民（前左二）、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鹏（前右二）

出席会议。 本报记者 王永涛 摄

新增 600万元支持

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本报讯 （记者王言） 记者日前从市科技局获悉，省财

政厅、省科技厅下达

2013

年重大科技专项项目资金，我市新

增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支持资金

600

万元。

这些项目是：焦作瑞赛尔盘式制动器有限公司的“兆

瓦级风电偏航制动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多氟多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的“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千吨级晶体六氟磷酸

锂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河南利伟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利用洗毛废弃物提取胆固醇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

我市专利申请速度质量同步提升

本报讯 （记者王言） 记者昨日从市知识产权局了解

到，今年年初以来，通过持续开展企业专利申请“消零”行

动和季通报制度， 我市专利申请速度和质量实现同步提

升。

1

至

6

月份，全市申请专利

1004

件，同比增长

17.8%

。

其中， 发明专利

363

件， 同比增长

50.6%

， 占申请量的

36.2%

，高于上年

6.7

个百分点。

我市新认定 4 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本报讯 （记者王言） 经企业申报、县市区科技局初

审、专家评审等程序，市科技局新认定焦作市大明创基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焦作

飞鸿安全玻璃有限公司、焦作市润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等

4

家企业为焦作市高新技术企业。 至此，我市市级高

新技术企业达

45

家。

按照《焦作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被

认定为焦作市高新技术企业的给予

5

万元奖励，自认定

之日起三年内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给予

10

万

元奖励，其科技项目符合焦作市规定申报条件的优先予

以立项支持。

沁阳市重视创新驱动

本报讯 （记者王言） 记者从沁阳市科技局了解到，沁阳

市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创新券”、企

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等工作，并作出决定：财政支出优先兑

付创新奖励资金；政府支持项目优先考虑创新活跃企业；干

部选拔任用优先考虑科技创新人才和科技管理工作者。

科技招商初见成效

本报讯 （记者王言） 按照市政府第十次

全会提出的“大力开展科技大招商”的要求，市

科技局迅速成立

5

个科技招商小组， 自

7

月

22

日开始，分别由局领导带队赴京津、东北、

华东、中南、西南五地开展科技大招商活动，先

后与科技部基础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科技发

展促进局等

29

家单位洽谈科技合作事宜。

截至

8

月

15

日，科技招商活动取得了初

步成效。 焦作铁路电缆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

交通大学的 “车—地无线传输用漏泄波导电

缆”、焦作市大明创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西

安交通大学的 “多功能焊接机器人研究开

发”、焦作瑞塞尔盘式制动器有限公司与沈阳

工业大学自控技术研究所的 “风控系统技术

服务”、河南粤禽农牧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家禽

科学研究所的 “粤禽皇

5

号浅褐壳蛋鸡配套

系商品代新品种产业化研究应用示范”

4

个

项目正式签约。 沁阳昊达实业有限公司与北

京化工大学洽谈的 “高纯度氟硅酸生产新工

艺”等

5

个项目拟

9

月底前正式签约。

专利“消零”进展顺利

本报讯 （记者王言） 记者昨日从市知识

产权局了解到， 今年

1~8

月我市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消除零专利申请专项行动 （简称 “消

零”专项行动）进展顺利。

为加快科技进步，强力推进自主创新，引

导企业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道路，市科技

局、市知识产权局于

2011

年下半年起，计划

用

3

年时间在全市组织开展 “消零” 专项行

动

, 2013

年

1~8

月份各县市区“消零”专项行

动收到了显著成效。 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沁阳市：

2010

年年底零专利企业数

154

家，

2011~2012

年完成

92

家，

2013

年

1~8

月

新增完成

23

家，总完成率

74.7%

。

孟州市：

2010

年年底零专利企业数

164

家，

2011~2012

年完成

85

家，

2013

年

1~8

月

新增完成

46

家，总完成率

79.9%

。

博爱县：

2010

年年底零专利企业数

105

家，

2011~2012

年完成

34

家，

2013

年

1~8

月

新增完成

9

家，总完成率

41%

。

武陟县：

2010

年年底零专利企业数

150

家，

2011~2012

年完成

96

家，

2013

年

1~8

月

新增完成

13

家， 总完成率

72.7%

。

修武县 ：

2010

年年底零专利企业数

45

家，

2011~2012

年完成数

6

家，

2013

年

1~8

月

新增完成

11

家，总完成率

37.8%

。

温县 ：

2010

年年底零专利企业数

158

家，

2011~2012

年完成

29

家，

2013

年

1~8

月

新增完成

53

家，总完成率

51.9%

。

解放区 ：

2010

年年底零专利企业数

4

家，

2011~2012

年完成

1

家，

2013

年

1~8

月

新增完成

2

家， 总完成率

75%

。

山阳区 ：

2010

年年底零专利企业数

5

家，

2011~2012

年完成

4

家，

2013

年

1~8

月新

增完成

1

家，总完成率

100%

。

中站区 ：

2010

年年底零专利企业数

10

家，

2011~2012

年完成

5

家，

2013

年

1~8

月新

增完成

2

家，总完成率

70%

。

马村区 ：

2010

年年底零专利企业数

12

家，

2011~2012

年完成

8

家，

2013

年

1~8

月新

增完成

4

家， 总完成率

100%

。

高新区 ：

2010

年年底零专利企业数

44

家 ，

2011~2012

年完成数

2

家 ，

2013

年

1~8

月新增完成

30

家，总完成率

72.7%

。

我市省内首发科技“创新券”

推动政府引导资金最大化用于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本报讯 （记者王言） 日前，市政府印发《焦作

市“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试行）》，这标志着我市

在省内首家开始实施“创新券”制度，这一新政将促

进政府引导资金最大化用于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进

一步提升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创新券”是什

么？ “创新券”如何用？ 本报记者为您一一解答。

“创新券”是指政府为鼓励和支持企业大胆创

新、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设计发行的一种“有价

证券”，由政府向企业发放，企业用“创新券”向高

校科研院所购买科研服务或购置研发设备。 “创新

券”每张面额为

1

万元，有效期两年，不得转让、买

卖，不重复使用。 “创新券”通过先发券、后兑现的

方式，使财政资金能够实现指定用途，将有利于引

导科研院所为中小企业服务。

“创新券”支持的对象：新兴产业以及对传统产

业实施改造升级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市科技创新能

力评价百强企业。 支持对象应具备以下条件：在本

市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 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

度，财务管理规范，无不良诚信记录。 “创新券”采取

无偿资助方式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要求企业在使用

“创新券”的同时必须配套相应比例的资金。

“创新券”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如何使用？

据了解，“创新券”分为市级“创新券”和县级

“创新券”，市级“创新券”为

A

券，县级“创新券”为

B

券，面额均为

1

万元。市属企业只发放

A

券，县属

企业按照县级财政与市级财政配套比例发放

A

券

和

B

券。“创新券”资金在市县两级财政科技经费中

列支，县级财政按与市级财政

1:1

的比例进行配套。

“创新券”

A

券由市级财政兑现，“创新券”

B

券由企

业所在地县级财政兑现。 各县市区应把“创新券”资

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确保“创新券”

B

券的及时兑

现，否则将取消其年度政府目标考核评先资格。

企业使用“创新券”购置研发所需仪器设备和向

高校、科研院所购买技术服务，必须同时配套相应比

例的资金；企业配套资金与县市两级“创新券”的比例

分别为：市属企业配套资金额度与“创新券”

A

券额度

的比例不低于

1:1

； 县属企业配套资金额度与 “创新

券”

B

券和“创新券”

A

券额度的比例不低于

2:1:1

。

企业怎样申报“创新券”？

企业将计划开展的研发（成果转让）项目或研发

仪器设备购置方案按规定上报市“创新券”运营管理

中心，经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后，由市“创新券”运

营管理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 按

照专家评审意见，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确定“创新

券”支持项目并书面通知各级“创新券”运营管理中

心，再由各级“创新券”运营管理中心通知相应企业。

研究确定支持的项目，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或研发

仪器设备供应商签订合同后，可以用“创新券”代替相

应的资金额支付相关费用，否则，“创新券”不予兑现。

《办法》规定，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于每年年初发布

“创新券”发放公告。企业按照公告要求，填写“创新券”

项目申请书，向所在地“创新券”运营管理中心提出申

请。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公告要求及申请推荐情况，

会同市财政部门研究确定年度“创新券”发放企业名

单，由市“创新券”运营管理中心公示后逐级发放。

《办法》对绩效考核作出规定：对于提供虚假

材料套取“创新券”资金的，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注销其“创新券”，追回套取资金，三年内不再给予

各级科技项目和政府各类奖补资金支持， 并将依

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科技动态

县区传真

新政解读

编者按 日前，我市出台“创新券”、科技

贷款贴息、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实施管理

办法等多项政策措施， 本刊自本期起将陆续

为广大企业解读，敬请关注。

修武县强化科技强县

本报讯 （记者王言） 记者昨日从修武县科技局了解

到，日前，修武县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出台《中共修武

县委修武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科技强县”战略，强化创

新驱动，促进修武经济转型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对

全县科技创新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会议要

求：人事部门要到县科技局调研，根据县科技局人员实际

情况，及时调剂、充实工作人员，强化科技管理力量；财政

部门要到县科技局现场考察，解决县科技局资金紧张、办

公条件差等困难，为科技管理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孟州市上半年专利专项资金发放到位

本报讯 （记者王言） 日前， 孟州市知识产权局实施

2013

年上半年专利专项资金发放工作，共资助申请专利

68

项、授权专利

38

项，发放专利资助资金

6.825

万元。

2013

年，孟州市知识产权局调整本年度专利专项资

金资助政策， 大幅度提高了发明专利申请资助和授权奖

励额度。 申请阶段，发明专利每件资助

1000

元，授权后，

发明专利的资助额度首次超过千元， 提高为每件

1500

元。该市还首次对授权后的发明专利进行逐年连续资助，

授权后第二、第三年年费将每件获资助

360

元。

科技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