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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6日，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传来消息，其成功研发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的高纯净度冶炼GH4169高温合金
，填补了相关材料的国内空白；

 9月24日，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在成都发布环保技术方案，成为国内唯一具备“超净排放”5项核心技术的企业
；

 9月28日，我国高速铁路基础结构研究领域的第一个973计划项目——由西南交通大学牵头的“高速铁路基础结构动
态性能演变及服役安全基础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将为建立和完善我国高速铁路运营维护标准体系，奠定理论基础
；

 短短12天，四川科技领域重大突破频频出现。

 12天的创新节奏，是过去一年中，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关键阶段的四川，全面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依靠科技力量推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缩影。

 企业担当自主创新主体

 9月底，四川证监局公示信息显示，成都尼毕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上市辅导期，开启资本之旅——过去3年间，
这家由几个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团队，依靠新兴移动互联网技术，营业收入累计增长46倍，并多次刷新国产游戏在海外
的最好成绩。

 被改变的不仅是尼毕鲁。

 9月26日上午，北斗卫星导航产品2501质量检测中心在成都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授牌筹建。凭借十所
在电磁兼容检测和元器件检测方面的技术实力，北斗卫星导航产品西南地区首个检测中心，落户四川。

 时针再往前拨。6月初，新筑路桥与有轨电车行业世界排名前三的西门子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设立联合技术中心
，共同开展电气系统集成技术与产品研发——西部民营企业，搭上世界巨头的创新快车。

 企业，是四川自主创新的主体。根据我省全面推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关方案，到2017年，企业将成为创新投入
、创新组织、研发活动和成果应用的主体，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达65%以上。

 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创新攻关。我省将围绕重大产业，支持企业牵头联合院所高校，组建60个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新建10家产业技术研究院；围绕培育重大创新产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抓好新能源汽车、3D打印、北斗卫星导
航等100项重大科技项目联合攻关。

 一个个被科技自主创新改变的企业，激发四川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前行。

 2013年，全省15个市州高新技术工业总产值超过100亿元，市州的数量比上年增加4个。2013年，在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的宏观背景下，四川高新技术产业逆势上扬，总产值突破万亿，达到10341.7亿元，继续居西部首位。

 上半年，全省1750家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工业企业，完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出口交货值等
多项指标，占工业的比重均为近5年最高水平，继续推动我省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科技创新占领产业制高点

 “氯化钛白原料生产的技术问题解决之后，产业化也就指日可待了。”10月13日，攀枝花新中钛科技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英明，正和通过招投标找到的技术团队，进行项目前期准备。

 3个多月前，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11个科技攻关项目，面向全球招标。其中新中钛的“英雄帖”，被北京
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等3家单位联手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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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设立的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资源综合利用试验
区。但核心技术瓶颈的制约，导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大规模产业化应用亟待技术破题。科技攻关，成为试验区
建设的首要任务。

 亟须科技攻关的，不止攀西。

 近日，省科技厅陆续出炉五大高端成长型产业技术“路线图”。沿“市场需求—产业目标—技术壁垒—研发需求”
路径，每个产业均确立了重点领域、技术壁垒，以及各自的技术发展模式。“一个产业的高端，最重要的不是看总量
和规模，而要看其是否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在省科技厅厅长刘东看来，四川要占领产业制高点，首先要占领科技制
高点。

 8月签约的中电科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项目，正在加速推进，确保于2015年开工建设。“打造具有带动辐射作用的
国内信息安全旗舰企业，填补我国在高安全级信息产品上的空白，实施国外信息基础产品的全面替代。”目标实现，
需要最大程度和范围的技术整合，为此，中电科将把旗下位于全国各地的相关技术，一并整合纳入。

 技术的有力保障，也为“军转民”、“民参军”，军民融合创造了条件。

 由中国电科三十所、四川移动、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联手合作的安全手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预计明年初
推出定位于中档消费群体的首款产品。

 促进创新要素充分涌流

 一家成立时仅3个人、截至去年10月尚未建立销售团队的初创公司，今年已有望实现销售收入1500万元，明年这一
数字可望突破5000万元。

 这是四川豪斯特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故事。转折，来自去年举行的首届中国科技城科技博览会。

 尽管仅在航空航天馆内占了一个角落，但绵阳本土企业豪斯特还是凭一架警用无人机的工程样机，拿下4000万元订
单，市场就此打开。

 四川，创新人才西部第一，拥有两院院士59人次，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275万。创新机构西部第一，有国家重点实
验室1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6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39家。

 如何让西部最为丰富的创新要素和资源，充分激活、涌流？需要桥梁和平台。

 开放合作的科博会平台，为全省像豪斯特这样的科技型企业提供了绝佳的展示和推介机会，让四川的创新成果与全
球市场对接。

 科技力量的发挥，不仅需要平台，还需要“辅助”。

 以科技金融为例，省科技厅与四川银监局共同设立了四川省银科对接信息服务平台，466个银科平台银行端口，基
本覆盖了成都、绵阳、德阳等科技企业聚集地。截至去年末，上述平台已向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816.56亿元。

 即将召开的第二届科博会，多了“国际”二字。

 更大的平台、更大的视野。一场科技盛宴，启幕在即。（记者 张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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