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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贯穿二十

大报告全文的一个关键词、高频词，在

擘画发展目标和路径时，报告提出要

“打造全球重要的人才中心和科技创新

高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

新型举国体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

2023 年，全市科技工作在市委、市

政府坚强领导下，落实高质量发展要

求，聚力打好“科技创新攻坚仗”、深入

开展三个“全覆盖行动”、着力抓实“七

项重点工作”，全面推进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全面创新，把科技创新的“关键

变量”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

增量”，为“制造名城、幸福株洲”建设提

供强劲支撑。

●打好“科技创新攻坚仗”
今年，市科技局将紧紧围绕省市

“科技仗”工作部署，着力发挥产业创新

优势，突破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技术，攻

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一批“卡脖

子”难题，转化一批高价值成果，塑造高

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打造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迈出坚实步伐。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比达到 3.2%（奋

斗目标 3.4%），新增高价值发明专利 500

件左右，技术合同交易成交额增长30%，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25%以上。净

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50家以上，总量达

到 125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达到

1500家；力争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10

家以上；培养高素质技术经纪人 100名，

力争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10亿元。

●开展三个“全覆盖”行动
规上工业企业 R&D“全覆盖”。联合

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组建规上工业企

业“R&D清零”行动专班，对全市规上企

业进行“全覆盖”研发优惠政策宣讲和业

务培训，切实解决企业研发意愿弱、统计

口径理解难、上报不规范等堵点难点，实

现“企业培训率、企业上门率、业务上手

率”100%，确保研发活动“应统尽统”。

重点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围绕

“产值10亿元以上企业建立研究院‘全覆

盖’、产值亿元以上企业建立研发中心

‘全覆盖’”分档目标，引导企业建立研发

机构，大力支持一批条件成熟的市级研

发中心申报省级、国家级研发机构。

高新技术企业校企合作“全覆盖”。

出台科技合作补助政策，鼓励科技型企

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

作，按企业当年实际支付技术合同金额

一定比例给予补助。

●抓实“七项重点工作”
强化核心技术公关。从做强创新链

入手，建立“定向跟进、常态论证”工作

机制，切实加强重大项目的策划和凝

练，支持优势产业大企业集团承接国省

重大科技专项和“揭榜挂帅”，推进实施

“15 兆瓦级海上漂浮式风力发电”等十

大技术攻关项目，形成“落地一个重大

项目、带动一批配套企业、做强一批主

导产业”的良好格局，为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实施贡献株洲力量。

提质改造科研平台。加快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力能实验装置

2023 年启动一期高频振动加速服役实

验台建设，开展保寿、延寿、长寿设计方

法与技术研究。航空发动机冰风洞装置

一期结冰试验装置 2023 年 9 月前投入

使用并完成多型发动机结冰试验，加快

推进二期建设。重点布局建设材料领域

全国重点实验室，大力争取硬质合金全

国重点实验室重组获批。推动优势企业

与省内外重点高校院所共建一批“校企

联合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做好国

家农业科技园、国省创新型县（市）区申

报工作。

培育科技企业梯队。按照“扩增量、

优存量、提质量”的工作思路，完善科技

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紧盯符合“四科”

标准的优质企业，重点支持科技小巨

人、瞪羚企业、隐形冠军、独角兽等一批

拥有核心技术和具有较强集成创新能

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培育一批科创板

上市企业和龙头骨干企业，推动全市科

技型企业群体规模持续发展壮大。

聚集高端创新人才。实施“一对一”

联系制度，建立院士后备人才库，做好

院士梯队托举服务。大力实施“高精尖

人才”“双创精英人才”等多层次人才支

持计划，引进培育双创精英人才（团队）

30 名左右，发掘和培育 50 名左右优秀

青年人才，新选派科技特派员 400名，在

产业链龙头企业建设一批卓越工程师

实践基地，提高青年科技人才承担重点

研发任务的比重。配合人社部门，打通

工作渠道，努力破解民营中小企业技术

人员职称评审难题。在市本级探索设立

人才贡献奖等专业化奖项，最大限度地

释放人才科技创新潜力。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以专业化、市

场化为导向，加快潇湘科技要素大市场

（株洲分市场）、中开院株洲创新孵化基

地建设，新建一批县（市）区科技要素市

场工作站、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全面优化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体系。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

提升“科技+金融”服务精准度，加强与银

行等金融机构对接，逐步扩大知识价值

信用贷款规模，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模

式创新。

优化科技创新生态。落实国家《科

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关于完善

科技激励机制的意见》等改革政策文

件，着力推进新型举国体制、科技成果

评价、科技奖励设置、项目经费管理等

改革措施落地见效，全力争取和精心举

办“全国双创大赛轨道交通专业赛”“科

技潇湘行”“科技创新高峰论坛”“长株

潭区域协同创新”“科技活动周”等重点

活动，强化科技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弘

扬科学家精神，全面激发各类主体创新

活力。

全面加强作风建设。深入落实全市

“项目攻坚年”、“作风建设年”主题活动

的部署，不断加强科技系统政治建设、

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全市科技干部坚

持更高的站位，肩负起打造科技创新高

地的责任使命；要拿出更实的举措，扎

实推进项目建设、补齐创新短板、提升

创新绩效，细化目标任务，层层落实责

任，严格督查督办，切实提高执行力，努

力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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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日，全市科技创新和工业信息化工作会议
（市打造三个高地先进制造业组和科技创新组工作推
进会）在株洲凯悦酒店召开，安排部署全市科技创新
和工业信息化工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王庭恺，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三高”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刘剑飞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市政府副秘书长黎平
主持会议。

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委改革办、市发改委等市
直部门相关负责人，各县市区分管科技、工业副县市
区长和科工信局局长，各园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各
产业链、高校、院所、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了2022年全市科技创新工作取得的成
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2023年重点科技创新任务。

2022 年，全市科技系统紧扣省市

重点决策部署，坚持在全省打造“三个

高地”上当先锋打头阵，聚焦关键环

节、加速科技攻关、推进先行先试，全

社会研发投入占比连续 4 年居全省第

一，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双双突破 1100 家，4 家企业进入全省

“百强高企”的前 5名，一批重大标志性

创新成果填补国内空白，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28.8%，成功

迈进“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第 32

位，国家创新型城市排名大幅提升 9

位，位列第 28位，科技创新再次获得省

政府真抓实干表彰激励。

构建“保障网”
创新政策落地增效

去年，围绕“科技型企业培育”、

“高精尖人才聚集”、“知识价值信用贷

款”、“专精特新企业引才用才”、“科技

专项资金管理”等方面制定出台系列

政策，持续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

励扶持，精准实施企业科技创新减税

政策，全力推进政策扎实落地。全年支

持 412 家科技型企业获省研发奖补资

金共 7000万元，821家企业获得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共 13.7 亿元，182

家高新技术企业获得所得税减免共

8.99 亿元，推荐 188 个项目获得部省科

技立项资金 12.41 亿元。深入推进科技

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工作，贷款

额度达到 3.06亿元。

瞄准“无人区”
重大项目重点突破

去年，我市聚焦国家先进制造业

“卡脖子”“卡链”“断链”环节，建立关

键核心技术清单和服务推进机制，策

划申报国省重点研发计划 68 项，全力

支持企业突破核心技术。13 个省市重

大科技项目投资和研发进度均超过年

度计划的 130%，29个成果项目获得湖

南省科技奖励，3个省重大技术攻关项

目分别获得 80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全

国首款油电混合动力通用飞机、550kW

抱轴式大功率永磁发电机、国产客机辅

助发动机减振器、第一代钠离子电池、

航发燃机QDR280燃气轮机发电机机组

等一批重大成果在株洲面世或量产。

培育“生力军”
科技企业加速壮大

去年，我市强化分类施策和靶向

服务，实施高新企业“7+3”“3+2”补助

政策，开展“促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与

产学研合作联合行动”，举办长株潭

“五链融合”服务对接活动，对全市“跳

得高、跑得快、成长性好”的企业开展

瞪羚企业培育和“十佳”评选，全年入

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1261 家，净增高新

技术企业 195家，认定科技型瞪羚企业

50 家，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到 27.01件，稳居全省第二。发挥厂所结

合优势，制定专项行动方案，全力支持

新兴产业链龙头企业建设特色“双创”

基地，通过混改、技术平移、产业链延

伸、科技成果转化，裂变、衍生、孵化一

批创新型企业，越摩半导体、菲斯罗

克、高精传动、国芯科技、泛航等迅速

发展成为细分领域的典型代表。

打造“策源点”
原创实力稳步增强

去年，我市组建刘友梅、丁荣军、

田红旗等院士领衔的专家团队，全方

位加强大科学装置的技术论证，努力

向部省汇报争取支持，目前力能实验

装置、航空发动机冰风洞实验装置已

纳入湖南省“四大科技基础设施”布

局。在科技部对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

重组中，时代电气、中车株机分别获批

“功率半导体集成技术”、“重载快捷大

功率电力机车”全国重点实验室，占全

省企业全国重点实验室总量的 2/3。11

家单位获批湖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支撑有力的科研平台体系进一步

夯实提升。

组建“联合体”
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去年，我市全力引进高端资源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市政府与科技部高

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在

全省率先开启部市联动共推成果转化

的先例；与中国科技开发院合作共建

“创新孵化基地”，成功引入中科蓝海、

湖南凯睿思、柳鑫实业等 130 多个项

目，预计全部投产后总产值超 30亿元；

与中南大学、湖南大学、西南交大等重

点高校、科研院所在产业升级、平台共

建、基金设立、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深

度合作，组建新型研发机构 5 家，落地

实施项目超过 20 个。着力推进“仟里

马”“梧桐树”“起航”科技成果转化基

金有效运行，投资项目 11个，带动企业

在株投资 56.85 亿元。全年登记技术合

同 3366 件，技术合同交易额实现 308

亿元。

完善“生态圈”
创新创业升级升温

去年，我市成功举办首届湖南省

创新创业大赛轨道交通专业赛，株洲

南方阀门等 4 个项目挺进全国颠覆性

技术创新大赛领域赛。推进外国人来

华工作高端人才“一卡通”服务，引进

外籍专业人才 67名，举荐“株洲市青年

科技之星”30名，争取各级科技人才项

目资金 2251 万元，18 名在株工作的外

国高端人才享受株洲市高层次人才 D

类待遇。选派 379 名科技特派员，组建

10只科技专家服务团，服务生产一线。

株洲引才引智工作经验获得科技部

《专家工作通讯》专题刊发推广。支持

高新区联合湖南工业大学采取“一主

体、多基地”的模式建设大学科技园，

力争通过 3 年时间的成果转化和创业

孵化，实现产值 20亿元以上，积极创建

国家大学科技园。

会上，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李

红表示，2022 年科技创新工作在繁杂

局势下取得这样的成绩颇为不易。这

得益于市委市政府高位推动，以前所

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抓科技创新；各县

（市）区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科技

创新工作的决策部署，狠抓落实，全市

“上下一盘棋”抓创新促发展的格局更

加巩固；更离不开组织部、发改、教育、

工信、财政、人社、统计、金融、税务等

各部门协同联动，为我市打造“科技创

新高地”提供了极力支持。

1.
回眸篇·科技创新结硕果

2.
展望篇·砥砺奋进新征程

旋翼机炫舞蓝天

中车株机城轨事业部中车株机城轨事业部，，
一列列城轨车辆整装待发一列列城轨车辆整装待发。。
（（本版图片由市科技局提供本版图片由市科技局提供））

复兴号列车行驶在雅鲁藏布江畔

株洲新能源汽车产业星光熠熠

时代电气旗下子公

司研发的海洋装备——

智能挖沟机“水龙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