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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宁夏科技创新“十三五”发展规划》是自治区确定的 23

个重点专项规划之一，是指导我区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该《规

划》对我区科技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区科技

创新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根据新

五年科技创新发展规划设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到 2020

年，我区将基本建成具有宁夏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科技创新的

活力和动力显著增强，全社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5% 以上，建

成国家区域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中阿科技合作与交流先行区。

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创新目标催人奋进。为使各级科技管理

部门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地理解、掌握并贯彻落实好“十三五”

科技创新发展任务，我们编制了《宁夏科技创新“十三五”发展

规划辅导读本》，集中了全区科技系统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对

《规划》文本内容的理解和认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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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实际，按照《规划》确定的思路、

目标、任务和举措，强化科技创新工作部署，做好任务分解落实，

确保《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加强《规划》内容的

宣传引导，调动各方面落实该《规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全

社会形成支持参与创新发展的浓厚氛围。

编  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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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科技创新“十三五”发展规划

“十三五”时期，是宁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是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攻坚期，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机遇期，

缩小差距、追赶发展的关键期。为充分发挥好科技创新支撑引领

作用，实现创新驱动与协调发展有机结合，根据《国家科技创新

“十三五”规划》《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宁夏回族自

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规划部署要

求，特制定本规划。

第一章  基础和机遇

一、发展成就

《自治区“十二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在自治

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科技部等有关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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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有关部门（单位）的积极配合下，通过实施“七个一”科技

实力培育工程，科技创新取得明显进步，科技创新潜力从全国第

16 位跃升至第 8 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49%，比“十一五”末

提高了 6.2 个百分点。

（一）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绩效明显提高

通过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攻克一批支撑产业发展共

性关键技术，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取得实质性突破。一是攻克一

批制约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大型水面舰艇阻拦装置用特种钢丝

绳生产技术、高性能 Nb0 粉核心制备技术、高温铌钨合金涂层技

术、电网继电保护省地一体化整定计算系统等技术处于国际先进

水平。高效节水农业、农业物联网等方面取得一批国内领先的重

要成果，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7%。二是取得并转化一批重

要科技成果。组织实施国家和自治区重点科技项目 870 项，取得

重要科技成果 1056 项，比“十一五”增长 29.46%。“十二五”期间，

发明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 51%，申请发明专利 7888 件，比“十一五”

增长 782.32%，万人拥有发明专利量达到 1.74 件。连续 4 年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 8 项，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创新奖 3 人。

（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明显增强

以培育一批创新创业典型企业为抓手，通过实施企业科技创

新后补助等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

会 R&D 经费支出比重达到 75%，成为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主体。

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全区创新型（试点）企业达到 50 家，知

识产权示范（优势、试点）企业达到 52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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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74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62 家，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达到

200 多亿元。

（三）创新平台与载体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按照“整合、共享、服务、创新”的基本思路，构筑一批紧

贴产业需求的创新平台、科技园区和资源共享平台。一是创新平

台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实验室达到 24 个、工

程实验室 26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4 个、技术创新中心 174 个、

企业技术中心 72 个，各类公共研发平台 340 个，比“十一五”

末增长 134.48%。建立国家和自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 11 家，生产

力促进中心 7 家，促进了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二是科技园区和基

地建设加快推进。石嘴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石嘴山、固

原、中卫 3 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获批建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达到 2 家、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达到 5 家，国家级大学科技

园 1 家，实现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市级全覆盖，成为全国国家级科

技园区密度最大的省区。建立国家科技示范基地 10 个、自治区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30 个、科技惠民示范基地 22 个，石嘴山市被

评为全国首批“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三是科技资

源共享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宁夏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服务平台在仪

器设备集中的高校、科研、检测等机构开展仪器集中开放共享服

务，服务企业 428 家。宁夏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拥有各类文献

数据库 60 个，文档回溯能力超过 100 年，资源总量 18.5 亿条，

2015 年科技文献服务工作跻身全国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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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明显加强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快培养结构合理的科技创新人才

队伍。一是科技人才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制定出台支持人才培养、

引进和使用的政策措施 50 多项，有效优化了科技人才创新创业

政策环境。二是科技人员数量持续增长。先后柔性引进院士 119 人、

知名专家 338 人，全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达到 3.12 万人，比

“十一五”末增长 20%。三是科技创新创业人才队伍持续壮大。

引进培育科技人才 1200 多名，全区科技创新团队总数达到 77 个，

涵盖能源化工、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农业、医药卫生等

多个领域。大力推进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全区科技特派员队伍

总人数达到 4825 人。

（五）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水平明显提升

以培育对外科技合作示范基地为抓手，加快推进对外科技合

作与交流。一是国内科技合作不断深化。自治区人民政府与科技

部建立会商工作机制，先后与北京、陕西等科技强省（市）和中

科院、中国工程院等大院大所实施合作项目 200 多个，中科院银

川产业育成中心进驻银川科技园，中关村科技产业园落户中卫。

二是与发达国家科技合作取得重要成果。先后与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引进先进适用技术 60 多项，与 50 多家

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实施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50 余项。三是中

阿科技合作迈入新阶段。2015 年，中阿技术转移中心落户宁夏，

在沙特、阿联酋（迪拜）、阿曼、约旦等国家和阿拉伯科技与海

运学院等机构成立双边技术转移中心 5 个。依托中阿技术转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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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阿双方在椰枣、现代节水农业、农业物联网等领域开展了

有效合作。

（六）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推进

聚焦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着力完善科技管理机制。一是推

动自治区科技计划改革。制定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方案、科研项目

和资金管理办法，科技计划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二是创新财政科

技投入机制。建立财政稳定支持基础性、社会公益性科研机制，

对企业创新实行“先期引导 + 后补助”机制，运用科技与金融

结合机制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三是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十二五”以来先后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9 个，成为促进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

二、问题与短板

“十二五”以来，全区科技事业取得较快发展，但科技自身

实力不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弱的问题依然突出，与推进以

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

和短板：一是科技创新工作还未真正居于重要位置。市、县（区）

还没有把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同规划、同部署，与经济形势同分

析、与年度绩效同考核。二是科技投入强度明显不足。2015 年，

全区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仅为 0.88%，R&D 水平在全国排

名 24 位，相当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 44%，实现 2020 年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2.0% 的目标还有很大难度。三是高层次创

新人才短缺，特别是“两院院士”“千人计划”等领军人才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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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缺乏，严重影响全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四是科技体制机制

改革还需深化。全区科技创新资源“碎片化”、重复投入问题突出，

统筹协调和整合集成不够。五是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科技

服务体系还不完善。市场配置科技资源机制不完善、作用发挥不

充分，科技供给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科技成果转化渠道还不通

畅，产学研协同创新层次不高、深度不够，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现象依然突出。六是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用发挥不够。科技

型企业数量少，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更少，大

部分企业存在着“四少一低”现象，即科技投入少、科技创新平

台少、科技创新人才少、科技成果数量少和研发水平低。2015 年

全区 1178 家规上工业企业中有科研平台的企业不足 20%，低于

全国同期 27% 的平均水平。

三、机遇与挑战

“十三五”时期，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

创新创业进入高度密集活跃期，人才、知识、技术、产业、资本

等创新要素流动的速度、范围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创新范式发

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

的新常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都迫切需要进一步释放科技创新潜能，培植发展新

动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确立“三去、一降、一补”的战略任务，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对“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提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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