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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进程日新月异，一些关键技术领域

正处在变革前夜。 3D打印技术将使工厂彻底告别

车床、钻头、冲压机、制模机等传统工具，这种更加

灵活、所需要投入更少的生产方式，便是第三次工业

革命到来的标志，传统的制造业将逐渐失去竞争力，

数字化、人工智能化制造与新型材料将广为应用。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

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

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

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 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

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

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

时代潮流奔涌，科教兴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核心支撑。

1995年 5月 6 日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首次提出在全国实

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同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

五中全会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

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设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列为今后 15年直至21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 2006年3月 14 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把发展教育和培养

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直，

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本强国。

铿锵发展脉动，科教兴川成为四川发展方式

转变的主体战略。

四川省委十届三次全会把创新驱动作为全省

"三大发展战略"之一，这是在更高起点谋划四川长远

发展的重大决策。省委书记王东明强调，要以促进科技

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大力实施企业创新主

体培育、产业创新牵引升级、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区域

创新发展示范"四大科技创新工程"。

在此之前，四川在1992年1月，省委、省政府

就作出了科技兴川的决定。四川在中央作出科教

兴国决定后，在科技兴川的基础上又加入教育，

形成了科教兴川战略。在《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把"科教兴

)11 "和"人才强省"战略纳入独立的篇章。
二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指引

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科教兴 )11 " 
作为推动我省创新发展的主体战略，促进了科教事

业快速发展。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我省完善

发展思路、推进创新发展确立了方向，为我省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推进科学发展开辟了新途径;为我省释

放创新创造潜能、推进跨越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实施科教兴川战略，一是要着力提高整体竞

争力，切实发挥科技创新在培育壮大优势产业中

的核心作用。坚持科技服务发展、创新立足需

求，推进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突破，把开发优

势资源、培育壮大优势产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战

场，通过创新加快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

力;二是着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快构建区域

创新体系，加快天府新区改革试验区、绵阳科技

城居民融合示范区、创新驱动发展特色区建设，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三是着力改革体制

机制，充分释放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潜能，大力实

施人才强省战略，建设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队

伍，充分发挥科技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

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为推进四川I "两个跨越'

提供强大动力;四是着力发展创新文化，积极营

造有利于创新创造的良好氛围。

在我省全面实施"科教兴 )11 "战略就是深入

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具体措施，也是进一步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很重要的一

个举措。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突出

工作重点、落实创新责任 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工作抓实抓好，做到有目

标、有任务、有督促、有落实、有成效，推动我

省发展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迹

最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坚持科学发展、更

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牢固树立依

靠科技和教育的力量为建设新四川服务的科学发

展理念，推动四川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保持追

赶跨越的良好态势，努力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拿手张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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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 来的方针，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久，只争朝夕 。 科技强，则中国强;教育兴，则中国兴。 科教

这是一个与危机赛跑的时代。 兴国，这是柿风沐雨九十余载的中国共产党对历史

愈是沟整不平，愈见道路的重要;愈是层峦叠 经验最深切的记取，这是迈向强国之路的引路人对

障，愈见意志的坚强。 世界形势的理性判断。

18年， 置身于以"软实力"为核心的全球竞争

中，科技、教育事业突飞猛进，悄然勾勒出现代化 (- )世纪之交，阵痛与欣喜相伴。
中国的轮廓;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当代科技革命蓬勃兴

18年，转型之态已经显现:是从人力资源大国 起，人类经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历史性跨

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大步跨越，是从"中国制造" 越。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综合

转向"中国设计中国创造"的奋起直追; 国力的主要因素。

前行，一如当年，风流激荡，感慨万千，即使 中国，快速增长举世瞩目，但浪潮之下，暗流

放在历史妖河的框架下，刚刚过去的十年亦是可圈 涌动

可点，并未如雾似烟消散在风尘中。 上世纪末，中国的文盲、半文盲还有 1.45亿

2003年 11 月 7日，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 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仅占适龄人口的7%左右，

行圆满成功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国是 与中等发展中国家20%和新兴工业国40%的平均水平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特别 相去甚远。国民受教育总体水平较低、劳动力素质

是科技发展方面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我们要 不高，让我们难以走出高投入、高消耗、低技术、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 低效率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的泥潭。

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 环顾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大科

2012年9月 18日，在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二十 技和教育投入力度，实施产业升级和换代，抢占人

三届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 才和科技的制高点。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以科技

将秉持科学发展的理念，坚持把科技摆在优先发展 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是以教育为基础的

的战略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同战略和人才强国战 人才竞争。

略，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 在新一轮竞争中，中国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K-02 行走四川发现科教



仍然要坚定地走科教兴国之路，将发展建立在科技

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牢固基础之上，这是丝毫

不能动摇的基本国策。

国家战略，引领未来。

一-1995年5月 6 日， <<中共中央罔务院关于加

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首次正式提出在全国实

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该战略旨在促进科技、教育与

经济紧密结合。"科教兴国"战略是将科技和教育

作为兴国之基础的方略，超越了世界比较流行的

"技术立国"和"教育立国"的提法，正式成为中

国国家战略和基本国策之一。

一-2006年1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目标，

同时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一-2006年8月 29日，胡锦海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深化教育体制改

革，统筹城乡、区域教育，统筹各级各类教育。

一一2007年 10月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

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一-2010年7月，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召开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颁布。 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

创新 、 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纲要确立的二十字方

针明确了未来十年的战略目标-一到2020年基本实

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

晾强国行列 。

一-2012年7月，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召开 ，

吹响了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号角。

一-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

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

一-2013年8月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

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对

今后任期科教战略做出新的重大部署一一中国独特

的科教战略决策体制保证了从"科教兴国"战略到

"科教强国"战略统一和可行。 未来需要将教育和

科技进行有机结合，在继续用好 "人口红利"的同

时，注重"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成为

世界科教强国指日可待。

作为西部经济发展领头羊的四川 1 ，从来都不是

闭目塞听，常常有举国领先的创举一一早在1990年

底，四川就确定了科教兴川战略。 1991年四川省

委、省政府组织专门力量对四川科技进步情况和问

题作了长时间的调研论证。 1992年发布了"科教兴

川五十条 并相继制订了 13个配套文件和"知识

分子工作二十三条"等政策措施。四川的科教步伐

早于国家战略五年，值得高歌礼赞。

一一2010年5月 31 日，科技部等八部委确定四

川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份，这是继浙江、安

徽、江苏、山东、广东和青岛"五省一市"开展国

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后， 四川成为西部第一个国家

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市)。这也意味着四川步入全

国依靠创新加快发展的"第一梯队" 。

一-2013年5月 15 日，四川省委十届三次全会

把创新驱动作为全省 "三大发展战略" 之一，这是

在更高起点上谋划四川长远发展的重大决策。

这是历史前行的足音。 紧盯发展目标，中国的

科技教育发展开始了新一轮跨越，四川的科技教育

发展开始了又一次的飞奔。

(二)科教兴国，既要高瞻远瞩，也

要从实际出发。

1998年朱辖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时， 正式成立了

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他本人亲自担任组长，领

导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朱锚基也被称为"科教

总E里" 。

从科教兴国战略发韧之初的几年，研发支出占

行走四川发现科教 K一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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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比重进入持续上升阶段。 1 997年研发支出占

GDP比重仅为0.64% ， 2002年首次突破GDP的 1%大

关 ，达到1.07%。 中国科 技 实 力占 世界比重也

从1990年的2 .9%提高至5 .4%0 1 999年基于解决经济

和就业问题的高等学校扩招政策启动，中国的高等

教育毛入学 率由 1997年的 9. 1%提高至 2002年

15%，中国从 "精英教育"进入了 "大众教育"阶

段，大学在校生人数大幅增加 ， 大学在校生人数居

世界第二位。

2003年起，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垣家宝继续实施科教兴因战略 ， 并且先后制

定了《罔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 《国家 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 ，以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三大规划。

这一阶段，全国研发支出占 GDP比重明显上

升 ， 到 2012年达到1.97% ， 已经达到欧盟平均水

平。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世界第一。 到2010年

中国科技实力占世界比重提高至 16. 1 % ， 与美国的

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4 .22倍缩小至2010年的1.41倍。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罔内生产总值比例首次

达到4% ，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翻了一番，到2012年达

到30%，成为世界本科生、研究生在校生人数最多的

国家。 2010年全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19亿人， 15岁

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以上。

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

长是一个有效的体制安排。 这一安排使科教兴国战

略真正落实到实处，是中国迅速超过美国，成为世

界第一发明大国、第一高等教育大国 (包括本专科

生、 研究生在校生、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第一科

技人力资源大国的体制优势。 这种体制优势体现在

"集思广益、民主决策， 调查研究、开放决策，实

事求是、理性决策，长短兼顾、 正确决策" 。

本届国务院继承这一体制安排， 安排由同务院

总理李克强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一职，

便于各部门协调统筹，更加高效务实，凸显了观大

势、议大事、 谋大局的政务观。

总有这样的数字让我们难以平静。

K-04 行走四川发现科教

比如核心技术。 我们的手机出口量占全球近八

成，却换不来1%的利润一-这是不拥有关键技术的

苦果。

比如自主品牌。 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

60%以上的企业没有自主品牌， 99%的企业从未申

请过专利，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只占销售收入的

。 7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0.56% ， 大大低于发

达国家5%的平均水平。

没有科技的支撑、没有人才的储备，再炫目的

发展都不过是过眼云烟O

中国的科技必须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新的发展O

2却00仍5年.我国启功了 "技术创新引导工程

组织开展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建设，通过培育 "中国

创新型企业500强带动更多企业走上创新驱动

发展之路。

2008年 ， 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创新之路面

临重重考验。 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 ， 才有罔际竞争

力 。 在视察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之后，温家宝总

理曾这样感慨 无论多么严峻的形势 ， 无论多么

激烈的竞争，都挡不住创新的产品和有竞争力的产

品;只有创新，才能抓住机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只

有创新，企业才能发展， 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2005年 ， 在科教兴国战略

的指引下，我罔启动了"技术创新引导工程组

织开展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建设， 以通过培育"中国

创新型企业500强带动更多企业走上创新驱动

发展之路 。 截至2011年，我国认定了 356具有示范

性的创新型企业，涉及制药、环保、制造等多个领

域 。 如今 ， 很多企业都交出了让人满意的答卷:

2009年 ，我国 195家创新型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占全

国发明专利申 请量的 9.8% ， 发明专利授权量占

8.6% ， 国际专利申请占33.9%。 创新企业云集的高

新技术区，也成了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

2002年到2011年，国家高新区营业总收入保持了年

均45%的增长速度。

中同经济升级版的重大战略思路之一就是从



"科教兴国"战略到"科教强国"战略，也就是从

世界科敦大国到世界科教强国。"科教强国"战略

是为了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核心目标，如期

实现到2020年建成世界创新型国家、世界人力资源

强国、世界人才强国三大目标。这也反映了中国一

百多年来，从"科教救国到"科教落伍国

再到"科教兴国进而到"科教强国"的历史发

展轨迹和内在逻辑。

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

体会议上强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用

好‘人口红利， " 

对于如何继续用好"人口红利期"的问题，李

克强总理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李克强总理指出，

"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这就必须一靠教

育、二靠科技，两者有机结合。"这说明领导人没

有受到所谓"人口红利消失论"等国内外舆论的影

响。对于下一步如何做，思路也十分清楚，需要做

到"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继续用好、用足还持

续处在70%以上高峰阶，段的"人口红利另一方

面要依靠教育科技，继续创造人力资源红利、人才

红利以及科技创新红利 O

中国定将成为世界科教强国。

国家制定和设计兰大规划时，就已经考虑到中

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的现代人口转变背景，它们

为中国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源红利、人才资掘红

利提供了十分清晰又十分有效的发展方向和路线

图。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政

府制定了十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科技、教育、人

才一体化发展规划，也只有中国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

实现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实现教育现代

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世界人力资源强国

的行列;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的三大目标。

(三)跨越、创新切的根本，是人才。

2003年9月 19日，全国农村教育会议。"三件

小事"让温家宝总理挂心不己:吕梁山区一所小学

在简陋的窑洞里上课的情形;甘肃靖远一位双目失明

的农妇希望孩子能上学的哭求;陕西秦岭水灾后佛

坪县唯一幸存的学校里孩子们读书的身影。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十七大报告首次将优

先发展教育列为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国家责任，

政府担当，责无旁贷。

十年间，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

学校制度、办学休制、管理体制……从教育改革的

顶层设计到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改革引领着教育

向人民满意的目标稳健前行一-

不断深化的改革，使高考不再是"命悬一线"

的拼争。"独木桥"变身"立交桥多元选才、

多元录取让"学为考"变成了"考为选一卷

试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口子被

撕开;

分数不再是衡量一切的标尺。在雄坊新中

考"彻底推翻了延续几十年的分数评价。实行等级

评价，一分两分的差异没有了，无限度追逐分数的

恶性循环也自然消失了。谁还会去搞题海战术、机

械训练?学生有了更多的自信、更多的空间，特长

培养、个性化发展才有可能;

攻克国际数学难题， 22岁，还在中南大学就读

的刘路成为我国目前最年轻的正教授级研究员。学

校为杰出青年人才提供更好的平台，给予经费资助

和生活保障，为优秀青年人才的成长拓展更广阔的

空间，帮助有才华的青年人实现梦想。刘路成为学

校这一改革思路的第一个受惠者O

还有一些改革，注定将影响未来一一

2006年至2010年，国家财政新增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2182亿元，在全国城乡建立免费义务教育制

度，这是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

"211工程"、 "可985工程"以及高等教育"质

量工程

发展格局，这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

公办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小

学校校长负责制、办学自主权全面依法落实，这是

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

行走四川发现科教 K-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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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投入为主，形成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

体制机制，教育投入体制悄然变革。

教育公平的推进、素质教育的深入、职业教育

的拓展、高等教育的普及、课程改革的进行、自主

招生的试行， 教学科研的变革……形容教育发展的

词从不冗长，却字字深入人心;历来平实 ， 去口处处激

荡热情 "4% 目标" 切实体现"把教育优先发展

落在实处校车安全快速立法凸显民本情怀，教

育规划纲要问计于民回应群众关切异地高考"

为教育公平制定 "时间表

2010年7月，伴随着教育规划纲要的出台，国家

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 三个月后，规划

纲要确定的任务被分解为190项，由60个部门承担。

此后一年. 100多个文件相继出台 ，优先发展

教育的政策支持体系初步形成。

遇到过挫折，经历过阵痛，艰难地突围，十年

间，科教体制改革迎难而上，开拓前行， 实现了一

次又一次跨跃。

(四)欣喜，伴随着成果扑面而来。

十年四溯，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已具雏形。

今天， 全国研发经费已达8610亿元， 跃居世界

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一大批科技型企

业迅速崛起，华为、 中兴、 航天科技、航天科工、

比亚迪、联想、 中芯国际……快速成长为"中国创

造"的排头兵。

今天 ， 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创造97公里量子

传输新纪录，提出全球气候变化新观点，建成儿童

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公益数据库和标准·…..国立科

研机构用一项项成果垒砌中国科技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论文发表量升至世界第三，总被引用次数从

2002年的世界第十九， 上升到第七。

今天 ， 发明专利授权量从2002年 1. 56万件增至

2011年的 17.2万件，位居世界第三。 创新过程已从

过去简单的线性模式逐步演变成一种复杂的系统或

网络:研究院所分类改革，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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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场，很多成为"科技明星企业科技小额贷

款公司 、 科技支行、 科技担保公司 、 科技融资租赁

公司 、 科技金融集团公司等一批专业化科技金融服

务机构蓬勃发展。

今天， 超过4000万人的科技人力资源组成了数

量居世界首位的创新大军。 数以百万计的个体的命

运因为国家前途的牵引相互叠加， 共同书写民族腾

飞的华美篇章。

"中国的科技实力显示了惊人的上升速度，并

且给人不会停止的感觉。"美国三大理工学院之一

的佐治亚理工学院一份关于科技竞争力的研究报告

这样指出。

惊人的背后，是现代化实验室里， 彻夜长明的

灯光，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奉献。师昌绪，年过九

旬的材料大师，中国科技奖得主， 忙碌身影至今奉

献不止天河"超算创新团队. 30-45岁的年轻

人， 澎湃激情迸发超人的智慧，美国普利斯顿大学分

子生物系终身教授施一公，放弃海外的功成名就，

满怀报效祖国的殷切情怀。

天宫聚首，娟娥奔月 ;蚊龙入海，科考两极 ;

十年探地，数字地球……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仰望广

袤的宇宙，放眼浩瀚的海洋，俯瞰深厚的大地，用

骄人的成绩让世界瞩目 。

教育的又好又快发展，更让我们看到了这种

"惊人"成就的可持续性。

这十年，免费、公平成为义务教育的代名词，

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享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三

级跳"让义务教育从此名副其实，改写着从"人民

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转变:

2006年，国家对西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

除学杂费 2007年春. 1. 5亿名学生受益于"免杂

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的惠民政

策 2008年秋， 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 ， 覆盖全国城乡 1.6亿名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

这十年，从屈指可数到稳居"半壁江山中

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成



为支撑实体经济和现代产业发展的坚实臂膀。 化基地，科技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科技进步对经

这十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3% 。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

过9 . 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12.4年， 强，全省累计登记重大科技成果2957顷，授权专利

均超世界平均水平，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人口数 8.3万件 。 技术市场日趋活跃，登记技术合同数

达到8200万。 3.3万项，实现合同成交金额228.5亿元。 全社会研

新的教育观，已经从理念转化为教育工作者的 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保持逐年较大幅度增长，年

共识: 均增幅为22.4% ，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22.3% 。

一位家长说 我对孩子的期望，既不是富商 科技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显现。 高新技术产

巨贾，也不是高管白领，最大的心愿是让她健康快 业正由先导产业转变为主导产业， 军民结合产业快

乐成长为‘他自己 速发展。 农业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领域科技成果显

一位中学教师说要彻底摒弃‘满堂灌'的 著。 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教育，把情景教学、体验教学融入课堂，让孩子学 深入推进，企业创新和产学研合作创新能力明显增

会快乐学习 。 " 强。 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创新环境不断优化，

当教育影响人、激发人、培养人的内涵成为全 创新型四川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民族的共识，兴国路的驱力也就愈发强劲。 "夫才 创新队伍不断壮大。截止2012年， 全省拥有各

智之民多则国强。 " 13亿人口的人力资源优势一旦 类专业技术人员234万，居西部第一位、全国第7

发挥出来，将是任何力量也比不了的。 位;科技活动人员28.0万人，全国第7位;研发

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支撑 ! 这更是 (R&D)人员 13万，全同第9位、西部第1 。 拥有政府

中国未来腾飞的积蓄!-正是这种支撑和继续，四川 属研究与开发机构212个、企业科技机构1010个，

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了 23849.8亿元，是 2007 高等院校93所，国家重点实验室12个，国家工程技

年的 2.3倍，年均增长13.6% ， 经济总量由全国第 术研究中心14个。

9位上升到第8位。 研发机构总数稳居西部第一，创新投入持续增

天府大地创造的传奇， 当惊世界殊。 长。 2011年全省财政科技拨款达到45.7亿元，比上

(五)科教兴，四川兴;科教强，四川强。

四川科教宏图一路凯歌高奏， 誓立潮头唱大凤。

研就H构稳居西部第一，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近年来，我省科技创新基础条件、体制机制、

科研布局和支撑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

化，全省科技创新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十一五"是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寻常 、

极不平凡的五年。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

科技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

" 5.12" 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紧紧围绕"两个加快深入实施"科教兴

川 1" 和"人才强省"战略，建设西部科技创新产业

年增长3 1. 8%，是2006年的3.1倍;省本级财政科技

拨款10.9亿元，增长1 1.8%，是2006年的2.7倍 。 全省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达到2941乙元，比上

年增长1 1.4%，是2006年的2.7倍。

创新产出成果丰硕。 2011年， 29项成果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桨，其中特等奖1项、 一等奖3项、二

等奖25项 。 "十一五"累计登记重大科技成果

2957项， 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励1228项， 同家科学

技术奖 127项，其中特等奖6顷。全省专利授权

8.28万件， 是 "十五"期间总量的4.17倍;其中发

明专利6387件，是"十五"的3.15倍。

区域创新体系加速形成，位居西部第一。

近年来，通过大力建设创新型企业、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区域创新体系正

行走四川发现科教 K-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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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形成。 建成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 全省建成省

级以上创新型企业866家， 同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21家， 屑西部第一 ， 全国第七。

四川宏华DBS钻机打破西方国家技术垄断。 攀

钢集团首创氨化机制取技术，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O

中国二重制造的2250热轧机开启了我国冶金成

套设备出口欧洲的先河。 全省21家国家创新型(试

点)企业， 2011年研发投入达78.9亿元， 研发经费支

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3.52%，与世界500强企业

基本持平;新产品销售收入1342亿元，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重达60%。

国家创新型企业宜宾丝丽雅集团通过自主创

新 ，攻克了一批重大关键技术，申请专利241项 。

原创了3项资摞替代技术(这个行业， 全世界50年没

有诞生1项这类技术) ， 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保持在

30%以上，国际市场占有率保持在25%以上，出口

量占销售总量的50%左右 ， 2011年工业总产值突破

100亿元。 建成了一批创新联盟。

通过完善市场导向机制、创新投入机制、利益

分配机制和活力激励机制， 凝聚创新要素， 联结创

新队伍，使企业获得创新技术、高校获得创新动

力，推动区域企业实现"抱团创新"和产业升级。

全省引导成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101家 ， 多晶硅联

盟列入国家试点， 攀钢成立饥铁技术攻关的 "国家

队" 。对77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统计，参加联盟企

业已达479家、 高校和科研机构200多个，累计研发

投入47.7亿元， 20个联盟销售收入占同行业的比重

超过50%。

林海电子牵头的卫星通信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承担了国家863项目"基于北斗的卫星移动通信试

验系统研究开发已申请专利22项，获得软件著

作权61顷，形成企业技术标准35项 。

建成了一批创新基地。建成了成都、绵阳、自

贡、乐山4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乐山、 广

安、雅安3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金牛、广汉、五

通桥、 丹桂4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国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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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合作基地9个 、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17个

以及各类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区和基地。

成都高新区全国排名第4 ， 是国家6个创世界一

流同区之一 ， 2011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456亿元，成

为全省第一个 "千亿园区绵阳科技城 "十二

五"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培育军民融合高新技术

企业100余家 ， 军民融合产业产值达到6001乙元。

自贡高新区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到

4%, 2011年，成功升级为同家级高新区。

2012年年8月，乐山高新区又成果升格为国家

级高新区。 乐山、 广安、 雅安等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

已形成特色产业，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

国家(四川 1)中药现代化基地建设顺利， 全省中

药产值达到400亿元 ， 居全国前列 。

突破，再突破。 科技教育， 并蒂花开。

"十二五"期间 ， 四川省委、 省政府坚定不移

地实施"科教兴川 1" 和"人才强省" 战略 ， 坚持教

育优先发展 、 科学发展，大力推进教育改革， 切实

维护教育稳定 ， 为推进四川 1 "两个加快" 提供了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也为四川教育又好又

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 ，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

面实施。 20 10年底民族地区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

越，民族自治地方51个县(市) 全部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全省 "普九"人口覆盖率达100% ， 青壮年

文盲率一直控制在2% 以内。"两免一补"政策全

面藩实，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 全省学前

3年毛入园率达至IJ 62.47% ， 在同幼儿达到 1 88.8万

人 。 2005-2010年 ，初中阶段毕业生升学率 由

73.21% 提高到90.13% 。普通高中稳步发展， 全省

共有普通高中学校747所，在校学生146.23万人 。 职

业教育实现跨越发展。职业教育攻坚计划顺利实

施十一五"期间， 全省多渠道筹集职敦经费

13时乙元 ， 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 职业教育办学条件

不断改善; 推进学生资助制度，大力改革培养模

式，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明显提高。 2010年全省共

有中等职业学校679所， 在校生 139.96万人， 高中



阶段教育招生职普比达到5.2:4.8; 有职业技术培训

学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 4902所，注册学生

207.61万人。民族地区 "9+3" 免费教育计划等藏区

三大民生工程有序推进。高等教育迈进大众化阶

段，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发展。 2010年全省高等教

育总规模达 167.04万人，比 2005年增加 55.91万

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5% 0 自学考试、远程教

育等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稳步发展。主要劳动年龄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1年，其中新增劳动力达

到1 1.3年，劳动力素质进一步提高。

四川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全面启动实施。职业

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市场、面

向企业、面向农村，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半工半

读的人才培养模式得到推广。高等学校"质量工

程"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家、省、校三级

"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体系初步形成，示范性高职

院校创建工作成效显著，高等学校学科建设水平不

断提升、科研实力不断增强。毕业生就业率一直居

于全国前列。

2010年四川省现有专任教师 76.4万人，比

2005年净增近6万人。其中高校教师6.7万人，净增

1.8万人;高中阶段教师12.4万人，净增1.4万人;义

务教育教师5 1. 2万人，净增1.7万人。师德建设得到

加强。"十一五"期间，全省共有1500多名教师受

到国家和省表彰，特别是在 "5.12" 汶川特大地震

中，广大教师表现出的英雄气概、牺牲精神和奉献

品格，成为教育战线宝贵的精神财富。队伍素质明

显增强，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进一步提高，教师职

务、职称结构比例明显改善，高层次人才队伍数量

显著增加。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改革农村教师队

伍管理机制，规范岗位设置管理，建立人员退出与

监管机制;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实行新进教师公开

招聘、校长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推行大中城市教

师到农村任教服务期制度和教师定期交流轮换制

度。实施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极大地改善了义务教

育教师的待遇。

四川省各级人民政府分级管理教育的体制逐步

完善。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

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职业教育

实行"省政府领导下由市(州)政府负责、分级管

理、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

形成"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以省为主，市(州、I ) 
或行业共建共营，多种模式并存"的管理体制。财

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教育投入体制

逐步确立。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成本

分担机制初步建立，非财政性收入比例迅速提高。

办学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政府为主、社会各界共

同参与办学的办学体制逐步建立，民办教育快速发

展，公办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

2010年全省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已有8909所，在

校生212万人，教职工1 1. 8万人。其中，民办普通高

校25所(独立学院13所，高职学院11所，本科学院

1所)。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和依法治

教等积极推进。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

职业院校对接产业，广泛开展各种职业教育与

培训并取得明显效果。高校产学研结合机制逐步完

善，科技成果转化步伐明显加快。"十一五"期

间，高校获国家级和省级科技成果数均占全省

1/3以上。推广转化科研成果产生经济效益达200亿

元。高校已成为我省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应用研

究、技术开发的生力军。

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基础是实现一百多

年来中国人的科技强国梦和教育兴国梦，这两个梦

是根本，也是先导。如果不先实现这两个梦，中国

梦就没有根，就没有魂。

科教兴国迈步科教强国，一幅波澜壮阔的现代

中国画面正在绘就，四川犹如迎风飘扬的旗帜注定

在未来更加鲜艳夺目 C

时间将证明一切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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