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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 decisive period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also a critical period for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reform to dri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inspects the realistic basis of implementing innova-
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Wangcang County, makes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envi-
ronment of implement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Wangcang County, studies 
the main bottlenecks of implement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Wangcang 
County at this st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
t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n Wangc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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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是全面创新改革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深入调研、

考察旺苍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基础，对旺苍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环境进行科学分析，

研究现阶段旺苍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瓶颈问题，提出了促进旺苍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

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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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未来五至十年，面临国内外环境持续变化，创新创业进入高度密集活跃期，人才、知识、技术、资

本等创新资源在全球流动的速度、范围和规模将达到空前水平。 
从旺苍县看，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川

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以及脱贫攻坚纵深推进，将为旺苍县进一步融入区域协同发

展，集聚创新资源、开展跨区域协同创新等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难得的战略机遇[1]。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是旺苍县在新形势下争取竞争优势，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必然选择。 

2. 旺苍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状 

近年来，旺苍县创新驱动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

持以科普为抓手、以创新为目标、以项目为引擎、以成果转化为重点、以专利申请为突破，取得了明显

成效。 

2.1. 科技平台建设有新突破 

建成了有机茶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杜仲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钢铁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煤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杜仲省级技术中心、米仓山茶叶院士专家工作站、农村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和

生产力促进中心，借助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专家、教授作为企业的技术支撑，结合企业产业实际而确定

科研课题，切实推动了“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2.2. 企业创新发展得到凸显 

通过自主创新，涌现出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创新型企业，广元亿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雅化集团旺苍化工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米仓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三山

茶业有限公司、广元亿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雅化集团旺苍化工有限公司被省科学技术厅确定为创新型

试点、培育企业，四川米仓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三山茶业有限公司、四川聚春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广元市领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众化工有限公司和科美防震家具有限公司被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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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2.3. 科技成果申请再创新高 

近三年来，共鉴定科技成果 13 项，其中，省级 10 项，市级 3 项；共申请专利 262 件，其中，发明

专利 50 件，实用新型专利 183 件，外观设计专利 29 件，专利授权率达到 80%。每年组织转化科技成果

达到 30 余项，在农业、农机、医疗等领域广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我县科技成果获得省级科

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市级科技进步奖 4 项，2014 年科技成果转化资金达 15 亿元，对全县经济的贡献率

达 48.6%。 

2.4. 科技项目申报逐年攀升 

始终坚持把科技项目作为推进科技工作的动力，2015 年申报数量创历史新高，共申报科技项目 34
个，其中，国家 1 项、省级 32 项、市级 1 项；立项和获得资金创历史新高，获国省市立项支持 26 项，

其中，国家星火计划 1 项，省级扶贫项目 18 项，省级科技支撑计划 2 项，省级茶叶产业链 1 项，省级成

果转化项目 1 项，市级科技支撑 1 项，科技培训 2 项，获财政科技资金 2045 万。 

2.5. 科技知识普及得到提升 

一是每年定期举办“科技之春”科普活动月、科技活动周、科技赶场、科普日和知识产权宣传周等

宣传活动，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四川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及防震减灾、疾

病防控、安全生产、食品健康、节能环保等科技知识。二是聘请农业、林业、农机和工业领域的技术专

家作为科技特派员，深入工厂、基地、农户的田间地头开展“走基层、送科技”活动，举办养殖、种植

等实用技术培训 30 余期，培训农民 2 万余人。三是免费向市民和青少年开放米仓山博物馆、东河小学科

技馆、茶叶科普基地、木门军事会议馆、中国红军城陈列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科普资源，年均接受科

普知识熏陶的人数达到 20 余万人次。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和木门军事会议馆被评为省级科普基地，东河小

学被评为科普示范学校，县教育科技局被省委宣传部、省科学技术厅、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表彰为四川

省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3. 旺苍县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义 

1)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旺苍县形成竞争新优势、增强发展的长期动力具有战略意义。改革开

放四十年来，旺苍县经济发展主要源于发挥了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进入发展新阶段，旺苍

县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与低成本优势相比，技术创新具有不易模仿、附加值高等突出特点，由此建立

的创新优势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

可以为旺苍县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旺苍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现实

意义。科技创新具有乘数效应，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

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2]。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以全面提升旺苍县经济增

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绿谷红城、幸福旺苍”具

有长远意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产业技术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既可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变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又可以提升产业竞争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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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旺苍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制约因素 

近几年，坚持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创新工作，旺苍县得到快速发展。但是经调研发现，虽然旺苍

县科技实力正在快速提高，旺苍县与全国进入创新型县区行列的城市特别是沿海发达城市相比，还存在

一些深层次问题： 
1)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对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工作的认识不足。 
目前旺苍县涉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数量虽然较多，但大多数产业层次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重要核心技术掌握不够，缺少能在行业中拥有话语权的龙头企业、领军企业，总体呈现多、零、散的特

点。 
现阶段，旺苍县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企业本身也由于研发风险和研发周期的制

约更倾向于直接引进技术，多数企业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缺乏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

原始创新能力较弱。 
2) 创新平台建设步伐慢，创新平台建设有待加快。 
旺苍县创新平台建设是一系统工程，虽然国家和省市都有支持鼓励政策，但由于在资金投入、税收

优惠、项目集聚、土地流转等方面涉及的部门较多，执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创新平台的运作仍以政府

行政推动为主，运行机制不够灵活，资源整合度不高，在为企业开展供需对接、创新服务、解决共性难

题等方面的作用还不够突出。 
3) 高层次人才匮乏，人才分布不合理，人才资源结构失衡。 
调研发现，近年来虽然旺苍县大力引进了创业类、创新类、专家类领军人才，但总体上看，高层次

创业创新型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依然不足，在紧缺型专业人才引进服务方面还不能很好跟上企业创新需

求的步伐。 
4) 创新体系不健全。第一，财政投入不足，科技投融资机制不健全。第二，科技条件平台建设步伐

慢，水平不高。第三，产学研结合不紧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第四，自主知识产权少，知识产权保护

不到位。 
5) 知识产权保护有待完善，成果转化通道不畅。 
旺苍县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畅，症结就在于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 
6) 创新创业环境亟待优化。 
目前旺苍县对创新创业的支持政策较为分散、碎片化，有政府部门的，有群团组织的，也有其他部

门的。就政府部门看，又分散在工信、财税、科技、教育、农业、工商、商务、人社等部门。分散往往

导致相互制约，对服务对象有的锦上添花，有的投入不足。 
7) 科技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能力仍需提升。 
目前追求的创新发展，不是一般的科技进步，而是“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

引领型发展”。以往讲得较多的是发挥后发优势，适应的是追赶型发展；现在要更多地发挥先发优势，

从追赶型发展逐步转变为引领型发展。 

5. 旺苍县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建议和对策 

5.1. 以市场为导向，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 

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以及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推动科技物力

资源要素与项目高效对接，善于用市场化科技信息传递机制和成果评价交易机制为成果转移提供交易平

台；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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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改革科技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

健全科技创新统筹协调机制[4]。 

5.2. 以人才为支撑，逐步完善人才培养和引进制度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是以人为本。生产和创新的基础是人，而具有高素质的人才是技术创新的关

键，只有发现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才能带动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5]。旺苍县将着重推动以下

几项工作： 
1) 进行外来人才统一登记、调配和管理，争取人才优化，才尽其用。 
2) 开展高层次人才和大师来旺苍交流合作、创新创业，建设人才交流创新园区，实现共赢。 
3) 将人才引进和交流做大做强，搞好“三区”科技人才的选派和培养工作，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带动

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努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行为的浓厚氛围，统筹各类

人才发展，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5.3. 以创新为目标，加快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围绕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突破技术瓶颈，增强优势特

色产业核心竞争力，壮大高新技术产业规模[6]。加强先进适用优秀科技成果的应用，大力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完善环境保护技术创新体系，加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开发与应用，大力推广环境保护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机制。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匹配资金链，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企业提高创新意识[7]。 
建立技术创新机制，设立技术创新基金，加大对科研开发和技改贴息的投入力度，积极争取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支持，完善技术开发机构，重点建设一批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增强企业的自主

创新能力[8]。 

5.4. 以扶贫为抓手，构建科技扶贫服务体系 

按照“资源整合、全省联动、分步实施”的原则，整合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农村产

业技术服务中心、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科技示范基地等基层服务平台，构建县、村两级科技扶贫服务体

系，整合资源、集成开发“四川科技扶贫在线”信息服务平台，线上线下结合，协同实现“专家帮扶、

产业示范、成果转化、科普培训、信息服务”五大功能，创新科技需求“精准推送、快速响应、分级诊

疗、评估激励”机制，为贫困村提供实时、及时、高效科技服务，促进贫困村产业发展，帮助贫困户脱

贫奔小康。 

6. 结束语 

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指导，按照“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支撑引领、全面小康”的思路，认真抓

好企业创新主体培育、产业创新牵引升级、区域创新发展示范、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四大工程”，落实

好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富农惠民提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三大行动”，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扎实开展科技扶贫，坚持以科普为抓手、以创新为目标、以项目为引擎、以成果转化为重点、以专利申

请为突破，大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加快科技发展，为把旺苍建设成为“一级两地四

区”和“绿谷红城、幸福旺苍”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面对当前重大战略机遇和诸多严峻挑战，旺苍县必须牢牢把握机遇，树立创新自信，增强忧患意识，

勇于攻坚克难，把创新驱动摆在更加重要位置，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发展总体布局，让创新驱动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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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共同行动；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川陕革命老区振兴等国家、省发展战略部署，积极推动创新

驱动迈上新台阶，加快形成以创新发展为引领的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互促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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