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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广州市独立科技机构概况 

截至 2011 年底，属地在广州的独立科技机构1共有 155 个，其中

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机构 66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机构 10个、

科学技术信息和文献机构 7 个2、县属研究与开发机构 10 个、转制机

构 62 个。 

2011 年，广州市的独立科技机构总量比上年减少 1 个，广州市

花都区渔业管理办公室被合并撤销。 

1、人力资源总量保持增加趋势 

2011 年，广州市独立科技机构有从业人员 25538 人，比上年增

长 4.8%。科技活动人员 17722 人，比上年增长 6.6%。科技活动人员

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13488 人，比上年增长 6.2%。科技活动人员

按从事工作的性质来分，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R&D 人员）12701

人，比上年增长 20.2%。R&D 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 9430 人年，比上

年增长 20.5%。 

2、政府对科研机构的投入增加，主要投向政府部门属的自然科

学技术领域机构 

2011 年，广州市独立科技机构经费总收入 130.75 亿元，其中科

技活动收入 64.87 亿元，来自政府部门的投入达 34.65 亿元，政府资

金的 27.70 亿元投向了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研发机构，占比 79.9％。 

                                                        
1 不包括名存实亡的机构。 
2 包括 1 个已转制为企业性质的科技信息和文献机构（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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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州市独立科技机构经费收入情况 

3、科技经费支出、R&D 经费支出、人均 R&D 经费稳步增长 

2011 年广州市独立科技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达 58.8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23.7%，R&D 经费内部支出达 33.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4.3%。

从 R&D 经费支出的强度来看，2011 年，全市科技机构平均每个 R&D

人员拥有 R&D 经费达 35.9 万元/人年，比上年增长 28.1%。 

 

图 2  广州市独立科技机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情况 

4、课题活动活跃 

R&D 课题比例上升。2011 年，广州市独立科技机构共完成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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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6109 项；课题经费支出 25.34 亿元，其中 R&D 课题3经费支出

18.32 亿元，占全部课题经费的 72.3%，该比重比上年提高 16.4 个百

分点。 

 

图 3  广州市独立科技机构各类课题经费支出情况 

中科院属单位的 R&D 活动活跃。全市 7 个中科院属科研机构共

开展 R&D 课题 1588 项，R&D 课题经费支出 4.94 亿元，占全市独立

科技机构 R&D 课题经费支出的 27.0%。 

5、科技成果总体势头良好 

2011 年，广州市独立科技机构申请专利 994 件，获得授权专利

618 件，发表科技论文 6609 篇，科技专著 184 部，与上年相比，科

技论文稳步增长，比上年增长 5.1%，申请专利和授权专利增势喜人，

比上年分别增长 33.1% 、47.5%，而科技专著比上年减少 28.1%。 

6. 市属独立科技机构的科研实力相对薄弱，科研综合实力有待

加强 

市属独立科研机构的数量占全市的比重约达四成，但上规模、综

合科研实力强的院所不多，其科技活动人员规模逐渐缩小，科技活动

                                                        
3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类课题统称为 R&D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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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增长缓慢。2011 年，广州市市属独立科技机构（含县属机构 10

家）共 61 家，占全市独立科技机构的 39.4%。从业人员超过 100 人

的有 18 家，50 至 100 人的有 12 家，50 人以下的有 31 家。从业人员

超过 100 人的机构比上年增加 1 家。 

市属独立科技机构有科技活动人员 3666 人，比上年减少了 10.5%，

主要因素是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科技活动人员减少 555

人，被归入生产经营活动人员；科技经费支出 8.40 亿元，比上年仅

略微增长 0.6%。科技活动人员和科技经费支出占全市独立科技机构

的比重分别为 20.7%和 14.3%，科技经费所占比重比上年减少 3.3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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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广州市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 

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概况 

2011 年，广州市有 66 个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简称“自然科学研发机构”），自然科学研发机构拥有从业人员 12728

人，科技活动人员 10161 人；经费总收入 70.77 亿元，其中科技活动收

入 41.16 亿元；经费总支出 69.05 亿元，其中科技经费支出 41.24 亿元；

R&D 经费内部支出 23.11 亿元；发表科技论文 4036 篇；申请专利 600

项，授权专利 353 项。 

（一）科技人员 

1、科技人员总量规模稳步增长 

2011 年末，广州市自然科学研发机构中的科技活动人员达到 10161

人，比上年增长 10.8%。科技活动人员当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7689

人，占科技活动人员比重为 75.7%。 

2、R&D 人员总量稳步增长，基础研究人员比重有所提高 

2011 年，广州市自然科学研发机构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R&D 人

员）总量达到 8925 人，比上年增长 17.4%。R&D 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

达 6478 人年，比上年增长 17.9%。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

动的 R&D 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的比重为 25.9%、37.3%、36.7%，投入

到基础研究的 R&D 人员工作量比上年提高 2.8 个百分点。 

（二）科技经费收入 

经费收入总额大幅增长。2011 年，自然科学研发机构经费收入总

额达 70.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9%，其中科技活动收入 41.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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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活动收入按来源渠道分，政府资金 27.69 亿元、非政府资金

13.47 亿元，政府资金占科技活动收入的 67.3%。非政府资金中的技术

性收入为 12.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 

 

图 1  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机构的科技活动经费收入构成情况 

（三）科技经费支出 

2011 年，自然科学研发机构的经费总支出达到 69.05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0.1%。其中科技经费内部支出 41.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0%，

科技经费支出占全部经费支出的 59.7%。 

科技经费支出中，R&D 经费内部支出达到 23.11 亿元，比上年增

长 39.2%；占全市科技机构 R&D 经费内部支出的比重达 68.2%。R&D

经费内部支出从机构隶属关系来看，中科院属单位是研发力量的主力

军，5 家中科院属单位的 R&D 经费内部支出达 7.88 亿元，占自然科学

研发机构 R&D 经费内部支出总额的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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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机构的 R&D 经费情况 

（四）科研成果 

1.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大幅增长 

2011 年，自然科学研发机构专利申请 600 件，比上年增长 35.7%，

其中发明利 441 件，占 73.5%；专利授权 353 件，比上年增长 39.0%，

其中发明专利 211 件，占 59.7%。 

2.论文成果总量略有减少，但国外论文显著增加，中央属科研机构

是国外论文成果的主力 

2011 年，自然科学研发机构的科技活动人员发表科技论文共计

4036 篇，比上年减少 38 篇，其中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论文为 968 篇，

比上年增加 154 篇。 

发表的科技论文中，中央属机构发表 2245 篇，其中中科院属机构

发表 1300 篇。从国外论文发表情况看，中央属科研机构发表国外论文

783 篇，其中中科院属机构发表 698 篇。上述数据表明，在发表的论文

数量和质量方面，以中科院为代表的中央属科研机构是我市自然科学

研发机构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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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题活动情况 

2011 年，全市自然科学研发机构共承担课题 4641 个，比上年增长

3.9%；课题经费内部支出 18.16 亿元，比上年大幅增长 24.5%；课题投

入人员 7292 人年，比上年增长 4.7%；承担的课题中 R&D 课题 3445

项，R&D 课题经费与人员分别为 12.71 亿元和 5636 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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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广州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 

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概况 

2011 年，广州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

（简称“社会与人文科学研发机构”）共 10 个，与上年保持不变。 

（一）科技人员 

广州市社会与人文科学研发机构共有从业人员 654 人，比上年增

长 1.4%；科技活动人员 583 人，比上年增长 2.8%；科技活动人员中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481 人；科技活动人员中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

（R&D 人员）402 人，比上年增长 20.4%，折合全时工作量 331 人年，

比上年增长 6.4%。  

（二）科技经费收入 

科技经费总量大幅增长，政府资金仍为其主要科技经费收入。

2011 年，社会与人文科学研发机构经费总收入为 2.48 亿元，比上年

增长 31.2%。经费总收入中科技活动收入达 2.26 亿元，占总收入的

91.1%。从收入来源看，政府资金达 2.16 亿元，占总收入的 86.8%， 

其中 95.4%（2.16 亿元）的政府资金用于支持机构开展科技活动，政

府投入基本决定了社会与人文科学研发机构科技活动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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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州市社会与人文科学研发机构经费收入情况 

 

（三）科技经费支出 

科技经费和 R&D 经费支出大幅增长。2011 年，社会与人文科学

研发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 1.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6.4%，R&D 内

部经费支出 1.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89.0%。 

 

 

（四）科技成果 

科技论文和科技著作是社会与人文科学研发机构科技成果的主

要表现形式。2011 年，社会人文研发机构共发表论文 452 篇，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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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33 篇，完成科技著作 65 种，比上年减少 11 种。 

（五）课题活动情况 

2011 年，社会与人文科学研发机构开展课题共 132 个，其中 R&D

课题 126 个，开展课题总数比上年减少 38 个。课题投入的经费达

5418.1 万元，比上年增长 84.7%；课题投入人员工作量 335 人年，比

上年减少 8.0%。R&D 课题经费为 5364.3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8 倍；

R&D 人员工作量为 326 人年，比上年增长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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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广州市科学技术信息和文献机构概况 

2011 年，广州地区共有科学技术信息和文献机构（简称“信息

和文献机构”）7 家，其中 1 家机构已转制。6 家未转制信息和文献机

构中省属机构 4 家、市属 2 家。（本文数据统计口径为 6 家未转制机

构，已转制的机构数据归入转制机构类别当中） 

从总体来看，信息和文献机构以提供信息和文献服务为重点，其

研究活动并不活跃，开展的课题项目数量、投人的人员和经费规模总

量不大。 

（一）科技人员 

科技活动人员总量增加。2011 年，全市信息和文献机构从业人

员 586 人，比上年增长 3.7%。从业人员中科技活动人员 469 人，比

上年增长 14.4%；科技活动人员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354 人，占科

技活动人员的比重为 75.5%；科技活动人员中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员

（R&D 人员）32 人，比上年减少 3 人，折合全时工作量 17 人年，

比上年减少 13 人年。 

（二）科技经费收入 

科技经费收入稳步增长，政府支持力度增强。2011 年，全市信

息和文献机构经费总收入达到 2.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9%，经费总

收入中科技活动收入 1.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2%，科技活动收入中

来源于政府的资金为 1.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6%，占科技活动收入

的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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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州市信息和文献机构科技经费收入 

（三）科技经费支出 

科技经费支出与上年持平，其中约三分之一为人员支出。2011

年全市信息和文献机构经费总支出 2.14 亿元，与上年持平，其中科

技经费支出为 1.56 亿元，科技经费用于人员方面的费用占 31.6%，用

于购买仪器设备的费用占 4.3%，其它日常支出占 64.1%。R&D 经费

支出 0.04 亿元，占经费总支出的 1.9％。 

 

图 2 广州市信息和文献机构经费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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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馆藏资源与科技服务、科技成果情况 

1、馆藏资源和信息和文献服务提供情况 

信息和文献机构有图书、资料 111.7 万册，比上年减少 3.4%，期

刊 2.65 万种，比上年增长 1.9%，电子期刊 9945 种，与上年持平。 

提供信息和文献服务是信息和文献机构的主要职能，提供信息文

献服务的规模和质量是反映其科技活动能力的主要指标。2011 年，

信息和文献机构除阅览和读者咨询两项服务提供量有所增加外，外借、

查新、信息分析研究报告等几项服务提供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如提

供外借 48063 人次，比上年减少 10.6%；提供查新服务 7277 项，比

上年大幅减少 48.0%。  

表 1 广州市信息和文献机构馆藏和提供信息服务情况 

 

 

 

 

主要馆藏资料

图书、资料 万册 111.7
期刊 万种 2.65
电子期刊 种 9945

提供信息和文献服务

外借 人次 48063
查新 项 7277
信息分析报告 篇 2038
阅览 万人次 14.6
读者咨询 万人次 6.66

 

2、科技成果 

信息和文献机构的科技成果以论文和科技著作为主。2011 年，

信息和文献机构共发表论文 127 篇，比上年增加 7 篇，出版科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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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比上年减少 2 种，申请专利 1 项，发明申请专利 1 项，无专利

授权科技成果。 

（五）课题活动情况 

信息和文献机构开展的课题数量、投入人员和及课题经费较上年

大幅减少。2011 年，信息与文献机构共开展课题 122 个，比上年减

少 31.1%，投入课题人员 184 人年，比上年减少 29.2%，投入课题经

费 1004.9 万元，比上年减少 47.8%。开展的课题中 R&D 课题 7 个，

比上年增加 1 个，投入 R&D 人员 14 人年，比上年减少 51.7%，投入

R&D 课题经费 126.4 万元，比上年减少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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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广州市县属研究与开发机构概况 

2011 年，县属研究与开发机构（简称“县属研发机构”）数量为

10 个，比上年减少 1 个，广州市花都区渔业管理办公室被合并撤销。

从地域范围看，县属研发机构分布在花都、白云、从化、增城和番禺

五个行政区，从事的行业全部分布在农、林、渔业。县属研发机构主

要从事科技推广和服务工作，其科研能力呈逐年减弱趋势，2011 年，

其科技推广和服务能力比上年大幅增长。 

（一）科技人员 

2011 年，县属研发机构有从业人员 524 人，比上年增长 6.7%。

科技活动人员 206 人，与上年持平，科技活动人员中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历 58 人。 

（二）科技经费 

经费收入总额大幅增长，政府支持和市场经营对县属研发机构的

生存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投入基本决定了县属科研机构的科技活动

规模。2011 年，县属研发机构经费收入总额达 9335.3 万元，比上年

增长 71.9%。政府部门对县属科研机构总投入 3962.8 万元，占县属研

发机构经费收入总额的 42.4%。经费收入总额中科技活动收入 2978.7

万元，占经费收入总额的 31.9%；生产经营收入 2110.0 万元，其它收

入 4246.6 万元。县属研发机构科技活动收入的 95.4%来自于政府部门

（2842.3 万元）。 

经费总支出 9155.0 万元，科技活动支出 3520.6 万元。无 R&D

活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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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活动和技术推广情况 

1、开展课题较上年增加 

2011 年，县属研发机构共承担课题 23 项，比上年增加 9 项，课

题投入经费 853.1 万元，比上年增加 709.1 万元，人员投入 73 人年，

比上年增加 37 人年。 

 2、技术推广活动规模扩大 

2011 年，全市县属研发机构共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186 班次，

比上年增长 47.6%；19410 人次得到培训，比上年增长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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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广州市转制科技机构概况 

2011 年，广州市转制科技机构 63 家1，其中 58 家机构并入企业

或者转变为科技型企业（包括企业型科技咨询、科技中介和技术推广

单位），5 家转制成为政府部门属事业单位。转制机构较上年增加 1

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改革

为社会公益型的事业单位。 

（一）改革发展情况 

1、科技人员队伍稳步壮大，R&D 人员投入总量大幅增长 

2011年，全部转制机构共有从业人员 11046人，比上年增长 1.2%；

科技活动人员 6303 人，比上年增长 0.4%。科技活动人员中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 4906 人，与上年持平；科技活动人员中从事研发的人员

（R&D 人员）共有 3342 人，折合全时工作量 2604 人年，比上年增

长 31.3%。 

2、转制机构面向市场的能力得到提高，逐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 

转制机构正努力适应技术市场的竞争，逐步加强市场经营能力，

其经费来源渠道逐渐摆脱对政府的依赖，生产经营收入所占比重超过

科技活动收入，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 

2011 年，转制机构实现经费总收入 54.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

经费总收入中科技活动收入 19.43亿元，生产经营收入达 32.26亿元，

其它收入 2.68 亿元。科技活动收入比上年增长 26.5%，占经费总收入

的 35.7%；生产经营收入比上年增长 0.6%，占转制机构经费总收入

                                                        
1 包括 62 家转制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和 1 家转制的科学技术信息和文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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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9.3%，这一比重比上年低 5.2 个百分点。经费总收入中 5.16 亿元

来自政府部门，政府资金占转制机构总收入的比重仅为 9.5%，这一

比重比上年略高 0.1 个百分点。经费总收入情况见下图。 

 
 

 
 

图 1 广州市转制科技机构经费总收入情况 

（二）科技活动开展情况 

1、科技经费总量和 R&D 经费支出大幅增长，R&D 活动以试验

发展为主 

2011 年，转制科技机构科技经费内部支出达 13.71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9.1%。R&D 经费内部支出达 9.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 倍，

85.0%的 R&D 活动投入试验发展类。 

 

图 2  广州市转制科技机构 R&D 经费支出按活动类型分布 

2、课题数、课题人员、课题经费大幅增长  

2011 年，转制机构承担课题 1191 个，比上年增长 25.1%；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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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人员 2966 人年，比上年增长 24.5%；课题投入经费 6.4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4.7%。 

转制机构承担的课题以 R&D 课题为主。开展的课题中 R&D 课

题 912 项，课题经费 5.06 亿元，占课题经费的 78.4%。课题经费支出

按活动类型分布详见下图。 

 

图 3  广州市转制科技机构课题经费支出按活动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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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广州地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概况 

至 2011 年，广州地区累计组建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下简

称“工程中心”）共 241 家，其中国家级 13 家，省级 84 家，市级 147

家。 

广州地区的工程中心成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集聚

培养人才和成果产出的平台。 

——为我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供技术创新动力。从技术领

域分布上看，工程中心分布在电子信息技术、机械装备、新材料、生

物医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光机电一体化、农业现代化、建筑、轻

工、建筑、软件十个领域，且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技术、机械装备、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我市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领域。 

——成为全市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2011 年，省级工程中心

科技经费支出1达 76.41 亿元，其 R&D 经费支出 56.98 亿元，R&D 经费

支出占全市 R&D 经费（按测算数 276.8 亿元计算）的比重达 20.6%，

比上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R&D 经费的投入说明工程中心在推动企业

开展技术创新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已成为全市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

载体。 

——有效推动了产学研结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地域扩散和流动。

2011 年，省级工程中心共开展各类研究开发课题 2812 项，其中承担省

级和国家级的科技项目共 697 项；开展的研究开发课题中与国内单位

合作 367 项、国外合作 68 项。 
                                                        
1本篇下文涉及的工程中心数据仅为 2011 年广东省专项调查任务中 82 家上报数据的省级工程中心汇总数据，

同口径的市级工程中心数据没有实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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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培养了一支科研人才队伍，产生一批科技成果。2011 年，

省级工程中心共有科技活动人员 20291 人，其中研发人员 15018 人；

申请专利 1990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122 件；授权专利总量 1153 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47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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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广州市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统计调查报告 

2011 年广州市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调查的统计范围包括全市、市

本级、县（区）级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地方财政支

出、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中央对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预算内决算支出。

统计口径：地方财政科技拨款预算内决算支出包括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中的科学技术功能支出和其他功能支出中用于科学技术的支出，由一

般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构成。 

一、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总体情况 

（一）全市总量较上年有所提高 

2011 年，全市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一般预算支出达到 42.69 亿元，

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为 3.6%，与上年相比，科技拨款总

额和所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有所提高，拨款总额增加 10.75

亿元，增长 33.7%；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 0.3 个百分点。 

（二）从拨款用途来看，注重技术研究与开发，基础和应用研究

投入较少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用于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财政开支最多，达

22.23 亿元，占全部科技拨款的 52.1%，比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合计 0.54 亿元，所占比重仅为 1.2%，比上年

提高 0.1 个百分点。全市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的用途分布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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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市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按支出科目分布 

二、市本级科技拨款较上年大幅增加 

2011 年市本级财政科技拨款一般预算支出 11.86 亿元，比上年大

幅增加 50.7%，占全市财政科技拨款的 27.8%。市本级地方财政科技

拨款一般预算支出占市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2.3%，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从科技拨款用途来看，市本级财政拨款与全市总体总情况

类同，主要用于技术研究与开发。 

 

图 2   市本级财政科技拨款按支出科目分布 

三、区县级财政科技拨款情况 

2011 年，各区县级财政科技拨款一般预算支出合计 29.6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3.0%，从区域来看，由于全市各区的发展目标不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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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区县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强度存在较明显的差

距。12 个区县中，萝岗区的财政科技拨款一般预算支出占该区县财

政支出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列第一，其财政科技拨款达 12.05 亿元，

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达 11.8%，从化最少，仅 4643 万元，

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 1.2%。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

比重列第二至第六位的分别是天河、番禺、越秀、花都、黄埔区，这

五区的财政科技拨款占该区县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7.7%、3.9%、

3.2%、3.1%、3.0%；白云、南沙、海珠、荔湾这四区的比重分别为

2.9%、2.5%、2.4%、2.3%；增城、从化的比重分别为 1.7%、1.2%。 

表 1 各区县级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及财政支出情况 

所在区县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万元） 地方财政支出（万元） 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重（%）

萝岗 120503 1023517 11.8% 

天河 40811 533071 7.7% 

番禺 31292 812281 3.9% 

越秀 18816 585757 3.2% 

花都 17385 569599 3.1% 

黄埔 6634 220239 3.0% 

白云 10737 368431 2.9% 

南沙 10830 438384 2.5% 

海珠 12913 534505 2.4% 

荔湾 12024 517786 2.3% 

增城 9711 562794 1.7% 

从化 4643 37263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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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统计概况 

（2011 年） 

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是科技部组织实施的一项常规

统计调查，对科技部历年立项、当年在实施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进行

调查，科技计划项目类别包括主体性科技计划（973、863、科技支撑）

和产业化计划（火炬、星火）。2011 年，广州地区在实施的国家级科

技计划项目（973、863、科技支撑、星火、火炬）共有 408 项，项目

进展总体情况良好，具体情况如下： 

（一）在实施项目的进展状况良好 

2011 年，408 项在广州地区实施的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中，8 项

进度超前，372 项按计划进行，28 项进度拖延。进展良好1的项目达

93.1%，6.9%进展受阻。总体来看，进展状况良好。 

 

图 1  2011 年在实施项目的进展情况 

（二）项目到位资金情况 

——企业成为资金投入的主体。2011 年，广州地区在实施的国家

                                                        
1进度超前与按计划进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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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科技计划项目共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实际投入资金（项目

到位资金）达 21.23 亿元，其中企业投入 17.27 亿元，占总体资金的

81.4%。 

 

图 2  在实施的国家级项目当年到位资金情况 

——到位资金以产业化项目为主。主体性科技计划2到位资金 2.46

亿元，产业化计划到位资金 18.77 亿元，其中火炬计划 18.15 亿元，

星火计划 0.61 亿元。产业化计划到位资金占 88.4%。 

——政府资金主要导向于主体性计划项目。项目到位资金中，政

府资金 2.04 亿元，其中有 1.80 亿元用于支持主体性计划，即 88.2%

的政府资金投入主体性计划。 

（三）项目科研人才队伍实力雄厚 

2011 年参加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人员为 6971 人。其中，中、高

级职称及以上人员有 3975 人，占总人数的 57.0%；拥有博士学位的

人员有 1679 人，占总人数的 24.1%；硕士学位的有 1409 人，占总人

数的 20.2%。 

                                                        
2主体性科技计划包括：973、863、科技支撑三类，产业化计划包括：火炬、星火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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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实施创造了良好的科研环境，为培养和凝聚人才提供

了舞台 

主体性计划创造的科研环境，为培养、引进和凝聚人才提供了舞

台，随着项目的推行，新的学术带头人不断涌现。在主体计划当中，

当年项目负责人（包括第一负责人和第二负责人）中初次担任国家级

项目负责人的有 123 人。 

科研人员在项目的研究实践中不断成长，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脱

颖而出，2011 年，有 455 人在项目的研究实践中取得博士学位、805

人取得硕士学位。通过各类项目引进留学归国人员 239 名、聘用具有

较深造诣的外籍专家 17 名，大大增强了科技队伍的研究力量。 

（五）项目实施取得的科技成果及经济效益 

国家级科技计划取得的成果，从表现形式看，既有以论文和著作

为代表的知识成果，也有以发明专利、新产品、新工艺、新装置等形

态为主的物化成果。 

——知识性成果和应用技术成果显著。主体性计划的项目参加人

员结合项目研究撰写科技著作 1219 万字，发表科技论文 2249 篇，获

省部级以上奖励 21 项。针对高技术、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引进技术

的创新等问题，研制出具有创新性和产业应用价值的技术成果 107 项，

转让技术成果 29 项次。 

——专利成果。国家级科技计划在 2011 年的实施过程当中，共提

出专利申请 677 项，其中发明专利 498 项；获得专利授权 294 项，其

中发明专利授权 195 项，发明专利授权量比上年减少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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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经济效益。2011 年，国家级科技支撑计划、星火计划、

火炬计划共创造新增产值 63.41 亿元，净利润 5.40 亿元，实交税金

2.31 亿元，出口额 3.1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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