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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科函字〔2019〕10号 

 

对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第 297 号 

提 案  的  答  复 

 

张士志委员： 

您提出的《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步伐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对临沂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经过多年培育，我市科技创新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各项

基础条件逐步完善，科技创新支撑引领能力逐步增强。 

一是科技创新综合能力逐步提升。全市 R&D 投入占比同

比提高 0.21 个百分点，达到 2.52%；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98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30.62%，较去年提高了 1.14 个百分点；新增市级以上科技创

新平台 287 个，其中省级平台 110 多个；获省级以上科技奖

励 11 项，获提名 9 项。 

二是科技支撑产业发展效果逐步显现。共有 310 家企业

入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361 家企业入选省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信息库；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98 家，总量达到

369 家，分居全省第 6、8 位，提前两年完成了“十三五”计划

目标；云计算、大数据、重大新药、特种复合磁性材料、轻

金属合金材料、新型环保肥料等重大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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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形成了 3D 打印、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无人机、石墨

稀等新产业、新业态。 

三是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扎实推进。2018 年 6 月以来，共

获批 8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 家院士工作站、67 家省

级农科驿站，到目前，全市共建有省级以上平台 275 个，其

中国家企业重点实验室 3 个、省级 12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2 个、省级 48 个，院士工作站 48 个。目前，我们正积

极推进临沂市钢铁产业协同创新研究中心、鲁南健康产业协

同创新中心、物流科技产业研究院等新型创新载体建设，加

快推进产业关键技术研发转化。 

四是大力引进培育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在具体工作中，

重点抓好市内、国内、国际三个层面的协同：在市内，与临

沂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共建了传统医药传承与创

新研究院等五个研究院，促进了城校融合，为全市企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在国内，与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 100 多所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了

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去年共引进“两院”院士、国家“千人 计

划”专家等高层次人才 251 名，带资金、带技术、带项目的创

新创业人才 1200 人，启动建设了山东交通学院临沂研究院、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院临沂分院等载体；在国际上，继续深

化与印度、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合作，重点推进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先后建成 6 个海外研发中心，4 个国家

级科技合作基地，聘请引进外国专家 143 人次。在今年第十

七届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共向国外专家组织递交外国专家

需求 218 份，现场对接国外专家组织 11 个，初步达成合作意

见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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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少，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小，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动力不强。二是科技创新平台支撑新动能发展能力

较弱。三是科技合作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需求相比还

有较大差距。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我市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的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 

    一是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切实加强重大载体平台、

新型研发机构、企业研发机构等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强化产

学研合作集聚优质创新资源，支撑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技术

创新，加大原创性技术供给，突破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

培育的创新源头瓶颈，争取在若干关键节点技术创新水平达

到国内领先，总体上扭转我市科技创新以跟踪为主的局面，

为我市建设产业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有力载体支撑。 

    二是开展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建立临沂市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库，结合我市产业基础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需求，

强化前瞻技术创新部署，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等领

域，实施一批关键技术攻关工程，开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的重大技术研发，推动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

为我市产业迈向中高端提供有力支撑。本着围绕有限目标、

集中发力的原则，聚焦新材料、新能源、新信息、新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等“四新一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入推进关键

技术攻关工程，力争到“十三五”末，全市产业科技创新综合

实力明显提升，特种复合材料、电子元件、生物医药等若干

领域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三是培育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按照“申报一批、培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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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储备一批、关注一批”的原则，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工程，积极引导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着力培育一批有较强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带动

更多企业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鼓励企业进一步加大科技

研发投入，建立高水平研发机构，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开

展多层次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强化创新能力建设。进一

步加大高新技术项目招商引资力度，迅速膨胀壮大高新技术

企业和产业的规模。把创新发展理念作为企业家培训的重要

内容，着力培养一支创新意识强、创新动力足、创新能力大、

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创新型企业家队伍。力争全年新增入

库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100 家，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70 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 440 家。 

最后，再次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也希望您一如

既往地关心我市的科技工作。 

 

 

 

 

                        临沂市科学技术局 

                               2019 年 6 月 16 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临沂市科技局高新科  电话：7570025 

 抄送：市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