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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确 保 省 属 企 业 科 技 创 新为 确 保 省 属 企 业 科 技 创 新
““15511551””工程实施方案落地落实工程实施方案落地落实，，省省
国资委配套制定了年度攻关任务清国资委配套制定了年度攻关任务清
单单。。记者注意到记者注意到，，今年将统筹优化今年将统筹优化
一批创新平台一批创新平台，，重点推动晋能控股重点推动晋能控股
煤与煤层气共采全国重点实验室煤与煤层气共采全国重点实验室、、
太重集团智能采矿装备技术全国重太重集团智能采矿装备技术全国重
点实验室建设及晋能控股智能矿山点实验室建设及晋能控股智能矿山
实验室实验室、、交控集团智慧交通实验室交控集团智慧交通实验室、、
云时代太行实验室等三个省实验室云时代太行实验室等三个省实验室
对标建设对标建设，，一旦条件成熟即可申请一旦条件成熟即可申请

升级升级。。
着力培育太原重工轨道交通、

潞安化机成为世界一流专业领军示
范企业；培育交控交通科技研发公
司为“科改企业”“双百企业”；培育
云时代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晋能
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成为“独角
兽”“小巨人”企业。

重 点 推 进 晋 能 控 股 数 字 化 车
间、华阳集团智能矿山、潞安化工工业
环网、太重集团门机无人化系统、华

远陆港陆港汇平台、交控集团交通科
技园等 11项数字化场景建设……

据悉，目前任务清单与台账已
建好，省国资委将实时动态监测，确
保到今年底，初步构建起资金、项
目、平台、人才等关键创新资源保障
体系，产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技术
成果和科技型企业，企业创新能力
实现整体跃升，为培育新质生产力
奠定扎实基础。 （程洁）

据《山西晚报》

《《省属企业科技创新省属企业科技创新““15511551””工程实施方案工程实施方案（（20242024——20282028年年）》）》解读解读

最大程度释放省属企业科技创新活力最大程度释放省属企业科技创新活力
研发投入年均增长率超过20%；开辟了院士专家工作站、“兼职兼薪”“候鸟式”聘任、“双休日”专家等

各具特色的新型柔性引才方式；建立了研发人员股权和分红激励机制；多项核心技术填补国际国内空白
……3月26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科技创新总体工作开展
情况及部署安排，深入解读《省属企业科技创新“1551”工程实施方案（2024—2028年）》。

“我们紧紧依靠科技创新为省
属企业转型升级增势赋能，形成以
创新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
度。”3 月 26 日上午的新闻发布会
上，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王文
保表示，这几年省属企业研发投入
呈 现 稳 定 增 长 态 势 ，2020—2022
年，省属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率
超过 20%，2023年省属工业企业研
发投入强度增幅达到 20%以上。

“构建起了国家层面和省级层
面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研究院
梯次衔接的创新体系，创新平台体
系基本形成。目前已建成国家级
各类研发创新平台 27个，其中 2个
全国重点实验室成功重组；省级各
类研发创新平台 194 个，其中省实
验室 3 个，省重点实验室 18 个，科
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 21 个。”“‘十
四五’以来，省属企业累计承担省
部级以上课题 216 项，其中国家级
课题 25 项；共获省部级以上科技
奖励 164 项，其中国家级科学技术
奖励 5 项；申请专利近万件，授权
专利 7928 件，科技研发水平明显
提升。”一组组数据，见证了山西省
属企业科技创新的快步发展。

科技创新，核心技术是关键！
让人惊喜的是，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相继在省属企业中取得突破。“比
如，潞安化工煤基合成Ⅲ+基础油、
晋华炉工艺技术，太重集团基于
5G（技术）远程操作的挖掘机、10
兆瓦风电机组，华阳新材钠离子电
池、高性能碳纤维，晋能控股煤矿
区煤层气与煤炭协调开发等技术
与产品，填补了国际国内空白。”王
文保欣喜地说。

有了科技成果，加速落地应用
更是关键。目前，山西焦煤“110”
工法已在集团公司 16座矿井 60个
工作面开展应用；重介选煤智能控
制 系 统 每 年 创 造 经 济 效 益 超 过
6000 万元。华阳新材全球首批量
产 1GWh 钠离子电芯生产线投运，
全国首个 2000 吨钠离子电池正负
极材料项目投产。交控集团低碳
耐久型不锈钢护栏已在多个高速
大修项目推广应用，自主研发的隧
道智能检测车经济效益明显。太
重液压挖掘机、工程起重机批量化
产 品 研 发 已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近 亿
元。潞安化工晋华炉系列先进煤
气化技术近三年在国内市场的占
有率超 70%，形成产值 50亿元。大
地控股在盐碱相关技术等领域完

成 示 范 推 广 面 积 约 10000 亩
……省属企业在科技成果落

地应用方面，在各在各自赛道
上展开了追逐。

“当前省属企业科技创新工作
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不同
程度存在研发投入不足、原始创新
能力不强、创新体系效能不高、人才
缺乏等一系列瓶颈问题；在构建新
兴产业、未来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建设现代化企
业等方面科技创新的动力支撑作用
发挥不明显，这些严重制约了企业
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
现。”王文保表示，新出台的省属企
业科技创新“1551”工程实施方案，
通过加大“一揽子”政策供给，打通
企业创新工作的痛点、堵点，加大政
策、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供给，充
分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力争让科技
创新这个“核心变量”成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省国资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侯

国伟介绍，新出台的省属企业科技创
新“1551”工程实施方案中，突出了

“五大”功能定位：一是抢当科技人才
集聚地。构建全面、完善的人才培养
计划体系，力争实现企业“两院”院士
零突破。二是勇当原创技术策源
地。重点推进首批 14个原创技术策
源地建设、77项首批研发项目。三是
竞当融通创新示范地。引导省属企
业联合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组
建技术创新联盟、创新联合体。四是
甘当成果转化试验地。建设各类专
业化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实现科技
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
的无缝衔接。五是争当产业发展新
高地。优化产业布局结构，实现从产
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实施“五个一批”专项行动：统
筹优化一批创新平台。在重点产业

领域，争取布局建设各类国家级、省
级创新平台；攻克突破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鼓励支持省属企业灵活运
用“揭榜挂帅”“军令状”“赛马”等机
制，扮演好“出题人”角色；培育一批
科技型企业。力争利用 3—5 年，各
类创新型企业达到 200户以上；晋级
一批“链主”企业。支持省属企业晋
级“链主”企业，带动全产业链整体
优化提升；产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
标志性成果，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加大“一揽子”政策供给：从六
个方面，加大政策供给；创新提出建
立独立核算、免于增值保值考核的
研发准备金制度，共建科技创新引
领基金，建立省属企业科技创新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等 10 项政策，最大
程度释放省属企业科技创新活力。

“为充分释放省属企业科技创
新活力，我们从积极加强研发投入
保障、健全激励保障、优化科技成果
转化、实施分类考核、完善容错纠错
等多个方面，加大政策供给，强化要
素保障，鼓励支持企业先行先试改
革创新机制。”省国资委科技创新处

（央企服务处）处长刘红民对该方案
突破性的亮点政策进行了解析。

研发投入机制方面，鼓励支持
企业探索建立独立核算、免于增值
保值考核的研发准备金制度。尝试
由省属企业联合出资，适度撬动社
会资本，共建创新引领基金。

激励保障机制方面，对承担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打造原创技

术策源地的省属企业，探索实行结
构化或者复合挂钩方式确定工资总
额决定机制。对应用基础研究科研
骨干人员历史贡献在薪酬分配激励
中未充分体现部分予以薪酬补偿。
建立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发展

“双通道”。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
人才，优先在科研序列破格任用或
提拔。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方面，探索开
展项目组科技攻关模式，开展岗位分
红、项目收益分红。提出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及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示
范应用场景项目补贴政策。

考核分配机制方面，探索建立
省属企业科技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优化科技创新分类考核。对承
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打造原
创技术策源地的省属企业，将相关
任务纳入经营业绩考核体系。

容错纠错机制方面，企业实施
重大科技创新，严格贯彻落实“三个
区分开来”。在推进中长期激励等
制度改革、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
地、开展原创技术研究、推动产业链
协同发展、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重大装备国产化等工作过程中，依
据有关规定予以容错处理。

“通过加大‘一揽子’政策供给，
不断提升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营造
良好创新创业生态，形成创新创业
浓厚氛围。”刘红民坦诚道。

多项核心技术填补
国际空白 科技成果
加速落地应用

加大“一揽子”政策供给

多方面加强支持企业先行先试

年度攻关任务清单已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