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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科技创新问题及对策研究 
菏泽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刘志安 李卫东 卢逍遥 

 

摘  要：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创新是推动菏泽

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在分析菏泽市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着创新

意识淡薄、经费投入不足、平台建设滞后、人才不足等问题的基

础上，提出了营造科技创新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开放的创新体

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强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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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创

新。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创新型国家” 放在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的首要

地位。菏泽作为处于鲁西南的欠发达地区，更应顺应当今发展潮

流，将科技创新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并使其成为菏泽在新的历

史时期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缩小同发达地区差距的重大战略

机遇。只有把握住时代脉搏，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立创

新型区域， 才能改变菏泽经济社会欠发达的现状，显著提高综

合实力和区域竞争力。 

一、菏泽市科技创新现状 

（一）科技经费逐年增加。市、县两级政府在财政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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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每年都列支专项资金，对企业科技创新给予大力支

持。自 2010 年开始，市政府组织实施技术创新提升工程行动计

划，确定三年内拿出1亿元、整合县区3亿元，建立专项资金，

集中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2010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

发投入达到8.6亿元，增长35.5%。各县区都策划建设了一批高

新技术产业项目，2010 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09.9 亿元，增长 131.8%，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的 35.3%，同比提高 17.7 个百分点。2011 年共争取各类科技支

持资金5300万元，创历史新高。其中，54项科技重点项目纳入

国家和省各类科技计划，获得无偿补助资金3120万元。69个项

目纳入市级科技计划，其中 10 个项目列入市技术创新提升重大

专项，安排专项经费 1000 万元。 

（二）科技基础条件明显改善。按照全市整体发展战略和重

点产业振兴需要，着手超前谋划，加强统筹协调，搞好顶层设

计，启动建设各类重大科技平台。在开发区建设的科技企业孵

化器发展为菏泽市首家重大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山东省鲁南药

物研究院正在加快建设为立足菏泽、服务鲁南、面向全国的重

大医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天津大学山东化工研究院成为天津

大学在我市的人才培养基地、中试和工程化研究基地及成果转

化基地；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服务平台入网仪器 345

台，总价值 1.65 亿元；市科技情报信息服务平台面向全社会开

展科技信息数字化优质服务。 

（三）科技创新体系逐步健全。鼓励支持企业以多种方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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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技术研发机构，为持续创新集聚力量。截止到目前，全

市有130多家企业建立技术研发机构，其中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

心32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家、重点实验室1家、院士工作站1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家。市级创新型试点企业100家，省

级20家，国家级1家。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61家，其中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12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家。 

（四）科技进步水平稳步提升。每年组织实施各类科技计划

近百项，在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新材料、机电一体化等重点

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成果。2010年，菏泽

步长的“丹红注射液的研究与开发”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获批

专利授权量1929件，其中发明专利87件，菏泽步长的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药物组合物及制备方法”荣获国家第

12届专利金奖；菏泽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试

点城市”。 2011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实现799亿元，同比增长

52.23%，增幅居全省第1位，高于山东省25.18个百分点；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23.53%，占比比年初增加3.06个百分

点，增幅居全省第2位，高于山东省1.85个百分点。 

（五）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明显。一是千方百计引进人才。各

企业人才意识普遍增强，通过多渠道招贤纳士，全方位吸引人

才，着力打造创新型团队。二是多种形式培养人才。采取送出

去学、请进来讲的方式，不少企业与高校院所签订人才培养协

议，选派优秀技术人员到高校深造，邀请专家、教授举办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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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不断提升科技队伍的整体专业素质。三是营造环境留住人

才。引导企业坚持用事业留人、环境留人和待遇留人相结合的

办法，为各类人才积极搭建发展平台，及时办理职称晋升、社

会保险，帮助其解决家属就业、子女读书等后顾之忧，努力形

成“洼地”效应。 

二、菏泽市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科技创新意识淡薄。不少领导、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对

科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仅仅把科技工作说在嘴上，写在纸

上，而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不少地方和有关工作部门在经济

建设过程中仍然沿用粗放型的发展思路，着眼于铺摊子、扩规模，

没有形成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意识和自觉的行动。不少

企业仍单纯追求数量和速度，缺乏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意识和动力。全社会也没有形成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意识和

氛围，部分出台的优惠政策落实难度较大，兑现政策的力度差。 

（二）科技创新经费投入不足。财政科技投入远没有达到科

技进步法规定的底线要求。尽管各县区都在财政预算中对技术研

发经费做了安排，但实际到位很少，有的甚至是“空转”。 市

级科技经费每年不足2000万元，省内大部分地市都已超过了１亿

元。预计2011年全社会R＆D投入12.5亿元，占GDP0.8%，全国达

到1.83%，山东省则为1.80％。大部分企业没有按照规定提取、

使用技术开发经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

重仅为0.35%。没有足够的资金，就难以支持企业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