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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分析 

石 斌  董建忠 

 

内容摘要：山西省作为全国最大的能源重化工生产基地，长期以来，煤炭、焦炭、冶金、

电力等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比重偏高，由于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严重制约，这些传统

主导产业在外延上难有大的扩张，因此，在大力开展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必须重视高技术

产业的发展，通过科技创新，着力推动山西省经济发展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本

文通过分析山西省近五年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得出了山西省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必要性以

及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山西省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建议。 

  

高技术产业是指以高技术产品开发和生产为主导的产业。高技术产业主要特

点：知识和技术密集，科技人员比重大，职工文化、技术水平高；资源、能源消

耗少，产品多样化、软件化，批量小，更新换代快，附加值高；研究开发投入大；

工业增长率高，一般为传统工业增长率的3-5倍。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分类包

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 

 

一、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分析 

1.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由于国际化程度高，出口导向明显，高技术产业曾一度成为受国际金融危机

影响最大的行业。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实施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更加重视科技

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将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与实施电子信息等十大产业调整振

兴规划，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实施一系列扩内需、稳

出口的措施，加快产业升级步伐，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我国在全球高技术产业体

系的地位。2013年1-11月，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长11.7%，较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出2.0个百分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交货值为44236.1

亿元，同比增长5.6%，较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速高出1.0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累计完成投资13419.83亿元，同比增长21.6%，较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投资增速高出3.0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2013年，在一



 

 2 

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发明专利等

知识产权快速增长，先后在4G（TD-LTE）通信技术、高世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

屏（TFT-LCD）、基因组测序与分析、北斗卫星导航、海洋油气装备等全球产业竞

争激烈的领域实现了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重大突破，4G移动通信正式规模商用，

生物医药、通信系统、电子器件、环保装备等新兴产业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产

业集聚发展的态势逐步形成，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高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国家将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充分发挥

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新兴产业发展，

吸引社会和民间资本更多地向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汇集。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商务部、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了《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

点领域指南（2007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2007年第6号公告），对指导各部门、

各地方开展高技术产业化工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

导社会资源投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实施重大产业

创新发展工程和重大应用示范工程，极大地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2011年，

为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进一步发挥“指

南”的指导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知识产

权局，在充分分析国内外高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研究

提出了《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年度）》，确定了优先

发展的信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先进能源、现代农业、先进制造、节能

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海洋、高技术服务十大产业中的137项高技术产业化重点

领域，其中，信息15项、生物17项、航空航天6项、新材料24项、先进能源13项、

现代农业18项、先进制造21项、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9项、海洋6项、高技术

服务8项。重点内容体现了发展高技术产业、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需求。特

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核心位置。围绕着十八大报告精神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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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各级地方政府

正在抓紧调研，将集中出台一批改善创新环境的政策措施，将进一步推动高技术

产业踏上新的征程。 

3.高新技术创新创新能力迅速提高 

据《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显示，我国创新能力稳步上升，国家创新指数

排名在全球40个主要国家中升至第十九位，比上年提高1位。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正确领导下，各方面不断加大创新投入。2013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支出11906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9%，其中企业研

究开发支出占76%以上；研发人员总量预计达360万人年；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59

万件，比上年增长24%；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二。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

达7469亿元，年增长16%，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我国集中力量

实施了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并已初步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为可

喜的是，“十一五”以来，我国自主研发的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实

现了商品化和产业化。下一代互联网建成6个主干网、2个交换中心、273个驻地

网，取得了多项重大创新，总体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12年年初，相关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下一代互联网“十二五”发展建设意见》，标志着我国下一代互

联网建设又将进入现网商用试点和全面部署的新阶段。成立仅3年的深圳华大基

因研究院已成为国际大规模基因测序研究的著名机构之一，平均每个月在《自然》

或《科学》等世界顶级杂志上发表一篇学术文章。我国创新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系统化推进了产业创新平台建设，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

实验室143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1002家，为我国自主创新提供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 

4.高技术产业化专项成就明显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围绕高技术产业发展提出的目标和任务，组织实施了

数字电视、新型平板显示器件、卫星导航、卫星遥感以及信息安全等高技术产业

化专项，大力支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着力营造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环境，促进了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航空航天、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内多个领域的重大技术

突破和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提升了相关产业领域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