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湖北省“科教兴鄂”统计监测报告 

龙江舫 ，王阿洁 。周福珍。 

(1．湖北省统计局，湖北 武汉；2．湖北省科技厅，湖北 武汉 ；3．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委员会，湖北 武汉 ) 

摘 要：2003年．湖北省以“创新、产业化”为主线，科技工作为湖北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论述了“科教兴鄂”实施的成就，指出了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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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省“科教兴鄂”战略实施情况 

1．1 实施情况 

(1)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总量再创新高。 

继2002年我省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总量创 

历史最高水平后，2003年：我省科技活动经 

费支出又创新高，达到 ll4．73亿元，比上年 

增长 l1．5％。其中企业支出73-45亿元，比上 

年增长 12％，所占比重为64％；科研院所支 

出23．9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所占比重为 

20．9％；高等院校支出 14．48亿元，比上年增 

长29．5％，所占比重为10．9％。科学研究与试 

验发展fR＆D)经费总支出54．82亿元，比上 

年增长 14．5％，是近几年来增长幅度最大的 

一 年，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01％，比 

上年提高0．05个百分点。 

(2)政府财政对科技和教育的资金扶持 

力度继续加大。2003年，全省财政支出的科 

技三项费达到6．17亿元，比上年增长3．2％， 

其中省级以下地方财政科技三项费支出为 

5．02亿元，比上年增长 31．4％，占地方财政 

支出的比重为 1．3％，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 

点。科技事业费 2．18亿元 ，比上年增长 

17．6％。全省财政支付的教育事业费89．07亿 

元，比上年增长6．9％，占本年度财政支出的 

比重达到 16．4％，比上年提升0．1个百分点。 

(3)科技活动人员下降的趋势得以逆转。 

我省科技活动人员在经历了上年的下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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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小幅增长。2o03年，全省从事科技活动 

的人员总量为 192 724人，比上年增长近 1％。 

科技活动人员中，企业人员有 99 526人，增 

长1．7％，所占比重为51．6％，比上年提高0．3 

个百分点；高等院校科技活动人员 58 659 

人，增2．3％，所占比重为30，4％，比上年提高 

0．4个百分点。 

(4)科技研究硕果累累。2003年取得省 

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673项，其中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26项，占总计 3．9％； 

国内领先成果349项，占总计的51．9％。 

分技术领域来看：我省取得的重大科技 

成果中，居首位的是生物、新医药与医疗器 

械领域，有326项；其次为农业技术领域，有 

94项；属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的有84项，软 

件技术领域有 56项，新材料领域有54项， 

环境保护领域有47项。 

全省专利受理量6 635项，比上年增长 

33．8％。专利批准数 2 862项，比上年增长 

29．6％，其中发明专利417项，增长 1．2倍；使 

用新型专利 1 854项，增长25．7％；外观设计 

专利591项，增长9％。发表科技论文56 167 

篇，比上年增加8．6％。 

(5)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全省共签订技 

术合同9 124项，合同成交金额达41．25亿 

元，比上年增长 18．3％。其中技术开发合同 

金额 20．91亿元，比上年增长 5．6％；技术转 

让合同金额 l1．6亿元，增长68．1％；技术服 

务合同金额7．74亿元，增长6．2％。在技术市 

场交易活动中，企业成为最大买主，共购买 

技术合同5 440项，占全省技术合同交易量 

的59．6％，比重比上年提高近9个百分点， 

显示企业对新技术的引进意识有很大提高。 

大专院校为最大的技术卖主，共出售技术成 

果3 278项，比上年增长4．9％，占全省技术 

合同出售量的35、8％，所占比重较上年提高 

4个百分点。 

1．2 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回升，对全省经 

济的推动力加大。2003年，我省按照全省的 

统一安排与部署，围绕 4个重点领域、6大科 

技专项，以项目、企业、基地建设3个环节为 

重点，加大了项目引进与结构调整力度，加 

大了特色基地建设力度，克服了由于重点开 

发区、重点行业滑坡对我省高新产业带来的 

不利影响，推动了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回 

升。全年共完成高新产业增加值376．73亿 

元，比上年增长 18．9％。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27．6％，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高新技术 

产业经济效益小幅增长，全年共实现利税 

134．46亿元，比上年增长9．7％。 

分技术领域来看：电子信息领域产业结 

构调整见成效，武汉NEC、随州波导等企业 

的迅速崛起壮大推动了全省电子信息产业 

的复苏，全年共完成增加值 57．8亿元，增长 

31．9％；新材料产业在下半年逐步升温的投 

资热的驱动下，继续呈现高速增长势头，共 



完成增加值62．9亿元，增长 37．7％；生物技 

术与新医药产业也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较 

大幅度地增长，共完成增加值42．85亿元，增 

长20．9％；光机电产业的扩张势头有所减 

弱，完成增加值 ll1．32亿元，比上年增长 

l7．6％。 

四大支柱产业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电 

子信息、生物技术与新医药、新材料、光机电 

产业增加值占全省高新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分别达到 l5．3％、l1．4％、23％和 29．5％，四大 

支柱产业所占比重共计达到 79．2％，比上年 

提高4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形势进一步好转。海 

关统计资料显示，我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 

达到 3．2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79．4％，是近 

几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额占全省出口额的比重达到 l2．4％，比上年 

提高3．7个百分点。 

据测算，高新技术产业拉动我省经济增 

长 1．2个百分点。 

(2)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加快，增效 

增收明显。紧紧围绕湖北省优势农产品产业 

带建设和特色农产品发展规划，以提高品 

质、降低成本、增加效益为核心，选择优质 

稻、优质三元猪、双低油菜、柑橘等8种优势 

农产品，魔芋、板栗、茶叶、中药材等 9种特 

色农产品，对关键技术开展科技攻关，取得 

了一批创新成果。2003年新育成品种(组合) 

21个。制定标准25项，申请专利35个，开发 

新产品3O个。农业科技示范与成果转化步 

伐加快，成效明显。优质稻推广示范种植 8 

万多hm ，带动了全省66．7多万hm 优质稻 

生产基地的建设。双低油菜产业化项目的实 

施，开发出6种深加工产品，在全省建立了 

O．28万 hm 核心示范区和 40万 hm 示范 

带，全省双低油菜夏收总产 171．95万t，产区 

农民收入增加明显。瘦肉猪方面，在 l6家规 

模化猪场和5个示范县市开展了产业化示 

范，试验示范规模达到43．5万头，推广示范 

规模达到 323万头，共获直接效益7 800万 

元，社会效益3‘3亿元。 

(3)科技成果的运用推动了经济运行质 

量的提高。科技成果在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广 

泛推广运用，直接导致了人、财、物力使用效 

率的提高，改善了经济运行的质量。2003年， 

我省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为 15 614元／人，比 

上年实际增长了 l1．6％；工业经济效益综合 

指数为 126．2，比上年提高5．6个百分点。耕地 

产出率为24 180元／hm ，比上年提高 l1．5％。 

(4)科技进步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环 

境保护领域：科技攻关和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武汉科技学院完成的“苎麻清洁生产工艺及 

设备”，以脱胶废水治理为基础，对苎麻种植、 

采收、加工、纺织整个产业链条进行技术创 

新，实现了资源优化利用和环保双重目标。青 

山区国家环保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步伐加快， 

环保科技园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黄 

姜皂素清洁生产新工艺完成了小试研究，中 

试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为全面解 

决长期困扰黄姜产区的污染问题奠定了基 

础。全省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83．8％，工 

业粉尘去除率达到88．3％，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率72．5％，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价 

值达到37．52亿元，比上年增加 12．1％。 

邮电通信方面：随着光通讯技术、移动 

通讯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我省邮电 

通信业务量猛增，对我省经济发展与社会进 

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3年，全 

省通讯光缆长度达到 64．4万 km，增长 

44．7％；每百人固定电话拥有量 29．5部，增 

长3O．5％；每百人移动电话拥有量 14．9部， 

增长44．7％；每万人网络用户299．9户，增长 

l6．8％；邮电业务总量 204．3亿元，增长 

22．7％。 

公共卫生事业方面：我省以生物技术与 

新医药产业化、中药现代化为重点，集中力 

量对常见病、多发病及高死亡疾病的防治与 

预防关键技术进行重点攻关，推动我省卫生 

事业的发展。2003年，全省共获得新药证书 

5O项，新药临床研究批件44个。目前，已有 

一 批一、二类新药正陆续进入产业化阶段， 

这些市场前景广阔的高科技产品进入市场 

后，将进一步提升我省医药产业的技术档次 

和总体效益。道地药材规范化种植示范项目 

的辐射和推广力度不断加大，全年新增推广 

面积近 l万hm ，吸引广东省医药总公司等 

一 批企业在我省新建药材基地8处，涉及药 

材品种6个，面积4 266多hm 。 

2 “科教兴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大中型工业企业举办的科技活动机 

构、科技活动人员逐年递减少。近年来，由各 

级政府建立的科技开发机构，特别是大型国 

家级、省级科研机构有明显增加，但是，由大 

中型工业企业举办的科技开发机构却在逐 

年减少。20

发机构 185家，比上年减少 l3家，比2000 

年减少 l21家。其中，有稳定经费来源的机 

构 l67家，比上年减少4家，比2000年减少 

96家；有一定测试条件的机构 180家，比上 

年减少7家，比2000年减少 ll7家。2003年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61 140人， 

比上年减少 72人，比2000年减少 8 538 

人。2003年是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 

减少幅度最小的一年。 

(2)科技经费投入强度不高。2003年，我 

省科技活动经费、R＆D经费开支比上年有很 

大增长，R＆D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到 1．Ol％，但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O_3个百 

分点；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 

收入的比重达到 1．7l％，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低于广东、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省市的 

投入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省的科 

技投入强度差距更大。 

(3)专利授权量少。我省是科教大省，高 

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多，2003年我省的科技活 

动人员数量居全国第8位，但我省专利申请 

授权量2 871件，在全国只居第 l4位，占全 

国的比重为 1．9％，不到广东省的1／10，不到 

江苏 、山东 、浙江的 1／3。这种状况与科教大 

省的地位极不相称。 

(4)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九 

五”以来，我省高新产业发展速度呈逐年下 

滑的趋势，由“九五”年平均 34．6％的速度下 

降到2002年的 l4％，，2003年有所回升，达 

到 18．9％，但仍比 “九五”年平均速度低 

15．4％个百分点。l3个国家级 、省级高新产 

业开发区占全省高新产业的份额也在不断 

下降，由近6O％下降到2003年的43．6％。东 

湖和襄樊两个国家级高新区经济发展速度 

也明显低于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开发区的 

平均速度。2003年，这两个国家级高新开发 

区技工贸收入仅分别增长20．4％和9．9％，全 

国平均速度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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