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动态】 

2016 年 1-11 月份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统计分析报告 

一、全市高企基本情况 

我市还在有效期内的 700 家高新技术企业，共 649 家参与了本次统计。1-11 月

份实现总产值 1026.13 亿元，同比增长 7.91%；总收入 979.56 亿元，同比增长 5.87%，

两项数据增幅均较上季度有所扩大。实现增加值 261.23 亿元，同比增长 8.6%；出口

创汇 23亿元，同比下降 5.12%，降幅比 1-8 月扩大 0.53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额

26.65 亿元，同比下降 11.32%；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 40.32 亿元，同比增长 5.62%，

研发占总收入 4.11%。随着对固定资产投资热度下降，企业在研发投入上更加重视，

带来了新产品、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快速增长，其中新产品产值 505.34 亿元，占总产

值比近一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799.2 亿元，占总产值比近八成。从整体来看，1-11

月份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进一步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态势明显。 

从各县（市、区）情况来看（见表 1），总产值排名前三的分别为乐清市（388.86

亿元）、瑞安市（234.35 亿元）和经开区（103.57 亿元）；总产值同比增长排名前三

的分别为平阳县（21.47%）、苍南县（14.37%）和泰顺县（10.15%）。1-11 月平均每

家企业产值 1.7 亿元，比 1-8 月增加 5300 万元，除了乐清市（平均产值 3.61 亿元）

和瑞安市（平均产值 1.76 亿元），其余各县（市、区）均低于平均产值。新产品产

值方面，占总产值比最高的为平阳县（总产值中新产品产值占 56.06%），同比增长最

快的为经开区（同比增长 46.79%）；高新产品产值方面，占总产值比最高的为瑞安市

（总产值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 78.76%），同比增长最快的为平阳县（同比增长

26.05%）。 

名称 研发经费 总产值 出口创汇 

单位 

（千元） 

本年

1-11 月 

上年

1-11 月 
同比 

本年

1-11 月 

上年

1-11 月 
同比 

本年

1-11 月 

上年

1-11 月 
同比 

鹿城区 212798 203579 4.53% 5322234 5060076 5.18% 195720 186557 4.91% 

龙湾区 258562 274519 -5.81% 7591281 7413920 2.39% 121518 130857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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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海区 266075 251390 5.84% 6361659 5889822 8.01% 273487 275632 -0.78% 

洞头县 38716 34356 12.69% 923322 823692 12.10% 23274 23009 1.15% 

永嘉县 269357 322521 -16.48% 7446745 7262664 2.53% 145815 200094 -27.13% 

平阳县 247568 202158 22.46% 6254829 5149397 21.47% 267286 241311 10.76% 

苍南县 151891 147472 3.00% 3912159 3420750 14.37% 74271 84250 -11.84% 

文成县 7426 5849 26.96% 89710 124538 -27.97% 1697 116 1362.93% 

泰顺县 11935 6323 88.76% 148763 131473 13.15% 14637 11231 30.33% 

瑞安市 852444 760237 12.13% 23435337 21116827 10.98% 505740 501993 0.75% 

乐清市 1335484 1263321 5.71% 38886215 36390662 6.86% 520032 590484 -11.93% 

经开区 380209 346180 9.83% 10357247 9829420 5.37% 156259 178363 -12.39% 

表 1 

二、领域结构分布 

参与本次调查的 649 家企业中，按高新技术八大领域划分，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439 家，新材料 89家，电子信息 55家，新能源与节能 33家，生物与新医药 18家，

资源与环境 12家，高技术服务 3家。从各个角度对比分析来看，各领域发展均有不

同的表现（见表 2）。总产值情况来看，各领域均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先进制造与

自动化 747.13 亿元，同比增长 7.72%；新材料 220.98 亿元，同比增长 5.76%；电子

信息 43.52 亿元，同比增长 11.54%；新能源与节能 33.64 亿元，同比增长 20.18 亿

元；生物与新医药 36.46 亿元，同比增长 7.14%；资源与环境 14.69 亿元，同比增长

12.84%；高技术服务 7.87 亿元，同比增长 12.18%。此外，新材料、生物与新医药两

大领域领跑平均产值（每家企业 1.7 亿元），分别高出平均产值 45.9%和 19.4%。总

产值中新产品产值情况，除生物与新医药同比下降 0.57 个百分点外，其他领域新产

品产值同比均有所增长，资源与环境同比增长幅度最大，达 41.59%；与之相反的是，

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最高的为生物与新医药 47.51%，最低的为资源与环境仅

26.38%。总产值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情况，各领域均处于较好增长状态，高新技术

产品占总产值比例最高的为新材料，占比达 76.19%；电子信息同比增长幅度最大，

为 19.03%，同时研发投入占总收入比例在各领域中最高，达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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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研发经费 总产值 出口创汇 

单位 

（千元） 

本年

1-11 月 

上年

1-11 月 
同比 

本年

1-11 月 

上年

1-11 月 
同比 

本年

1-11 月 

上年

1-11 月 
同比 

电子信息 212311 202725 4.73% 4352277 3901940 11.54% 102618 100627 1.98% 

生物与新

医药 
129797 119924 8.23% 3645612 3402547 7.14% 168774 167932 0.50% 

新材料 736924 705493 4.46% 22098615 20895901 5.76% 386746 403597 -4.18% 

新能源与

节能 
165497 132447 24.95% 3663832 3048509 20.18% 34826 31330 11.16% 

资源与 

环境 
38659 36913 4.73% 787271 701788 12.18% 25023 15506 61.38% 

先进制造

与自动化 
2718596 2582122 5.29% 74712733 69360580 7.72% 1581749 1704905 -7.22% 

表 2 

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见表 3），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市场驱动作用，

发展处于领跑地位的依旧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总产值 25.16 亿元，总收入 23.77 亿

元，同比增长率均超 40%；增加值 4.76 亿元，同比增长 48.74%；出口创汇 5100 万

美元，同比增长 34.28%。此外，与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新能源产业也迎来新一

轮的发展热潮。总产值 23.97 亿元，同比增长 18.62%；总收入 22.4 亿元，同比增长

23.19%；增加值 2.7 亿元，同比增长 83.91%；出口创汇 578 万美元，同比近翻两番。

一方面新一轮电改的推进，从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以风电、光伏为

代表的可再生新能源成为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从发展初期依靠政策与

补贴，到后期依靠成本的下降打开市场空间的新常态，技术进步、规模化效应等因

素为新能源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名称 研发经费 总产值 出口创汇 

单位 

（千元） 

本年

1-11 月 

上年

1-11 月 
同比 

本年 

1-11 月 

上年

1-11 月 
同比 

本年

1-11 月 

上年

1-11 月 
同比 

新能源 

汽车产业 
111128 69800 59.21% 2516357 1796779 40.05% 51135 38082 34.28% 

新能源 

产业 
111832 89819 24.51% 2397368 2020995 18.62% 5780 2169 166.48% 

新材料 

产业 
698541 670587 4.17% 21087252 20057355 5.13% 295886 342501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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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产业 
79452 92536 -14.14% 2030311 1878135 8.10% 36602 33432 9.48% 

生物产业 115214 110705 4.07% 3134950 2983626 5.07% 129926 136121 -4.55% 

节能环保

产业 
170313 146160 16.53% 3319432 2866184 15.81% 111853 106047 5.47% 

高端装备

制造业 
675402 694669 -2.77% 19288690 18974462 1.66% 366760 424785 -13.66% 

表 3 

三、专利情况分析 

截至 11月份统计，参与本次调查的 649 家企业拥有有效专利 20893 件，比去年

同期增加 3073 件，增长 17.24%，增幅比 1-8 月数据扩大 4.71 个百分点，平均每家

企业拥有有效专利 32件，比 1-8 月平均数据增加 6件。我市主体产业先进制造与自

动化拥有有效专利 15756 件，同比增长率最高，达 19.74%，同时，平均每家企业拥

有有效专利也最多，为 36 件，最低的则为生物与新医药，平均每家企业仅 15 件。

有效专利中发明专利总数为 2452 件，占专利总数的 11.7%，仅新能源与节能领域发

明专利相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同比减少 15.48%。另一方面，专利申请与授权上仍

需加以重视。专利申请量上，累计申请专利 4205 件，同比下降 8.81%，其中申请发

明专利 877 件，同比下降 6.2%。专利授权量上，累计授权专利 3224 件，同比下降

17.67%，其中申请发明专利 441 件，同比下降 18.93%。 

四、高企运营情况分析 

在对当前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中，有 627 家企业表示态度乐观及一般，

占 96.6%，比上季度增加了 0.42 个百分点，实际运行状况比上季度预测要更为乐观

（1-8 月调查中 95.73%的企业对下季度本行业运行状况预测为乐观及一般）。在谈及

对下季度本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预测，更多企业则保守地持一般态度，占总数的一

半以上，态度变化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和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两大领域。本季度企业

接到的产品订货量与上季度相比情况，34.67%的企业表示有所增加，58.86%的企业

表示基本持平，6.47%的企业表示有所减少。在对本企业生产能力发挥程度评估上，

4.16%的企业高于正常水平，86.29%的企业处于正常水平，仅有 9.55%的企业低于正

常水平，比 1-8 月份调查数据下降 5.56 个百分点，企业产能有所释放。在对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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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低于正常水平的62家企业调查其原因时发现，74.19%的原因集中于产品需求减少，

订单不足，其他例如原材料供应不足、产成品存货充足、季节性减产等原因所占比

例较以往调查有所降低。 

（来源：温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秘书处） 

企业转型升级的探索——第二届第七次全体理事会议暨    

第六次高企互访学习交流活动 

11 月 16 日上午，协会组织理事及以上单位赴乐清召开第二届第七次全体理事会

议暨第六次高企互访学习交流活动。活动由协会会长薛肇江、秘书长袁青怀牵头带

队，邀请了温州市科技局高新处副处长陈琦、乐清市科技局工业科技科副科长黄学

勋、乐清市科技孵化创业中心陈天伟参加活动。 

一行人首先走进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参观了其展厅、生产车间，

现场感受了“低压电器大佬”的魅力。随后前往乐清市科技孵化创业中心，中心负

责主任陈天伟对协会一行人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在他的带领下参观了工业

设计基地。相比于正泰这般大型的已经形成成熟运作体质的企业相比，基地中入驻

的企业更显得“小而精”，用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来形容最贴切不过。每一个

小的载体都承载着无尽的创意和生命力，让参观人员深刻感受到，这孵化器中的“小

小鸟”，总有一天能蓬勃展翅，闯出一片天地。 

参观结束后召开了协会理事会，会议邀请了八达电气有限公司和浙江正泰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为在场人员分享企业在产品（产业）转型升级上的经验与心得。

八达电气原主要生产传统矿用防爆产品，但由于近年来国家不断压缩对煤矿资源需

求量，传统企业急需转型升级。面对这样的日趋困难的市场环境，八达电气及时调

整思路，毅然决然地将产品线转向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等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中

来。在谈及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心得，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注重创新以及对国家相关

支持产业及政策的敏感度。之所以投身于新能源汽车，八达正是看中了国家对这项

产业极大的扶持力度，有了明确的方向后重点加大对研发及技术上的投入，参与行

业内优秀企业评比，不断提升自身制造水平。其产品线转型跨度之大，转型效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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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值得每一位在场人员反思和学习。随后发言的正泰电器负责人则表示，他们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响应国家 2025 战略，着力于智能制造装备。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

将产品进行分类，真正有效地实现“供给侧改革”。作为低压电器的行业巨头，除了

不断完善已有的产品线，正泰也在积极延伸更丰富、更具科技含量的产品。   

会议最后，市科技局高新处副处长陈琦为在场人员解读了《温州市科技创新新

政选编》，其中主要包括《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新十条”政策（试行）》、《温

州市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

业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与企业息息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

企业去争取获得更多、更大力度的扶持与奖励。此次活动得到与会企业的一致好评，

协会将在今后举办更多活动以促进企业间相互交流学习。 

（来源：温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秘书处） 

 

【政策解读】 

发改委解读：改革先行 加快释放“双创”活力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系统部署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创业创

新重点改革领域的任务部署。这是我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又一重大行动。《意见》提出，要面向制约双创发展的堵点和痛点，推进若

干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的先行先试，关键是加快以下六个方面的任务部署。 

一、制度松绑，最大限度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市场主体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新企业的大量增长是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伴随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推进，

我国各类市场主体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激发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但近期一项

针对全国 700 余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行政审批制约、政府管理服务滞后仍

然是桎梏创业创新者的最大枷锁。80.6%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行政审批程序过于繁琐，

四分之一以上的企业认为政府审批流程冗长，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受到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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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市场限制。实地调研中，很多企业反映商事制度改革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

题。为此，要持续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支持示范基地先行试验一

批重大行政审批改革措施。全面推广网上并联审批和纵横协同监管，加快提升政府

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力争“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二、法律护航，全面保障创业创新者权益 

技术发明是创业创新的重要源泉，而知识产权是保障创业创新的重要制度。长

期以来，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都是创新者的一大“心病”。国家知识产权局一项针对

近 4000 余件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案件的研究显示，97%以上的专利和商标侵权案件和

79%以上的著作权侵权案件由于难以证明实际损失和违法所得，被迫采用法定赔偿方

式判赔，而最终赔偿数额往往远低于实际损失。此外，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体系缺失

问题也长期掣肘企业创新，对发展初期高度依赖商业模式创新生存的互联网行业及

中小微创业者而言尤其如此。为此，一方面，要加快弥补制度缺口，以示范基地为

起点进一步完善落实商业模式等新形态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另一方面，要强

化法律制度护航，开展知识产权综合执法，加大关键环节、重点领域的知识产权保

护，将侵权行为纳入信用记录，构建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最大限度保护创业创新者

权益。 

三、权责明晰，破局科技经济“两张皮” 

如何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通道，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一直以来阻碍研究开

发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创新主体及科技人员创业创新的关键问题。我国科技成

果转化效率低下的原因一是在“权”，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等权限的不足严重

制约科研人员转化科研成果的热情；二是在“责”，缺乏类似于美国《拜度法案》

中规定的科技成果一定时限内必须转化的责任要求。尽管新修订的科技成果转化法

对有关责权划分有了突破性进展，但落实起来困难重重。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区

的科研院所大胆创新，勇于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束缚，在科技成果处置权

下放、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未来一段时期，要在科研

院所分类改革加快推进的基础上，以示范基地为“试验田”，进一步细化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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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办法，明晰各类科研项目知识产权成果的转化责任，拓宽科技成果利益分

享渠道，赋予科研院校的创新者更大的自主权。 

四、减税降负，助力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中小企业是创业创新的主力军，但融资难、融资贵、税收负担重等问题长期没

有有效解决，仍然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近年来，国家实施结构性减税和普

遍性降费政策，扩大小型微利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的范围，将应纳税所得额由

10万元提高至 30万元，将小微企业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提高到 3万元，对符合条

件的孵化器企业减免营业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扩大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的范围，取消、停征、减免部分中央和地方涉企收费。据统计，2015 年

全国减免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税费负担 3500 亿元以上。然而，目前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个人股权奖励，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和技术转让所得税税收不合理的问题依

然比较突出，给企业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因此，必须深入推进和落实一批激

发企业创业创新的正向税收激励政策，让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机构在创业创

新过程中真正“轻装上阵”、享受实惠。 

五、疏通渠道，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业创新活力 

人才是创业创新的第一动力。如何发挥好人才的作用，无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最亟需回答的问题。近年来，党中央高度关注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多次

提出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然而，人才改革牵涉方方面面，必须统筹考虑，重点突破。目前，

我国企业的科技人才很难走进高校和院所、事业单位，后者的人才一旦走向企业，

也很难再回到“体制内”。这与国内的职称评定制度、“行政化”“编制身份”制

度、社会保障体系“双轨制”改革不配套紧密相关。在双创示范基地开展人才流动

试点，就是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

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 

六、协同共享，促进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惠及更多创业创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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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公共服务是提高创业创新成功几率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政府部门高度

重视为创业创新主体提供全方面、专业化的服务，大力支持大企业为小微企业搭建

双创支撑平台和双创公共服务平台。据统计，全国共形成各类众创空间 2300 多个，

中央企业建成 84个创业创新孵化平台，为 3000 家小微企业、50家创客空间和上万

名创客提供资金、技术和服务支持。然而，创业创新者仍然反映，国家重大科研基

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利用率和共享水平还不高，大型科技企业为内部员工和外部

创业者提供研发阿设备、生产制造、市场渠道、资金支持的动力还不足，创新基础

设施和资源闲置浪费现象比较严重，没有形成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力支持。下

一步，双创基地要建立促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的激励引导机制，促进科学仪

器设备使用的社会化服务。同时，引导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通过专业分工、服务外包、

订单生产等多种方式，建立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协作关系。 

（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营改增不止眼前的真金白银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27日披露最新数据，今年 1至 11 月，营改增已经减税

4699 亿元，全年减税约 5000 亿元目标能够完成。同时，5至 11 月，全国税务部门

组织的税收收入增幅同比下降 5.3 个百分点。这些数字就是营改增让企业享受到的

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官方数据统计，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98.5%的纳税人实现了减税，目前只有

1.5%的纳税人出现税负上升。对于一个涉及我国税收总收入近四成、覆盖一千多万

户纳税人的重大税制改革来说，营改增试点的效果会在更长的周期内充分显现，而

且在增值税税制条件下同行业不同企业税负有升有降实属正常。 

看待营改增需要站得高一点。此次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一个重要目标是确保

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行业税负不等于企业税负，由于增值税特殊的抵扣机制，

受投资周期、资本构成等因素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在不同时段存在一定波动是

正常的。从上海 2012 年开始的试点来看，实施时间越长、企业抵扣链条越完善，税

负增加的企业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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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营改增需要看得远一些。营改增的作用远远不仅限于减税。这项改革的长

期预期在于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可以促进社会分工的细化——一些研发、设计、营

销等内部服务环节从企业主业剥离出来后，企业将更加专注于提供某类型服务，成

为效率更高、专业更强的创新主体，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创造条件，从而对促进

新旧动能转换发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 

企业是中国经济的细胞，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发展情况千差万别。个别

企业反映税负增加，固然有改革初期政策有待完善的原因，但也有企业进项税额抵

扣不完善、对税制转换需要适应期等因素。营改增不同于其他税制改革，想要吃到

改革果实，企业不能坐等“减税红包”送上门来，自身也得“垫垫脚尖”，刀刃向

内改革企业内部结构和经营管理。 

 再过一段时间，营改增的翘尾效应会逐渐显现。届时，市场将对这项改革的功

效给出评价。 

（来源：新华网） 

 

【信息集萃】 

人工智能“听”出潜在机器故障 

据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光谱》杂志 28 日报道，一家位于以色列的创业

公司“3D 信号”提出，使用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可以听到机器或汽车的警告信

号，并据此提前发现故障。 

  所谓深度学习，通常是指被称为人工神经网络的软件算法。这些神经网络可以

经过多个人工神经元层过滤相关数据，以便更好地学习特定任务。目前流行的软件

多以图像学习为主，侧重于语音和对话的声学识别也不少，但以机器运转发出的声

音为深度学习对象的还不多见。   

  这家公司的设想是，在每个客户端安装超声波麦克风，以检测高达 100 千赫兹

（人类听力范围在 20赫兹—20千赫兹）的声音；然后启动物联网服务，将麦克风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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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声音连接到可以处理数据的计算机设备上；上传到在线网络中经过深度学习算

法运算后，客户端可以使用连接了网络的智能手机等设备，监测声音来源设备的状

态。   

  这家公司的第一批客户来自重工业公司的机械操作部门，他们时刻面临机器（如

工厂的圆形切割刀片或发电厂的水力发电涡轮机等）故障带来的检修和停工。 

  报道称，3D 信号公司提供的第一层声音检测服务，是根据机器部件的基本物理

建模来预测其何时开始磨损；第二层服务，是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和麦克风收集的声

音，来帮助检测奇怪或异常的噪声，通过训练，软件可以提示机器发生的一般问题；

第三层服务，可将具体的声音标记、分类，然后通过深度学习将特定声音与具体故

障联系起来。 

公司联合创始人、算法负责人耶尔·拉维说，经过对声音数据集学习和训练后

的软件，能够以 98%的精度进行故障预报，“在故障发生前 5小时，就能示警即将发

生的问题”。 

（来源：科技日报） 

2016 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解读 

从深埋山底的中微子探测仪，到九天之上的量子通信机，每一次闪烁，每一声

嘀嗒，都是为中国前进的步伐计数。 2016 年，中国科技工作者奉献出更多的精彩之

作。由科技日报评选的 2016 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揭晓。  

1、大亚湾实验测得最精确反应堆中微子能谱  

    在深圳大亚湾的核电站旁，粒子物理学家今年再次发现，中微子的确是个奇怪

的家伙。  

    中微子几乎穿透一切阻挡物，最不好拦下来测量。核反应堆发电时会释放副产

品中微子。大亚湾实验现在测量出了最精确的、与模型无关的反应堆中微子能谱。

能谱好比中微子的手相，大亚湾中微子探测器能瞄出平滑的掌纹上细小的皱褶，在

此基础上道出中微子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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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印发  

    五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这是对中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系列部

署和要求进行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是落实创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  

3、我国科学家领衔绘制全新人类脑图谱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脑网络组研究中心蒋田仔团队联合国内外其他团队，

经过 6 年努力，成功绘制出全新的人类脑图谱：脑网络组图谱。它比目前最常用的

由德国神经科学家布罗德曼在 100 多年前绘制的脑图谱精细 4—5倍，第一次建立了

宏观尺度上的活体全脑连接图谱。  

4、“探索一号”首次万米深渊科考  

    8 月 12 日，中国 4500 米载人潜水器及万米深潜作业的工作母船——“探索一号”

科考船结束 TS01-01 航次，首航凯旋。本航次取得的成果，表明了万米深海已不再

是我国海洋科技界的禁区，这是继蛟龙号 7000 米海试成功后又一个海洋科技的里程

碑。  

5、中国发射多颗先进科学卫星  

    继一年前的暗物质探测卫星后，中国 2016 年又发射一系列先进的科学卫星，令

世界瞩目。 8 月，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成为各大媒体的热

点话题。 “墨子号”的作用，是在太空中分发纠缠光子给地面站，就好像扔出一个

旋转的硬币，掉进地面上的存钱罐的扁口里，难度极大。纠缠的光子蕴含着密码，

而且这种密码一旦被拦截窃听，就会被发射者看见。我国欲通过量子卫星来建立天

地一体的量子绝对保密通信网。这是欧洲科学家推动多年却不能上马的事，现在被

中国抢先了。  

6、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成立  

    作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的航空发动机，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科技水平、

科技工业基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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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在北京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党中央作出组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

的决策，是从富国强军战略高度出发，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航空工业体制改

革采取的重大举措。  

7、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对接  

    10 月 17 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发射升空后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

景海鹏、陈冬的随“神十一”上天，飞行 3 天后，进驻先前一个月发射的天宫二号

飞行器，在太空驻留了 30天，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太空驻留时间的新纪录，完成多项

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11 月 18 日，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着陆。  

8、FAST 望远镜启用  

    我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9 月 25 日在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大窝

凼竣工落成。在经历了 22年从构想、预研、开工建设到反复调试的过程后，终于启

用，迈向试运行阶段。从此，黔南大地“生长”出的这只巨大“天眼”，将承载着人

们对于浩瀚宇宙的无限想象，日夜无休地望向璀璨星空。  

9、大火箭长征五号首飞成功  

11 月 3 日，中国首枚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预定在海南文昌升空。发射准备的最后

时刻，由于出现异常，几次暂缓，甚至在倒数 10秒期间，仍有三次暂停，并重置倒

数 10 秒。 “长五”最终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升级换代，运载能力进入

国际先进行列，开始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  

10、“神威·太湖之光”两度摘得世界超算冠军  

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TOP500）榜单 11 月 14 日公布，中国“神威·太湖之

光”以较大的运算速度优势轻松蝉联冠军。中国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研制的 “神威·太湖之光”，以每秒 9.3 亿亿次的浮点运算速度再次夺冠。这个速

度是前冠军中国 “天河二号”的近三倍，更重要的是“神威·太湖之光”实现了包

括处理器在内的所有核心部件全部国产化。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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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窗口】 

好消息！温企“俊尔新材料”获得中国专利奖 

近日，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正式出炉，龙湾企业中广核俊尔新材料有

限公司的“高 CTI 值高阻燃性增强聚酰胺”发明专利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据了解，中国专利奖的评奖标准不仅强调项目的专利技术水平和创新高度，更

注重专利技术在市场转化过程中的运用情况和保护状况。此次俊尔新材料获奖的专

利技术产品，适用于新材料领域，经汽车电器等用户使用，产品替代率、市场占有

率均达到 55%以上。至 2015 年底，该技术产品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超 10亿元，经济效

益显著，对地方产业发展、岗位就业等贡献突出。  

据悉，根据《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共评选出中国专利

金奖预获奖项目 20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预获奖项目 5项，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

项目 571 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预获奖项目 65项。 

近年来，我市不断深入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加强企业创新意识和知识产权

运用保护，在培育高价值专利、促进专利产业化上进步显著。今年 1 至 8 月，全市

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为 8172 件和 1990 件，同比增长 140.78%和 91.53%。

自开展中国专利奖评选申报工作以来，先后有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

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获评，获评企业均为市级或省级专利示范企业，获评专

利产品广泛应用于制药、精细化工、汽配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了温州引导专利产

品促进产业提升取得的显著成效。 

（来源：温州日报） 

罗格朗断路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被认定为温州市企业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 

   近日，温州市科技局公布了第十二批市级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名单，认定“罗

格朗断路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 93家企业研究开发机构为温州市第十二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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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据悉，温州市级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作为温州市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规模大、研发能力强的企业所组建的企业研发机构，其建设有助于引导企业加大

科技投入，引进培育创新人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

竞争力，加快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温州罗格朗电器有限公司重用科技人才，本着“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理念，

广纳贤士，成立了企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现有科技人员 82人，每年投入不少于 600

万资金，用于购买先进的试验设备和专门的检测仪器。罗格朗公司通过自主创新和

合作研发等途径，不断加快现有产品的更新和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运用。

现有有效专利 57项，其中发明专利 2项。近年来罗格朗公司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开发

了 CQB 系列的小型断路器，并与温州大学、浙江省高低压电器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合作，主要是对新产品的性能进行检测和分析。目

前，该系列产品技术水平和可靠性不断提高，处于国内行业领先优势，对行业的发

展和技术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未来，罗格朗公司技术研发中心的研发重点是实现产品向中高端转型，向模块

化、小型化、智能化迈进，研发系统成套技术，特别是低压电器的关键零件制造及

装配，在线检测设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来源：温州罗格朗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第十二批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名单  

序号 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县（市、

区）  

1  中环正源水处理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中环正源水务有限公司  鹿城区  

2  奥乐智能化系统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奥乐科技有限公司  鹿城区  

3  
飞龙聚氨酯设备工程企业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  

温州飞龙聚氨酯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  
鹿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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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坚士建筑门锁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坚士锁业有限公司  鹿城区  

5  炬星照明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炬星照明有限公司  鹿城区  

6  
日峰智能保健按摩器材企业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  
浙江日峰电器有限公司  鹿城区  

7  利普自控设备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市利普自控设备有限公

司  
鹿城区  

8  
康赛特智能控制阀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  
康赛特阀门有限公司  龙湾区  

9  
方圆自动化生产及检测设备企业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  
温州方圆仪器有限公司  龙湾区  

10  萤尔光电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萤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龙湾区  

11  华安警用装备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华安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龙湾区  

12  恒捷通信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恒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龙湾区  

13  
海顺剃须刀网片及刀头总成企业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  
浙江海顺电工有限公司  龙湾区  

14  天成密封件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市天成密封件制造有限

公司  
瓯海区  

15  中环环境检测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中环检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瓯海区  

16  德嘉滤清器设备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市德嘉滤清器设备有限

公司  
瓯海区  

17  瓯海眼镜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市瓯海眼镜有限公司  瓯海区  

18  八达眼镜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市八达光学有限公司  瓯海区  

19  亚虹铝箔制品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亚虹铝箔制品有限公司  瓯海区  

20  创新建筑新材料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瓯海区  

21  吉老大汽车用品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吉老大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  
瓯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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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金源高性能有机颜料企业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  
温州金源化工有限公司  洞头区  

23  
雅虎汽车座椅配件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浙江雅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瑞安市  

24  中精汽车精冲件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中精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  

25  
人本时尚健康休闲鞋企业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  
浙江人本鞋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  

26  华特热熔胶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华特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市  

27  江南挤压铝型材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瑞安市江南铝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  

28  银龙化油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银龙机车部件有限公司  瑞安市  

29  华信汽车离合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华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瑞安市  

30  科腾异形紧固件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科腾紧固件有限公司  瑞安市  

31  方泰汽车配件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方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瑞安市  

32  科力工程塑料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科力塑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  

33  奥神汽车滤清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瑞安市奥神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  
瑞安市  

34  中特印刷机械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中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瑞安市  

35  
海创药品包装机械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瑞安市海创机械有限公司  瑞安市  

36  标达动力科技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标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瑞安市  

37  东新柴油机组件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东新动力有限公司  瑞安市  

38  
迅达汽车同步器总成企业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  
迅达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市  

39  鸿日 TPU 复合膜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瑞安市鸿日塑胶有限公司  瑞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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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耐磨达刹车片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耐磨达刹车片有限公司  瑞安市  

41  
华通机电电力设备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华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市  

42  
慎江大流量工业阀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  
慎江阀门有限公司  乐清市  

43  致威汽车电子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致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乐清市  

44  珠城电气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珠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市  

45  西屋智能电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西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市  

46  科瑞普工业电气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科瑞普电气有限公司  乐清市  

47  
现代双电源转换开关企业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  
浙江现代电气有限公司  乐清市  

48  罗格朗断路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罗格朗电器有限公司  乐清市  

49  
东南电子微动开关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市  

50  神一微型轴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神一微型轴有限公司  乐清市  

51  金锚电力金具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金锚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乐清市  

52  鑫辉光伏接线盒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鑫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乐清市  

53  华煤液压支架阀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华煤发展科技有限公司  乐清市  

54  雷顿电气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雷顿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乐清市  

55  
八达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企业技术研

究开发中心  

乐清市八达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乐清市  

56  创意影视器材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乐清市创意影视器材有限公

司  
乐清市  

57  
金螳螂特种军警鞋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浙江金螳螂鞋业有限公司  永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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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朝瑞智能电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朝瑞电气有限公司  永嘉县  

59  中泰锻钢阀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中泰阀门有限公司  永嘉县  

60  
嘉隆油气储罐设备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浙江嘉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永嘉县  

61  华邦安全封条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华邦安全封条股份有限

公司  
永嘉县  

62  万喜精密铸造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万喜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文成县  

63  源飞宠物用品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有限

公司  
平阳县  

64  飞鹏汽车配件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飞鹏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平阳县  

65  中科包装机械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中科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平阳县  

66  恒齿传动机械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恒齿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平阳县  

67  格尔减速机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格尔减速机有限公司  平阳县  

68  庄吉精品西服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庄吉服饰有限公司  平阳县  

69  帅帅精品厨具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帅帅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平阳县  

70  佳德包装机械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佳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平阳县  

71  商达电子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商达电子有限公司  平阳县  

72  钜士安防科技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钜士安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平阳县  

73  中采无纺布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中采实业有限公司  平阳县  

74  赛力机械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赛力机械有限公司  平阳县  

75  艾叶文化艺术品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艾叶文化艺术品股份有

限公司  
平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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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鑫劲传动机械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鑫劲传动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平阳县  

77  
联益汽车零部件应用材料企业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  

温州联益线束胶粘带有限公

司  
苍南县  

78  富康包装印刷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富康集团有限公司  苍南县  

79  华宇中药饮片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华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苍南县  

80  金乡徽章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苍南县金乡徽章厂  苍南县  

81  
开民电动机保护控制装置企业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  
浙江开民电器有限公司  苍南县  

82  荣军印刷设计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荣军印业有限公司  苍南县  

83  泰丰竹木加工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泰丰竹业有限公司  泰顺县  

84  人本汽车轴承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人本汽车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  
经开区  

85  奔腾激光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奔腾激光（温州）有限公司  经开区  

86  瑞邦生物医药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瑞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经开区  

87  华远汽车零部件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华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  
经开区  

88  国大紧固件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国大标准件有限公司  经开区  

89  瑞强汽车紧固件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瑞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经开区  

90  
瑞立科密汽车电子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温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  
经开区  

91  
美森智能美容美发电器企业技术研究开

发中心  
浙江美森电器有限公司  经开区  

92  日胜高分子材料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温州日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经开区  

93  
贵派建筑开关电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

心  
温州贵派电器有限公司  经开区  

（来源：温州市科技局） 

20


	图形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