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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动态】 

2018 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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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5 月，我市还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958 家，共 921

家企业参与了本次统计。1-5 月实现总收入 616 亿元，同比增长 16.3%；总产值 617.7

亿元，同比增长 7.69%，其中新产品产值 297.4 亿元，同比增长 12.1%，高新技术产

品产值 473.3 亿元，同比增长 14.7%，占总产值的 76.8%。高新技术企业总体平稳发

展，高新产品产值比重明显增大。在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下，我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

经费投入不断增长。1-5 月份，全市 921 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R&D）投入 25.1

亿元，同比增长 13.9%，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必将会带动其后续的持续增长。 

本次参与统计的鹿城区企业 65家，龙湾（高新）区 85家，瓯海区 81家，洞头

区 11 家，永嘉县 63 家，平阳县 68 家，苍南县 51 家，文成县 3 家，泰顺县 4 家，

瑞安市 188 家，乐清市 210 家，经开区 92家。从各县（市、区）情况来看（见表 1），

按总产值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乐清市（202.3 亿元）、瑞安市（140.7 亿元）和经

开区（64.4 亿元），同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5.7%和 4.8%，增长态势明显，这

三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全市总量的 66.0%。在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上看，较

去年同期相比瑞安市涨幅最大，其研发投入增长达 26.5%,与之相对的洞头区同比下

降 33.5%，文成县同比下降 28.9%。 

名称 总产值 研发经费 出口交货值 

单位 

（千元） 

本年 

1-5月 

上年 

1-5月 
同比 

本年 

1-5月 

上年 

1-5月 
同比 

本年 

1-5月 

上年 

1-5月 
同比 

鹿城区 2525499 2571697 -1.8% 127383 108039 17.9% 865474 1073074 -19.3% 

龙湾区 3773546 3786515 -0.3% 165128 144716 14.1% 386554 529835 -27.0% 

瓯海区 3574984 3372098 6.0% 159319 147509 8.0% 1077486 1022322 5.4% 

洞头区 296518 442712 -33.0% 10309 15502 -33.5% 33352 32658 2.1% 

永嘉县 3923637 3623112 8.3% 157261 134781 16.7% 446411 454398 -1.8% 

平阳县 4209715 3933991 7.0% 158226 161193 -1.8% 1021654 975932 4.7% 

苍南县 2487525 2261705 10.0% 95482 91466 4.4% 372192 358482 3.8% 

文成县 83699 111444 -24.9% 6394 8996 -28.9% 6844 2607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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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县 144766 107129 35.1% 9189 9314 -1.3% 21148 33268 -36.4% 

瑞安市 14074975 12604375 11.7% 596055 471232 26.5% 2377997 1942898 22.4% 

乐清市 20232609 18395836 10.0% 784527 691393 13.5% 1840230 1420743 29.5% 

经开区 6444528 6151929 4.8% 240845 219573 9.7% 744415 705245 5.6% 

表 1 

二．重点企业监控情况 

按 1-5 月总产值情况排名， 30 家重点监控企业排名及领域分布变动情况如下：

15 家企业排名上升，为 5 家先进制造与自动化，7 家新材料，1 家电子信息技术，1

家生物与新医药技术，1家高技术服务；8家企业排名下滑，为 4家先进制造与自动

化，2 家新材料，高技术服务和新能源及节能各 1 家；7 家企业排名保持不变，为 6

家先进制造与自动化，1家新材料。此次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为一家从事电接触功能

复合材料生产的企业，由第 30 位上升为本次第 18 位；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一家新能

源及节能的企业，由去年的第 10位下降为本次第 30位。 

30 家重点企业 1-5 月实现总收入达 234.9 亿元（占全市 921 家高新技术企业总

收入的 38.1%），同比增长 17.4%；总产值 231.9 亿元，同比增长 8.1%,仅 7 家企业

总产值高于去年同期。新产品产值 127.3 亿元，占总产值 54.9%，比总体水平高 6.8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172.3 亿元，占总产值 74.3%，同比增长 10.4%；研究

与开发经费支出 8.2 亿元，同比增长 14.6%，其中的 20 家企业在研发投入上高于去

年同期，研发投入最少的企业也达到 935 万元；利税总额 41.3 亿元，同比增长 30.2%，

利税过亿企业 11家。 

三、领域结构分布 

参与统计的 921 家企业中（见表 2），电子信息 95家，总产值 31.2 亿元；生物

与新医药 30家，总产值 25.2 亿元；新材料 128 家，总产值 13.1 亿元；高技术服务

8家，总产值 10.7 亿元；新能源与节能 40家，总产值 16.7 亿元；资源与环境 11家，

总产值 6.5 亿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609 家，总产值 396.1 亿元。除生物与新医药

和高技术服务领域同比略有下降外，其余领域均处于增长状态。资源与环境的同比

增长再一次超过 50%,达到 59.6%,继续向好发展。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增长也处于稳定

增长状态（除生物与新医药略微下降外（同比负增长 0.1%）），其中资源与环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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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61.7%，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总产值比例为所有领域最高，达 77.8%。数据

表明研发投入受到各领域重视，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资源与环境同比增长更是达

到 83.4%，创下今年以来各领域在研发投入上最高增长率。出口交易值情况浮动明显，

出口交货值增长率最高的新能源与节能达到了 110.1%的同比增长，而资源与环境则

是 63.4%的负增长。 

名称 总产值 研发经费 出口交货值 

单位 

（千元） 

本年 

1-5 月 

上年 

1-5 月 
同比 

本年 

1-5 月 

上年 

1-5 月 
同比 

本年 

1-5 月 

上年 

1-5 月 
同比 

电子信息 3120133 2816753 10.8% 168783 161313 4.6% 383886 528105 -27.3% 

生物与 

新医药 2518922 2603330 -3.2% 90141 86079 4.7% 891940 1036316 -13.9% 

新材料 13139380 12416384 5.8% 544659 448815 21.4% 1523695 1356252 12.3% 

高技术 

服务 1069700 1183023 -9.6% 33940 32102 5.7%    

新能源 

与节能 1670350 1597827 4.5% 72180 65586 10.1% 249328 118686 110.1% 

资源与 

环境 645991 404809 59.6% 27198 14830 83.4% 27284 74547 -63.4% 

先进制造

与自动化 39607525 36340417 9.0% 1573217 1394989 12.8% 6121640 5439518 12.5% 

表 2 

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见表 3），428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共实现总产值 338.5 亿

元，同比增长 6.3%；增加值 74.3 亿元，同比增长 5.7%；出口交货值 43.6 亿元，同

比增长 13%；利税总额 50.7 亿元，同比增长 37.3%。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经之路。对此，十九

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速发展先进制造业”。目前，各界已经

达成共识，以各类新兴产业为主体、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驱动的先进制造

业，将是未来我国实体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一要求下，我国制造业

也将从传统的机械制造业为主，逐渐转向高端装备制造和战略新兴产业。这也是战

略性新兴产业今后继续蓬勃发展的关键所在。 

 



 

 4 

名称 总产值 研发经费 出口交货值 

单位 

（千元） 

本年 

1-5 月 

上年 

1-5 月 
同比 

本年 

1-5 月 

上年 

1-5 月 
同比 

本年 

1-5 月 

上年 

1-5 月 
同比 

新能源汽车产业 2560191 2742805 -6.7% 97451 98677 -1.2% 677681 492837 37.5% 

新能源产业 1075567 1122952 -4.2% 49988 49511 1.0% 169494 36871 359.7% 

新材料产业 12360433 11579070 6.7% 498486 414554 20.2% 1461772 1420432 2.9% 

物联网产业 770788 717000 7.5% 48258 39218 23.1% 181936 118524 53.5% 

生物产业 1103710 1142764 -3.4% 40987 41153 -0.4% 444969 412044 8.0% 

节能环保产业 1677755 1452271 15.5% 80635 68245 18.2% 345015 365746 -5.7% 

核电产业 53934 92787 -41.9% 1983 2657 -25.4% 22697 59605 -61.9% 

高端装备制造业 14244385 12976638 9.8% 537623 464839 15.7% 1053725 949094 11.0% 

表 3 

四、专利情况分析 

截止 5 月份数据统计，参与本次调查的 921 家企业共拥有有效专利 28885 件，

比去年同期增加 2490 件，同比增长 9.4%。有效专利中累计发明专利 3397 件，比去

年同期增加 127 件，同比增长 3.9%，发明专利占有效专利比例为 11.8%。专利的申

请与授权方面，本季止累计申请专利 2617 件，其中发明专利 478 件；累计授权专利

1170 件，其中发明专利 100 件。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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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家企业表示态度乐观，占 58.8%；

356 家企业表示一般，占 38.8%；仅有 22 家企业表示不乐观，占 2.4%。对下季度预

测和当前基本保持一致。对本企业综合经营状况看法则相对保守一些，表示良好和

一般的分别占 52.8%和 43.8%，还有 3.4%的企业表示不乐观，但对下季度本企业综合

经营状况预测显得积极许多，仅有 21家企业预测不乐观。企业生产能力发挥程度方

面，大部分企业处于正常水平，占 83.4%：高于正常水平的占 4%：还有 13.6%的企业

低于正常水平，其中以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两大领域企业居多。在对企业

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的主要原因调查中发现，产品需求减少或订单不足，成为 1-5

月制约企业生产能力的最主要的原因，占比达 55.2%。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中，

反映最多的还是工成本上升（占 26.2%）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占 26.3%）。 

（来源：温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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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完善企业外债备案登记管理，有效防范外债风险 

为切实有效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

线，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完善

市场约束机制 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为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

《通知》的有关精神，推动《通知》顺利实施，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 

问：请介绍一下《通知》出台的背景。 

答：近两年，我们注意到，部分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企业外

债发行规模有所增加。这些企业评级情况参差不齐，有的经营收入和利润不高，自

身实力有限，但申请备案登记的外债规模偏大，动辄五、六亿美元，甚至高达数十

亿美元，申请发债规模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有的缺乏以项目本身收入偿还贷款的

能力。部分企业由于没有外汇收入来源，抵御汇率波动风险能力较弱。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部署，切实有效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对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

企业的外债风险进行了深入研究，于近期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严格

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信息披露、加

强监管协作等方面，对下一阶段企业发行中长期外债工作进行了部署。 

问：请介绍企业境外发债管理工作的主要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思路。 

答：2015 年 9月我委发布《关于推进企业发行外债备案登记制管理改革的通知》

（以下简称“2044 号文”），实施企业外债备案登记制管理改革，为企业境外发债

提供了较大便利，受到市场主体的普遍欢迎。2017 年，企业境外发债 2358 亿美元。

2018 年 1-5 月，企业境外发债 992 亿美元，同比基本持平。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境外发债主体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比

如地方城投公司评级整体较低，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规模增长较快等。二是企业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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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债风险防控需要加强，部分企业自身资信情况一般，外债偿还能力受到关注。

三是部门之间外债管理协调配合机制有待完善。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改进完善企业境外发债备案登记工作。下一步，

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服务实体、审慎推进、防范风

险”的外债管理原则，健全本外币全口径外债和资本流动审慎管理框架体系，合理

控制外债总量规模，优化外债结构，有效防范外债风险。一是着力优化外债结构，

重点支持一批综合经济实力强、国际化经营水平高、风险防控机制健全的大型企业

和金融机构赴境外发债，引导资金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新兴产业、高端制造

业以及乡村振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

作等重点领域项目，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尽快制定《企业发行外债登记管理办法》。

在总结外债备案登记两年多来实行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听取地方、企业、金融机

构、中介机构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明确发债企业资质要求和条件标准，完善备案登

记申报方式和办理程序，不搞变相行政审批，防止自由裁量，为企业跨境融资提供

更多便利。同时，加强外债信息汇总和事中事后监管，明确违规约束措施，规范备

案登记管理。三是规范企业举债有关资质要求和资金投向，加强外债风险预警，出

台违规行为惩戒措施，完善市场约束机制。同时，引导规范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资

金投向，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务，避免产生债务违约，限制房

地产企业外债资金投资境内外房地产项目、补充运营资金等，并要求企业提交资金

用途承诺。四是督促指导市场主体和中介机构主动加强国际资本市场分析研判，合

理配置资产负债，优化币种和久期匹配。引导企业使用货币互换、掉期、远期外汇、

期权等衍生产品防范汇率风险，降低债务成本，增强偿付能力。五是完善部门间协

同监管机制，主动加强与国家外汇局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强化监管统筹。 

问：关于加强外债风险防范，《通知》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 

答：一是着力支持综合经济实力强、国际化经营水平高、风险防控机制健全的大

型企业赴境外市场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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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求拟举借外债企业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决策机制和财务管理制

度，实现实体化运营，同时企业要加强外债的“借、用、还”全过程管理。 

三是鼓励企业外债募集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新兴产业、高端

制造业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等。外债资金支持的募投项目，要建

立市场化的投资回报机制，形成持续稳定、合理可行的财务预期收益。 

四是规范拟举借企业外债信息的披露。在相关文件中，要明确举借债务由发债企

业作为独立法人负责偿还。 

五是引导拟举借外债企业关注外汇市场变化，灵活运用货币互换、利率互换、远

期外汇买卖、期权、掉期等金融产品，合理持有外汇头寸，有效防控外债风险。 

六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对违规发债企业、中介机构等主体及其主要负责人的问

责力度，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及时公开通报，并限制相关责任主体新申请或参与

外债备案登记工作。 

问：《通知》下发后还有哪些工作考虑？ 

答：为确保《通知》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着力做好三项工

作。一是加强宣传引导，督促有关部门、企业及中介机构按照通知要求做好企业境

外发债有关工作。二是加强指导监督，着力提高全国发展改革系统的监管能力。三

是加强惩戒处罚力度。我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企业外债发行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将外债发行违规主体和相关责任人纳入信用记录，实施联合惩戒。此外，将对境外

发债违规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实行“三次警示制度”，根据企业违规次数，分别采

取约谈、通报违规行为，以及暂停其外债备案登记或参与发行外债资格等惩戒措施，

近期我们已专门发布了新闻稿件对此进行重点解读。 

（发展改革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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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科技专项及项目管理办法》等三个文件政策解读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温州市科技专项及项目管理办法》、《温州市科技项目经

费管理办法》和《温州市科技项目验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三个办法”）有关

规定，现对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三个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策

部署。为落实国家、省市科技工作会议精神，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市级科

技专项管理，根据《深化省级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管理改革方案》（浙科

发计〔2016〕144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省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

意见》（浙委办发〔2017〕21 号）、《浙江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验收管

理办法》（浙科发计〔2017〕146 号）等文件精神，制定“三个办法”。 

二、“三个办法”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方面提出哪些举措？ 

“三个办法”提出要进一步优化流程，简化办事程序，逐步推行全程网上审批

和管理。在申报温州市科技项目时，只用网上填报项目申请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不需要提供书面申报材料。在中期检查、项目验收等环节，逐步推行电子印章和网

上办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上门。 

三、“三个办法”在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权限方面有哪些“亮点”？ 

《意见》主要有四大亮点：一是扩大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权限。主要包括：项目

预算调剂自主权，劳务费分配管理自主权，间接费使用管理自主权，结转结余资金

按规定使用自主权等。二是下放差旅会议管理权限，不简单套用行政预算和财务管

理方法。三是完善中央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 

四、“三个办法”在改进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方面

提出了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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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资金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一般包括设备费、差旅费、

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劳务费等支出科目;间接费用主要用于项目承担单位的

成本耗费和对科研人员的绩效激励。“三个办法”提出的各项措施，从经费比重、

开支范围、科目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松绑+激励”的措施，有利于激发科研人

员创新创造活力。 

一是简化预算编制科目，下放调剂权限。合并“同类项”，将直接费用中会议

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合并为一个科目，合并后的总费用如果不超过直接

费用的 10%，就不用提供预算测算依据，科研人员在编制这部分预算时不用再具体说

明开几次会、出几次差了。下放科研项目预算调剂权，在项目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

直接费用中的多数科目预算都可以由项目承担单位自主调剂,“打酱油的钱可以买

醋”。 

二是提高间接费用比重，加大绩效激励力度。间接费用占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

置费的比例上限，提高到 25%/20%/15%（上述比例分别对应 200 万元以下、200-500

万元、500 万元以上部分），软科学、社会科学和软件类科研项目按全额 30%。项目

承担单位可以在核定的间接费用比例范围内统筹安排绩效支出，并与科研人员在项

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以加大对科研人员激励力度。 

三是明确劳务费开支范围和标准。重申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参与项目研究的

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都可以开

支劳务费。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参照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

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根据其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既有效解决科研人

员反映的评审中预设比例的问题，又突出科研项目资金对“人”的重视和支持。 

四是改进结转结余资金留用处理方式。科研项目实施期间，年度剩余资金可以

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当年的钱花不完不用收回。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验收后，

结余资金按规定留归单位使用，在 2年内可以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2

年后未使用完的，按规定收回。 

五、“三个办法”对人员费支出提出了哪些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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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办法”进一步加大了科研项目资金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一是对于研

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进一步明确

劳务费开支范围和标准。二是对于在职在编的科研人员，取消绩效支出比例限制（原

来为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5%），项目承担单位可以在核定的间接费用比例

范围内统筹安排，并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科研项目资金的激

励引导作用进一步增强。需要说明的是，从国外有关情况和我国薪酬制度看，要从

根本上解决科研人员反映的收入待遇偏低问题，关键在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快

推进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 

六、“三个办法”在预算编制方面简化了哪些科目？ 

科研项目编制预算是国际通行做法。科研活动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

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但主要技术路线、大体的工作量应事先心中有数，否则就成

了“无的放矢”。鉴于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及其不确定性，目前我国科研项目预算编

制遵循适中原则，不像工程预算那样的“事无巨细”。 

科研人员反映的预算编制过细问题，既有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方法的问题，也

有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比如，如何帮助科研人员更好地编制预算；如何完善预算审

核方式，防止随意设门槛，倒逼科研人员把预算往细里“编”等。 

针对上述问题，“三个办法”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简化预算编制。将直接费

用中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合并为一个科目，由科研人员根据科研活

动实际需要编制预算、统筹安排使用。同时，规定了该科目如不超过直接费用的 10%，

就无需提供预算测算依据，科研人员在编制这部分预算时不用再具体说明开几次会、

出几次差等。 

七、劳务费预算如何编制？开支范围是什么？ 

目前，在制度层面，劳务费没有比例限制。但科研人员反映在项目实际申报过

程中，劳务费仍存在“隐性”的比例限制。针对这一问题，“三个办法”进一步提

出了完善劳务费管理的措施。一是重申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二是在制度层面进一

步细化规定。明确了劳务费开支范围，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

以及项目聘用人员，均可开支劳务费；明确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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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

定，项目聘用人员的社会保险补助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 

八、科研项目结转结余如何使用？ 

《意见》改进了结转结余资金留用处理方式。科研项目实施期间，年度剩余资

金可以结转下年继续使用。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验收后，结余资金按规定留归

项目承担单位使用，在 2年内可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2年后未使用完

的，按规定收回。 

九、权力下放后，如何确保项目承担单位“接得住，管得好”？ 

项目承担单位要规范管理，专账核算。要强化单位法人责任，各单位要制定内

部管理办法，落实项目预算调剂、间接费用统筹使用、劳务费分配、结余资金使用

等管理权限。各单位也要建立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制度，在单位内部主动公开项

目预算、预算调剂、资金使用、研究成果等情况，确保资金、人员“两安全”。另

外，科技管理部门也要建立完善信用管理制度，做到奖优罚劣，激励先进。 

（来源：温州市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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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集萃】 

原子尺度的制造将引发电子产业革命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科学家利用机器学习将原子尺度的制造完善并自动化，这

项前所未有的进步，为大规模生产比人们现今使用设备更快、更小、更环保的新型

电子产品铺平了道路。它可以使智能手机在两次充电间工作数月，可以使计算机速

度快上百倍，但使用的能量少一千倍。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 5月 23 日的《美国

化学学会纳米》（ACS Nano）杂志上。 

阿大研究团队开发的下一代电路解决了当前电子设备两个最大问题：制造它们的

能源使用和资源消耗。尽管现代集成电路在过去 30年里使计算机更快、更小、更便

宜，但它们正迅速接近物理上的可能极限。一些估计预测，如果人们继续保持目前

的能源消费习惯，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到 2025 年将消耗全球 20%的能源，占全球碳

排放量的 5%以上。 

这一突破是世界各地科学家数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目的是为推动原子尺度、低

功耗电子产品的发展创造解决方案。将制造过程缩小到原子尺度，可以产生一种新

型电路，它使用电力要少很多，需要更少原材料，这对经济和环境都是有利的。 

过去几年中，科学家们克服在如此小范围内工作所带来的诸多障碍方面取得了稳

步进展。2006 年，研究团队创造了世界上最尖锐物体——钨显微镜尖端达到一个原

子的宽度，使研究人员能够在原子尺度水平可视化并对材料进行操作。三年后，他

们创造出史上最小量子点——单个硅原子可以控制单个电子，为生产超低功耗电路

铺平道路。去年，该团队找到一种方法修复硅芯片上的原子级印刷错误，该错误会

阻止超小型电路工作。 

下一步是使生产过程自动化。研究人员成功训练一个人工智能系统来识别和修复

用于制造原子尺度电路的精密显微镜。通过教授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

系统让它知道当一个原子显微镜尖端在印刷过程中被钝化时再次将其锐化为单个原

子，研究团队找到了更快、更准确大规模生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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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称，在这么小范围内进行制造，可以创造出传统技术根本无法做到的全

新功能，将其与实际生产结合起来将会改变电子产业游戏规则，原子尺度的制造和

大规模生产将成为可能。 

（来源：科技部） 

 

【协会窗口】 

用好“金字招牌”，快速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作为浙江四大都市区之一，温州如何大力提高创新创业层级，在高新产业集聚

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创新合作国际化、科技服务一体化、创新机制市场化等方面

取得实质成效？6月 14~15 日，省科技厅党组书记何杏仁在赴温州调研时，勉励温州

建好用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金字招牌”，快速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成为浙南地

区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的新高地、新标杆，辐射带动区域创新发展，为浙江经济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何杏仁一行实地考察调研了瓯江口园区威马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园、正泰集团、

温州自创区乐清园区、浙江佳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贝良风能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温州生物材料与工程研究所、温州科技金融中心等企业和研究所，与有关负责

人和科研人员亲切交谈，仔细听取产品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情况介绍，倾听他们

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诉求。 

在 15 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温州市关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推

进情况的汇报，并就如何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企业家们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了在高端技术攻关和人才引进、培育、保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何杏仁充分肯定了温州市科技工作取得的成绩，她指出，温州市委、市政府和

企业家对科技工作高度重视，在政策、规划、平台打造、服务保障等方面推动有力，

在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上发展迅猛，让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温州”。“温州企

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杏仁由衷地赞扬温州企业家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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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的满腔热情，“企业家们有着开放的思路理念，有着执着的精神追求，有着

如饥似渴痴迷科技进步的境界。” 

何杏仁在充分肯定温州科技工作的同时，对下一步创新发展提出建议。她指出，

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环境下，在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时期，需要更进一步重视科技

创新，激发全社会对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何杏仁强调，一定要建好用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块“金字招牌”，用这块

牌子推动温州自主创新全面提升。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推动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

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的特色优势。要在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当中，在体制机制方面创

造一种温州模式，在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中走在全国前列，更好更快地推动科技创

新发展。 

何杏仁指出，要突出关键环节推进创新链建设，用“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

十联动的创新创业生态来推动整个科技创新加速发展。 

一是把更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成高新技术企业，建立更多的众创空间，来

培育和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 

二是高度重视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综合体是非常契合块状经济发展需求

的重要载体，既要重视龙头企业的带动，也要有大量的中小企业通过科技创新的综

合服务不断成长为龙头企业，形象地说，既要有“航空母舰”，还要有众多的“护

卫舰”，真正使中小企业感受到综合服务体对他们的全面提升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 

三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特别是通过科技金融、科创基金等进一步提高精

准服务的水准。 

四是加大对人才资源的保障力度。要十分重视引才、育才、留才的平台建设，

使人才在本地发挥作用。要倾听企业呼声，重视做好“十联动”中“美”的工作，

营造尊重人才、扶持人才、为人才创业创新提供更好环境生态的氛围，以优美的环

境吸引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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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杏仁还强调，为科技型企业服务，是科技部门应尽的责任，对地方和企业提

出的困难和诉求，一定要以积极的态度支持帮助。 

                                  

 

 

 

 

 

 

 

 

 

 

 

（来源：厅办公室、温州市科技局） 

 

 世界品牌实验室权威发布丨人民电器品牌价值 367.08 亿元 

6 月 20 日，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组织评选的 2018“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榜单

在北京发布。在这份基于财务数据、品牌强度和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年度报告中，国

家电网、腾讯和海尔蝉联总榜单前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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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人民电器集团连续 15年上榜，以品牌价值 367.08 亿元位列全

国第 124 位。浙江省共有 35个品牌入选，人民电器集团位居浙江第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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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电器集团品牌价值逐年攀高，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稳步提升，这与人民电

器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资源整合、温馨服务等多方面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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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为品牌赋能 

集团董事长郑元豹说，过去的十多年里，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跨越式蜕变，

使品牌成为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在新动能的今天，人民电器集团始终围绕“创新、

创业、创意”三创精神，抓落实、抓创新、抓实效，聚焦以智能化为导向的创新发

展，加快带动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精心布局人民百业科技、智慧能源科技、微波

通讯技术、环保科技等高新技术产业。未来人民电器在技术与品牌的双轮驱动下，

一定会在国际树立起中国民族品牌形象。 

 

（来源：浙江人民电器有限公司 ） 

 

 

欢迎各会员单位投稿，内容可涵盖：企业研发投入、科技创新、人才引进与培养、文化建设、生

产管理经验等，投稿请将主题注明【简报投稿+企业名称】，文章发送至：8821970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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