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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发
起的 2011 中国 企 业 自 主 创 新
TOP100 系列评价工作已全面展
开。协会结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需
要，将年度评价样本集中在节能环
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
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通过
考核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实际、创
新环境、创新战略与组织、创新人才
与开发等内容，梳理行业创新实践
与经验，提出发展中的问题和应对
策略，为政府的决策依据和企业创
新发展提供参证。

企业可以通过邮寄问卷或登录中
国企业评价网（www.ceea.net.cn）下
载问卷两种方式参与本次评价活
动。 （张赋兴）

2011中国企业
自主创新 TOP100
系列评价启动

现代服务业是现阶段世界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工业设计作为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具有高端、高
效、高辐射以及高附加值的特点，是国
家自主创新的核心环节与重要标志。
北京的设计服务业经过数年努力，

目前已经实现了快速发展。2009年北京
服务业增长 10.3%，占 GDP的比重增至
75.8%。据最新数字显示，2010年北京设
计服务收入超过 1000亿元。目前，北京
拥有各类设计院所和设计公司 2万家，
从业人员 25万人；各类设计专业院校
112所，在校学生 3万余人。
近年来，北京市科委依托北京工业

设计促进中心，通过建设北京 DRC工
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中国设计交易市
场、创办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建立设

计技术服务联盟等一系列举措，出台
《北京市促进设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有效地推动了设计服务业的发
展。

中国设计交易市场：
搭建设计对接服务平台

为通过“买、卖方式”推动设计投
资，吸引企业采购设计服务，2010年 6
月，北京市科委和西城区政府依托北京
工业设计促进中心设立了国内首家设
计交易市场。

设计交易市场作为一个以集成全
球设计资源与需求资源、加工商
（OEM企业）的设计要素市场，搭建基
于信息化的电子商务平台。通过网络
数据库为设计供应商（设计院、设计公

司、设计院校、设计师等）、设计需求方
（品牌企业、房地产公司、政府等）和加
工者（OEM企业）寻找合作伙伴。依托
设计合同登记制度，实现设计服务的
合理交易，形成规范化的设计市场交
易环境。

2009年，中国设计交易市场推介
活动首次在意大利米兰设计周期间举
办，对联想、李宁设计团队、香港家居
协会进行推介，达成交易额 500 万美
元，并邀请意大利 ALESSI 设计工场为
北京开发高端旅游产品，将其打入国际
市场。至 2011年，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
心在上海、浙江宁波、广东佛山等地举
办了多场设计交易对接活动，吸引了近
百家设计机构与制造企业参与。
目前，中国设计交易市场正在进行

筹备建设，预计 2011年下半年将建成
投入使用。意大利 RCS 传媒集团、英
国特许设计师协会、德国弗劳恩霍夫工
业经济与组织研究所、丹麦 CBD 设
计、美国青蛙设计等 8家国际顶级设计
服务机构已与设计交易市场达成入驻
意向。

红星奖：
助推中国设计亮相世界舞台

2006年，在北京市科委的大力支
持下，由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和北京工业
设计促进中心共同创办了“中国创新设
计红星奖”，鼓励本土企业进行设计创
新，塑造中国企业自主品牌形象，提高
产品国际竞争力。5年来，红星奖已成
为设计理念传播、国际交流推动及设计
服务对接的窗口。
红星奖不仅为本土企业导入设计

创新理念，更帮助众多优秀创新产品在
市场上得到推广。2007年起，红星奖先
后在意大利米兰、韩国首尔、中国香
港、上海、深圳、青岛、福州等 23个城市

和地区进行了 55 场次路演，组织了
100 家北京设计公司与当地近万家企
业进行 40余场次的对接活动。

例如，2008 年康佳集团通过红星
奖与深圳无限空间设计实现了产品设
计合作，共同开发了“快乐生活”营养
早餐机，该产品次年荣获中国创新设计
红星奖最具创意奖，康佳集团也在当年
成立了自己的小家电事业部。

工业设计技术联盟：
搭建设计服务新平台

为支持一批市场服务意识较强的
工业设计企业提升综合服务能力，2010
年中国工业设计技术服务联盟在京成
立。联盟以北京市科委首都科技条件
平台工业设计领域平台为基础，在北京
工业设计促进中心的指导下，由北京上
拓等 40家国内外技术服务商、设备供
应商、高校研发机构以及设计公司组成
设计技术协作组织，以快速成型和逆向
工程为核心，涵盖三维扫描、快速成
型、可用性测试、人机工程、虚拟设计、
数字化设计等领域，通过项目研发合作
及技术推广应用，搭建起国内在工业设
计技术方面的系统化服务体系。

目前，联盟已整合价值超过 4亿元
的技术设备，促成 24个重点实验室、工
程中心对社会开放，预计 2011年初步
实现设计技术服务收入超过 5000 万
元，形成工业设计技术综合服务能力，
为研发设计和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拓展
更加广阔的空间。

此外，为加快国内设计服务业的快
速发展，形成工业设计产业服务集群，
2010年底，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牵头国
内 26家设计产业园区成立了中国工业
设计园区联盟，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
心、北京 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
是 2011年轮值主席。

北京设计服务业快速发展
阴本报记者 张林 通讯员 王露菲

本报讯为推进创新型国家和北京
世界城市建设，落实“科技北京”行动计
划，按照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建设的总
体部署，聚集创新资源，促进首都种业
高端发展，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良种创
制中心启动仪式近日在北大生物城举
行。在启动仪式上，系统作物设计前沿
实验室与杜邦先锋公司、中国农科院作
物所、北京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单位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以推动创
新要素聚集，共同助力良种创制中心建
设。
据介绍，北京作为全国的创新中

心，科技资源丰厚，有基础、有优势建成
全国的良种创制中心。北京拥有涉农科
研院所 24所，涉农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14个，涉农重点实验室 67个，涉
农科研机构、高校科技人员近 2万人，
两院院士近 50%在北京。北京地区保存
的国家级种子资源达到 40.18万份，位

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二，每年引育农作
物新品种数量占全国 20%，作物种子交
易额达 35亿元。这些科技资源和市场
优势为良种创制中心的建立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良种创制中

心采用一种全新的运行机制———商业
化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以作物前沿育种
技术研发为核心，培育高产、优质、抗逆
作物新品种，实现中国主要作物由“经
验育种”向“精确育种”的战略性转变，
创新生物种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快速批
量化培育优质高产作物新品种。
良种创制中心依托系统作物设计

前沿实验室和北京凯拓三元生物农业
技术有限公司启动建设，旨在探索产学
研用合作与产业化育种创新模式，广泛
聚集国家级工程中心、科研院所、大学
及国内外知名企业实行“网络 +协议”
式合作，逐步吸引国内、国际农业生物

技术领域的顶尖人才聚集并开展高端
研发工作。目前，以邓兴旺创新团队为
代表，良种创制中心已经引进两位“千
人计划”高层次人才、3位北京市“海聚
工程”人才、4位“中关村高聚”人才，组
建了一支约 200人的优秀研发团队，将
成为中国高端生物育种人才的培养基
地。

另据了解，良种创制中心已在作物
育种核心技术研发上取得突破，建立了
作物分子设计育种产业研发系列技术
平台，构建了大规模、高效率的基因组
装、转化及功能鉴定系列技术平台。创
制了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全基因组芯片，
多种作物的全长 cDNA文库、大量水
稻、油菜新基因的全长 cDNA等资源。

据悉，未来良种创制中心将建成国
际领先的前沿研发机构，建立全球第一
个含有 4万个 SNP（一种基因遗传标
记）的水稻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平台，每

年将为相关
院校或研究
单 位 完 成
1000 个 以
上水稻载体
转化。通过
成立水稻第
三代杂交育
种体系产业
化联盟、精
确分子设计
育种服务联
盟、杂交小麦技术推广及产业化联盟等
全国性的商业化技术产业联盟，与具有
育种资源优势的上游单位和有品种选
育或新品种需求的下游企业进行市场
化、产业化合作，形成商业化的育种产
业技术体系，促进“科研育种”向“商业
育种”转变，大大缩短传统育种周期，提
高种质资源利用率，降低企业育种、制

种成本，实现企业增效，引领生物种业
发展，辐射服务全国，提升种业国际竞
争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来武，

北京市市委常委赵凤桐，北京大学前校
长许智宏院士等领导及知名专家出席
了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由北京市科委主
任闫傲霜主持。 （郑金武）

中华国服论坛推动国服形成体系
本报讯随着朝代的盛衰、习俗的

变革，尤其是国外文化各异、五颜六色
服饰的引进侵蚀，中华传统的衣着服
饰文化正逐渐消失。古老的中国服饰
还要不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还要
不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国服体系———这
一问题正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
近日，为了弘扬祖国传统服饰文

化，促进民族服装产业的创新与创造，
由中国国服协会、中国服饰文化联合
会、河北容城县人民政府等共同举办的
2011（容城）中华国服论坛在京举行。论
坛上展示的一系列颇具民族特色的服

饰，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
与会专家表示，“中华国服”作为一

种文化符号，是建立在东方人特有的皮
肤、身材和服饰礼仪文化之上的产物，
能够在外交和正式的商务场合穿上具
有中国特色的国服，本身就是中华民族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
纵观世界各国，尤其是有着悠久文

明传统的国家，均有自己国家特色的服
饰。如阿拉伯人的“白衫”、印度的“纱
丽”、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越南
的“奥黛”、欧美等国的西装。我国也曾
一度流行过国服“中山装”，但由于形

势的发展，国服中山装正面临着尴尬的
局面。
据不完全统计，1984 年至 2007

年，国人持有西装近 30亿套，产值约为
百万亿元人民币。然而，由于西装的制
作标准、知名品牌的知识产权均为国外
企业所拥有，在如此大的产业链中只是
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创造。长三角和珠
三角经济发达区内的众多服装厂只是
为世界品牌服装做来料加工或按其标
准制造供应内外需。而我国经多年探
讨和研制确立的中华国服的生产标准
却得不到推广。

中国国服协会东方国服研究院经
过 10年的综合调研，对国服推广和面
临的形势有了深入的了解。2009年 3月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严诚忠教
授和全国政协委员李延声教授提出建
议和提案，指出多数国人对国服的期盼
越来越高，应结合振兴中华民族服装产
业，做好东方国服的研制推广工作。

专家们呼吁，“国服”是我国文化软
实力的象征，正越来越成为凝聚人心，
增强全球华人文化归属感的载体。因
此有必要推动国服形成体系，并进行大
力推广。 （崔雪芹）

本报讯 近日，全国石油工程设计
大赛终审答辩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举行。20支来自全国院校的参赛队伍
参加了大赛终审答辩，西南石油大学
孟英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姚军等
石油石化领域著名教授担任本次终审
的评委。

据介绍，此次大赛由主办方为参
赛队伍提供了一个真实油田的数据
包，要求参赛队伍根据该数据包提出
一份详尽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油田建设
方案。大赛集学术性、创造性和交流性
于一体。

参赛队伍分为两组进行答辩。参
赛队代表首先对作品进行了详细介
绍。评审专家们认真审核每件作品，并
针对作品的知识理论、创新思想、可行
性等方面对选手进行提问。选手们迅
速自信的回答，表现出深厚的专业素

养和良好的创新意识，得到了评审团
的一致好评。经过两组专家协商和投
票，评选出特等奖 1 组，一等奖 1 组，
二等奖 4 组，三等奖 14组。
主办方表示，此次石油工程设计

大赛取得了预期效果，成功地将参赛
选手由理论知识引向实践运用，提高
了当代石油学子的基本素质，尤其是
创新能力。选手们的表现也充分展示
了当代石油学子扎实的基础知识、出
色的创新意识和优秀的专业素质，真
实地反映出近年来各石油类高校在石
油教育事业上所取得的出色成果。
通过此次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

赛，也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各石油高校
之间的了解，为学校和同学之间的广
泛交流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也为
全国石油类高校之间相互学习、相互
促进、相互合作、共同进步打下了一个

良好的开端，对于我国石油石化领域
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后，还举

行了“博德世达”杯全国石油工程专业
知识竞赛决赛。经过三轮激烈角逐，
参加决赛的九支队伍最终分出胜负，
长江大学代表队夺得冠军，成都理工
大学、西南石油大学代表队荣获亚军，
西安石油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代表队获
得季军。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副书记

雷玉江对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予以高
度评价，他结合全球目前的能源发展
趋势和我国能源发展的现状，对新一
代石油学子提出了“具备基本的社会
素质，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的要求。
雷玉江希望同学们能够以此次竞赛为

契机，在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多
参与社会实践，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
实际生产中来，开拓进取，不断创新，
为石油石化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当天，首届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

赛校长交流会也在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举行，各高校校长及我国三大石油
公司负责人、美国哈丁歇尔顿公司负
责人、SPE 北方分会主席等参与了本
次交流会，会议由张来斌校长主持。各
院校的校长、专家对全国石油工程设
计大赛进行了总结交流，并对今后发
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张来斌表示，今后将逐一落实各

项提议，推动大赛逐步规范化、制度
化，同时也会把在本次大赛中收获的
经验回馈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为国
家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石油石化人才。

（郑金武）

全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在京举行

陕西“十二五”
打造创新型
西部省区

阴本报记者 张行勇
通讯员 徐叔威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中关村管
委会主办，中关村生命园留学人员
创业园承办的中关村留学人员精品
项目推介会（三三会）生命园创业园
专场在中关村生命园创新大厦举
行。本次推介会共展示了 30多家生
物医药企业及项目，其中 8家企业
代表进行了推介宣讲。
据悉，这些企业均是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创新创业的典
型代表，它们带来了众多的创新项
目。比如由归国留学生创办的北京
爱思益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示了
免疫抑制剂一类新药 Immutol 项
目，主要应用于器官移植后的免疫
抑制及诱导免疫耐受，属于世界首
创的 I 类化学药，它的出现可能成
为器官移植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重要新药，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
北京康福乐科技有限公司高效

外用消毒剂项目包括 3 个系列、4
个创新消毒产品，产品在消毒效果
及时间上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
京红惠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高科技医药研发外包公司，公司已
完成首轮融资，是中关村“瞪羚计
划”首批重点培育企业，2011 年预
计销售额将达到 2000万元。北京伽
拓医药研究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
新型实验动物模型开发及药效学研
究的高科技公司，他们具有丰富国
际研发经验，可为国内外医药企业
提供全方位的药效学研究服务。
据了解，生命园创业园成立于

2005 年 4 月，是一家生物医药专业
孵化器。此次“三三会”已是生命园
创业园第三次承办，累计推介了 70
多家企业与项目。生命园创业园累
计孵化企业 50 多家，培育出多家明
星企业，为北京生物医药产业的发
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三会”自 2004 年 4 月首次

举办以来，已历时 7年。中关村留学
人员精品项目推介会旨在为留学人
员创办的企业提供项目推介、宣传
和融资服务，是沟通企业、投资机
构、政府及中介服务组织的桥梁，在
业内极具影响力，已成为中关村示
范区的品牌活动之一，也是宣传中
关村示范区及广大留学生企业的重
要平台之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提供了
施展个人才华的广阔平台。
当天，中关村管委会原副主任、

北京海外学人中心特别顾问夏颖
奇，北京中关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邵顺昌，中关村生命园
总经理袁曙光参加推介会并致辞。
会议由生命园创业园总经理吴玫涵
主持。 （郑金武）

中关村“三三会”
举行生命园专场

北京建设良种创制中心

近日，《陕西省“十二五”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正式发布。该规划显示，“十
二五”期间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就
陕西省而言，将以“创新型陕西”作为
其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

目前，关中—天水经济区统筹科技
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为陕西科技发
展提供了新契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为陕西科技发展增添了新动力。陕西
省表示，有能力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

创新要素不断聚集

国家科技部 2010 年发布的 2009
年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陕西省为
52.93%，居全国第 8位、西部第 1位。陕
西的科技综合实力仍然居国内前列、
西部领先。

为进一步增强陕西省的自主创新
能力，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推
进西部强省的建设进程，2006 年 10
月，陕西省实施了“13115”科技创新工
程，每年拿出 1.5亿元，在 10 大技术领
域组织实施 30个科技专项，组建 100
个产学研结合的工程技术中心，100个
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50个科技园区。

这项工程自 2006 年实施以来，已
下达计划项目 702 项，投入资金
109135 万元，争取到国家科技部等有
关部委相关科技项目 150余项，获得资
助经费超过 7.5亿元；共引导社会资金
投入 150亿元，预计将产生经济效益
1500亿元。

据了解，目前陕西科研机构和人员
不断增多，科研基础条件不断完善。陕
西拥有高校 88个，独立研究与开发机
构 121个；全省科技活动人员 14.77 万
人，居全国第 12位。其中，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49 人；研发活动
人员 6.48 万人，居全国第 11 位，西部
第 2位。

近年来，陕西省研发投入持续增
加。2009 年，陕西省研发经费达 189.5
亿元，R&D投入强度为 2.32%，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 0.62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4位，中西部第 1位。省级财政对科技
的投入持续增加，省本级科技经费投
入从 2005 年的 1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
的 5.4亿元。
科技活动日趋活跃。2009年，陕西

省发明专利申请 5858件，居全国第 11
位，西部第 2 位；技术市场交易额连续
3 年保持 40％以上的增长，2010 全省
技术合同登记数为 9471 项，交易额
102.6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居
全国第 9位。

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2008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
加值比重为 7.42%，居全国第 10位。据
统计，2009 年陕西省 5 个国家和省级
高新区实现总收入 4083亿元，同比增
长 27%；工业总产值 2903亿元，同比增
长 24%；工业增加值 898 亿元，同比增
长 21%；出口创汇 32亿美元。西安市和
宝鸡市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渭
南高新区升级成为国家级高新区。

区域创新形势提出新要求

“十一五”以来，陕西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又为陕西
省科技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十二
五”期间，陕西省将统筹科技资源，增
强创新发展动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力争由科技大省走向科技强省。

据陕西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陕西省“十二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围绕上述目标，进行了严密的布局。这
些布局包括：把重点产业发展的科技
需求作为主攻方向，搭建科技发展规
划框架；以全面实施“科技资源统筹创
新工程”为中心任务，推进关中—天水
统筹科技资源示范基地建设；重点解
决资源主导型产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
需求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产品开
发，提升重点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规划还注重顶层设计，谋划大项目
引领，提高科技工作显示度；突出民
生、环境和资源保护，为建设和谐社会
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加
强重大项目的管理，建立规范的监督
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强化人才支撑，
将科技计划与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创
新团队建设紧密结合。

据了解，该规划提出，关中以统筹
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为重点，
陕北以新型能源化工技术研发与应用
为重点，陕南以发展绿色科技和自然
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及保护为重点，带
动和支撑全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到“十二五”末，陕西省全社会研
发投入占 GDP的比重将达到 2.6%；全
省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
到 1.5%；科技活动人员数将达 18 万
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将达 7000亿元；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将达到 8.5%；年技术合同交易
额将达到 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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