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科 技 通 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第 447期    2006年 8月 10日 

2005年全国登记的科技成果总量继续增长 

    2005年全国共登记科技成果 32359项，比 2004年增长 2.01%。地方登记成果和部门登记成果分别占

成果总数的 77.46%和 22.54%。在年度上报的科技成果中，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项目数为 4319项，占登记

项目总数的 13.35%。新制定标准 1477项，占全部登记项目的 4.56%。其中国际标准 135项，国家标准 462

项，行业标准 418项。 

    1.成果登记仍以各级财政支持的各类计划项目成果为主 

    2005年登记的科技成果中，来源于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的成果占 51.92%，自选项目成果占 29.54%。各

级科技计划项目中，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成果占 14.80%，地方科技计划项目成果占总数的 24.09%，部门科

技计划项目成果占 13.03%。 

    2.成果类别以应用技术类成果为主 

    科技成果以应用技术类成果为主，软科学成果数量增长明显，基础理论类成果数量下降幅度较大。2005

年全国共登记应用技术成果 28559项，比 2004年增长 4.37%；登记软科学成果 1671项，比 2004年增长

10.08%；登记基础理论成果 2129项，比 2004年下降 25.01%。 

    3.企业是主要成果完成单位 

    在 32359项科技成果中，企业完成的成果数量占成果总量的 35.62%，比 2004年提高 3.19%。大专院

校、独立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分别占 23.08%、18.97%和 11.98%。 

    科技成果完成人员在单位属性、年龄结构、学历、职称构成等方面更趋合理。从单位属性看，企业科

技人员是科研的主体。从年龄结构看，中青年已成为科技成果研究人员的主体。从学历构成看，2005年登

记的科技成果完成者中硕士、博士研究生比例仍保持增长趋势。从职称构成看，具备中级以上职称的研究

人员保持较高的比例。 

    4.科技成果累计投入显著增长，自有资金投入大幅上升 

    2005年登记的科技成果累计投入 16954.71亿元，比 2004年增长 50.66%。其中，国家累计投入 2210.2

亿元，增长 0.15%；部门累计投入 1309.57亿元，下降 1.03%；地方累计投入 1958亿元，增长 0.8%；自有

资金累计投入 7675.86亿元，提高 18.03%；基金累计投入 645.94亿元，提高 2.34%。 

    5.企业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 

    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两方面对 2005年登记的应用技术成果知识产权体现形式进行数量划分，专利比

例为 78.69%，比上年微升；软件著作权比例为 21.31%。 

    2005年取得知识产权的应用技术成果中，企业占有较大的比重，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的比例分别为

31.35%和 25.21%，与 2004年相比增幅较大；各属性成果完成单位在软件著作权中占有的比例与上年相比

都有大幅度增长。 

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稳步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 

    1.民营科技企业数量稳中有升。截止到 2005年 12月 31日，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数量为 143991家，企

业数量比 2004年增加 1.87%。其中私营与个体经济企业 56855家、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50278家、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9959家、集体企业 8676家、股份合作企业 8506家、国有企业 4131家、联营企业



2204家、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3382家，分别占企业总数的 39.48%、34.92%、6.92%、6.02%、5.91%、2.87%、

1.53%和 2.35%。 

    2.民营科技企业资产进一步壮大。2005年全国民营科技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63120亿元，比 2004年增

长了 19.09%。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 53.04%。其中总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企业资产总额为 2632亿元，占全

部民营科技企业资产总额的 4.17%。在总收入 1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资产总额在 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

29988家，占企业总数的 20.83%；资产总额在 1000万元至 1亿元的企业 25182家，占企业总数的 17.49%；

资产总额 1亿元以上的企业 8168家，占企业总数的 5.67%。 

    3.民营科技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2005年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全年总收入达到 61218亿元，比 2004

年增长 27.32%。全年总收入在 100万元以下的企业 80653家，占企业总数的 56.01%；100万元至 1000万

元企业 30988家，占 21.52%；1000万元至 1亿元的企业 24613家，占 17.09%；1亿元以上的企业 7737家，

占 5.37%，其中超过 10亿元的企业有 874家，占企业总数的 0.61%。 

    2005年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 12966亿元，比 2004年增长 30.34%。全年实现净利润 3192

亿元，比 2004年增长 12.99%。上缴国家税金 2958亿元，比 2004年增长 26.30%。出口创汇 1742亿美元，

比 2004年增长 44.09%。 

    4.民营科技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继续增长。2005年全国民营科技企业长期职工总数达到 1212万人，较

2004年增长 7.26%。其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约 185万人，占长期职工总数的 15.26%。民营科技企业

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总数为 169万人。总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企业共有职工 142万人，平均每家企业拥

有职工 18人。在总收入 100万元以上的 63338家企业中，长期职工在 100人以下的企业有 44256家，占

63338家企业的 69.87%；100人以上的企业有 19082家，占 30.13%。 

    5.民营科技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和技术性收入进一步增长。2005年全国民营科技企业科技活动经费为

1230亿元。2005年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全年技术性收入 275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16.58%。总收入 100万元

以上的 63338家企业中，技术性收入在 50万元以下的企业有 49346家，占 63338家企业数的 77.91%；技

术性收入 50万—500万元的企业 8977家，占 14.17%；技术性收入 500万元以上的企业 5015家，占 7.92%。 

科技部访美代表团在美举行多场推介会 

    科技部尚勇副部长率团于 2006年 7月 24－29日访问美国，期间，代表团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

旧金山等地与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中华资讯网路协会等旅美华人专业协会共同举办了天津滨海国

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和山东济南国家信息通讯国际创业园的五场宣传推介活动。 

    来自美国企业界、科技界及多个旅美华人专业协会的近 400名代表出席。会上代表团宣传了天津滨海

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和山东济南国家信息通讯国际创业园的有关政策，鼓励美国企业及华人在园区内

投资创业、开设研发机构并与中方开展技术合作。座谈推介会还就上述园区及国内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广泛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天津市及山东省有关方面还与美国多家企业及华人专业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 

我首创高精密磁力吸入式电脑光驱 

    深圳锦锋隆数码技术公司研发的高精密磁力吸入式电脑光驱不需要盘片盒（仓），结构简单、机芯薄、

大小盘片兼用，读写盘片质量好、噪音小。该技术让盘片与光学头间保持稳定的相对位置，相对光学头避

震性能好，实现了极速的跳轨寻迹、超群的定位聚焦功能等优点。  

该技术目前已申请及获得授权“一种盘片吸入式机芯”发明型专利、“一种兼容大小盘片机芯”实用

新型专利等数十项中国专利，以及数项 PCT国际专利保护。据 PCT国际检索单位评价，本发明具有明显的

简化装配和降低成本的效果，极具创造性。2004年 11月,信息产业部中国光盘产业推进委员会在广东省江

门市召开的年会上,对其给予高度评价：该机芯的研制成功，是继光学头、LD、非球面物镜、高清伺服解

码一体化芯片之后，我国光盘产业关键技术、关键件本土化的又一重大突破。它结束了我国没有自主知识

产权机芯的时代，摆脱了我国将在吸入式机芯上受制于人的境地。 



  名为 OVK的精密机芯技术应用于电脑光驱，其读碟状态的低噪音（4倍速时 19分贝）,大大超过“静

音王”（50分贝）。由于设计简单精炼，其价格与目前的进出仓式普通光驱相近。这种领先技术将广泛应

用于包括红光和蓝光技术的高清数字家电行业、汽车电子行业等。 

可控环境农业高效节能生产技术 

    国家 863计划项目可控环境农业高效节能生产技术实施以来，在可控环境下植物优质高效全季节生产

技术、温室节能优化控制技术、设施病虫害生物-化学协同控制技术、营养液组分在线检测与分析处理技

术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对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能力，推动我国可控环境农业的快速发展具

有重要的指导和示范意义。 

    专题共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5件、实用新型专利 25件、外观设计专利 2件，其中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9

件、实用新型专利 4件、外观设计专利 2件；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 40项，其中获得软件著作权登记 30项；

制订了各类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 23个；获得省级科技成果奖或鉴定成果 19项；审定可控环境专用果蔬新

品种（组合）11个，申报或获得品种权 7个；研制各类可控环境农业生产专用新产品 47种，全部进入中

试或商品化生产阶段；培养硕士研究生 78名，博士研究生 38名；出版专著 6部，发表论文 441篇，其中

SCI、EI收录 37篇；建立新技术和产品示范和产业化基地 67个，有 50家企业参与可控环境农业生产技术

和产品研发；转让成果 15项，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费达 1045万元，成果创产值 5.8亿元。 

我国将建立覆盖亚太的风云卫星广播系统 

    据了解，中国气象局将尽快建立覆盖亚太地区的风云卫星数据广播系统，与亚太区域各国分享中国风
云卫星的有关资料和产品，为该区域各国气候预测、环境监测、灾害评估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 

  今年 3月 24日，中国政府向《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公约》签署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伊朗、蒙古、

巴基斯坦、秘鲁和泰国分别赠送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广播接收系统。7月 24—26日又举办了面向接受赠送

国学员的培训班，讲授风云气象卫星接收站数据广播系统的原理、构成、安装、维护以及风云二号气象卫

星资料的接收和应用，以便为今后系统的安装、维护和使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介绍，风云卫星的政策是全球数据免费实时共享，已在天气预报、气候预测、自然灾害和环境监测，

信息传输、科学研究等领域；在气象、海洋、农业、林业、水利、交通、航空、航天等部门及企业得到广

泛应用，为我国和全球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气象局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完成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广播系统”建设。该系统集多种卫星数据的

收集、分发和应用功能集成于一个平台，并从 2005年开始投入业务运行。该系统不仅可接收利用中国风

云卫星数据，还可接收利用美国和欧洲同类遥感卫星数据。目前该系统已成为中国接收利用卫星遥感资料

的重要手段。 

散裂中子源今年启动 2011年建成 

    在近日召开的第三届散裂中子源多学科应用研讨会上，中科院基础局局长张杰透露，作为多学科应用

平台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预计今年下半年启动，并于 2011年底正式建成。 

  中科院于 2002年启动由中科院物理所和高能物理所承担的散裂中子源概念研究。去年 7月 19日，国

务院原则批准建造这一重大科学装置。随后，中科院启动了其前期预制研究。根据设计， CSNS建成后不

仅是发展中国家拥有的第一台散裂中子源，其有效中子通量将超过目前世界上已运行的最“亮”的 ISIS，

性能指标列世界前茅。 

  张杰介绍，CSNS旨在能够被多学科、多领域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充分利用，因此，该装置在建设初

期的设计阶段，就强调让用户广泛和深入的参与，并组织成立了中子散射用户联盟。该项目在概念设计初

期提出第一期建设 5台谱仪的计划，通过两届用户会议的广泛交流和研讨，根据需求增加 2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