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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国资委共同推动中央企业技术创新合作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长万钢出席签字仪式并致辞。 

 

 

国资委主任王勇出席签字仪式并致辞。 

2011 年 6 月 23 日，科技部、国资委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了共同推动中央企业技术创新

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长万钢和国资委主任王勇分别在签字仪式上



致辞，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和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代表两部门签字。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   

 

 

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与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代表两部门签字并交换文本。 

 

1.继续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积极支持中央企业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

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加快建设面向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强化开放共享；聚集创新资源，

进一步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批创新型企业

家。 

  2.支持中央企业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科技计划任务。发挥中央企业自主创新的带头

和表率作用，选择部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领域和研发方向，鼓励和支持中央企业大力发展

和提升企业研发机构并承担科技计划项目。创新研发体制机制，支持和推动企业开展跨行业

联合攻关，取得技术突破。 

  3.共同推动中央企业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支持中央企业加快推进

结构调整，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4.加快中央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进一步依托中央企业建设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国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行业共性技术平台，进一步发挥转制科研院所在行业中的技术优势，

支持其开展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应用基础技术研发和前瞻性技术研究。支持企业充分利用国

际科技资源，建立合作开发机制和研发中心，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5.共同研究和落实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激励企业自主创新

的各项政策，共同研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企业遇到的问题和需求，推进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

规划配套政策的实施。 

 

中韩签署《关于加强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合作谅解备忘录》 

6月 17日，中国科技部与韩国知识经济部举行签字仪式，曹健林副部长与韩国知识经济

部副部长尹相直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备忘录中，

两部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创新支撑经济发展以及促进两国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合作的重要

性，一致认为，建立有效的合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

推动两国大学、研发机构和企业在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加强合作，增进两国应用技术

和产业化能力，为改善当今世界面临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做出贡献。双

方还就合作的方式、管理机制、合作领域和知识产权等进行了规定。 

访韩期间，曹健林副部长拜会了韩国教育科技部，就中韩科技合作联委会、大科学领域

合作与交流以及中日韩科技合作等议题与对方进行了会谈。曹副部长还考察了韩国科学技术



研究院（KIST）,参观了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并会见了韩国创意财团总裁郑润先生等人，就扩

大和加强中韩科技合作与韩国科技、产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与交流。 

 

 

 

 
 

中欧科技评估研讨会召开 

6 月 9 日，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在京举办了“中欧科技评估研讨会”。来自欧盟研究与

创新总司、欧盟驻华使团、荷兰驻华使馆和科技评估中心，以及科技部相关司局、中科院、

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代表共 45人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科技评估体系建设、评估方法及理论、评估的组织和实施等议题

进行了丰富而充分的交流。欧盟研究与创新总司计划监测与评估处处长彼得·菲什

（Peter·Fisch）博士详细介绍了欧盟第七框架计划的监测评估体系和中期评估结果；科技

评估中心的专家分别介绍了科技评估体系建设、自然科学基金国际评估、国家科技计划评估、



科研机构评估和评估中心的国际合作等内容；大家还就有关科技评估的理论、方法及经验和

挑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后，科技部评估中心还与欧方代表就开展科技评估合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

商定将在信息交流、比较研究和联合评估等方面积极推进合作。 

 

 
 

中日科学家联手开展冰钻试验 

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日本国立极地研究所联合研制的深冰芯钻探系统，充分吸收日本

冰穹 F（Dome-F）冰钻的成功经验，并针对冰穹 A 地区更厚的冰盖特点加以改进，能够在零

下 55℃的极端气温下钻取最深近 4000米的冰芯。 

冰穹 A冰盖厚度约 3200 米，是南极冰盖深冰芯钻探的最后一个点。项目负责人、中国极

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院生表示，考虑到冰穹 A 地区低温、低冰流速、低表面积累率等因素，

这里将是最有可能找到超过 100万年古老冰芯的地点。 

该系统由冰芯钻取系统、绞车提升体系、控制系统、支撑系统等组成。其中，冰芯钻取

系统长 12.25米，每次可钻取 3.8～4米长、直径为 9.5厘米的冰芯。钻取系统的钢缆长 4000

米，具备在南极冰盖下钻取 4000米深冰芯的能力。整套装置今后将运送到南极昆仑站。 

目前，有关方面正积极开展在冰穹 A 最高点区域实施穿透冰盖的深冰芯钻探准备工作，

预计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开钻，计划利用三四个夏季的钻探，打穿冰盖，获得约 3200米深度的

冰盖完整冰芯，重建地球 100 万年来高分辨率气候变化记录，从而揭示地球气候变化规律及

其对生物演化和生物界的影响。 

 

科学家制造出超高质量铁硒超导单晶薄膜 

清华大学物理系薛其坤、陈曦及中科院物理研究所马旭村等在新材料制备技术和测量技

术的帮助下，确认了铁硒超导体中电子配对的方式。该成果为揭开铁硒等铁基超导体的超导

机制之谜打下坚实基础。 

此次研究中，中国科学家借用名为“分子束外延”这一半导体领域的制备技术，制造出

了超高质量的铁硒超导单晶薄膜。这种新技术保证科学家可以精确控制薄膜中的每一种化学



成分，精确度达到原子水平。然后，科学家利用强磁场扫描隧道显微技术对薄膜进行测量。

这种测量技术具有原子水平的空间分辨率和高能量分辨率。该成果已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研制出血液代用品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在生物降解聚合物囊泡担载血红蛋白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申请专利近日获得批准。该所景遐斌课题组致力于采用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作为血红蛋

白的载体，利用聚赖氨酸、聚苯丙氨酸的两嵌段共聚肽囊泡来包裹血红蛋白，试图将血红蛋

白包裹在囊泡之中，以获得在整体结构上更接近于人体的红血球。这种载体基本满足血液代

用品必须具备的传递氧功能、生物相容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等要求。 

与传统的脂质体相比，生物降解聚合物有着独特的优点。首先，聚合物具有生物可降解

性，在完成输氧任务后，降解成氨基酸被人体吸收，最终可降解为对人体无害的水和 CO2 排

出体外；其次，聚合物的结构容易控制，可以通过控制聚合物的结构来调控血红蛋白胶囊的

大小和聚集方式等；最后，聚合物在强度上也优于磷脂膜，在相同条件下聚合物膜材的用量

要少于磷脂膜。所以该方法在血液代用品方面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为解决血源短缺问题带来

希望。 

 

我国成功发射中星 10号通信卫星 

 

 

6月 21日零时 1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

星 10 号”卫星送入太空。卫星飞行约 26 分钟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的数据表明，星箭



分离，卫星成功近入近地点高度为 207公里、远地点高度为 42225公里、轨道倾角为 26.3度

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中星 10 号”将接替“中星 5B”为我国及亚太地区用户提供通信和

广播电视等业务。 

“中星 10号”具有大容量、广覆盖、高可靠、长寿命等技术特点，各项性能优于“中星

5B”，将满足我国及亚太地区用户的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数字宽带多媒体等业务的

应用需求。“中星 5B”1998 年 7月在西昌发射升空，即将达到在轨服务年限。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 3000米深水铺管起重船问世 

由我国熔盛重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建造的世界上第一艘同时具备 3000 米级深水铺管能

力、4000 吨级重型起重能力、DP3 级全电力推进动力定位及自航能力的新型工程作业船“海

洋石油 201”，6月 16日通过了成果鉴定。 

该船配置包括全电力推进、全电力变频驱动、DP3动力定位、“S”型深水双节点铺管系

统、4000吨重型海洋工程起重机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可同时完成海

底管线的装载、储藏、内部运输、检验及铺设等一整套作业，配置全船管理系统（VMS），能

在除北极外的全球无限航区作业。 

该公司解决了起重系统和铺管系统等众多复杂设备在船上布置难题；大幅提升了船在波

浪中的运动性能和作业率；优化配置了世界上先进的深水 S 型双节点铺管系统，提高了铺管

效率；具备 DP3+DP2 动力定位的组合性能，能满足不同作业工况要求；在国内首次开发了大

型可伸缩式推进器船坞安装技术，填补了国内此类海洋工程核心设备安装技术的空白；通过

建造工艺、精度控制技术的研究，满足了主起重机筒体分段和尾部分段托管架铰座的高精度

要求。 

我国自主首创“水稻植质钵育机械化栽培技术”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汪春教授率领科研团队历时 5 年自主研发出以秸秆为原料的“水稻

植质钵育机械化栽培新技术”，成功解决了制约北方水稻大幅增产以及水稻生产机械化过程

中的关键瓶颈技术，为北方水稻提供了新的高产模式，适宜大面积推广。 

汪春团队以稻草为基本原料，以插秧机为基本机型，自主研发出了水稻植质钵育秧盘、

植质钵育精量播种机及植质钵育栽植机，并配套优质高产水稻品种及生产管理技术，形成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稻植质钵育机械化栽培技术生产模式。该技术在国际上首创了可降解

植质育秧盘，代替了原来的不可降解容易造成白色污染的塑料育秧盘，同时价格也降低到原

有塑料秧盘的 1/10，经济环保，实现了循环利用。同时采用植质秧盘可节省 60%左右的育秧

土，有效保护了土壤资源；该项目同时创新了一种秧盘单元体与钵苗整体切裂摆插新工艺，

开创了水稻钵苗摆栽新途径，成功解决了制约北方水稻大幅度增产的技术瓶颈，为水稻高产

提供了新的高产模式。项目实施期间，试验示范面积达 5 万亩。经有关部门测定，平均亩产

达到 750公斤以上，增产 150公斤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