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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市场2008 年成交额达2665 亿 

  从科技部火炬中心获悉，2008 年全国技术市场共认定登记技术合同 226343 项，成交金额 2665 亿元，

较2007年同期分别增长2.5%和 19.7%，平均每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由2007年的 101万元提高到118万元。

成交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0.89%，较 2007 年增长 0.02%。 

  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启动一年多来，加速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的效果日益凸显。统计数据显示，四

类合同中，技术开发合同成交金额居首位，为 1075 亿元，增幅 22.8%，其中，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开发明显

增加，成交金额 990 亿元，占技术开发合同成交总金额的 92.1%和全国成交总金额的 37.1%；技术的流动

性进一步加快，技术转让合同金额增长 532 亿元，增幅居首位，为 26.7%；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较上

年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2008 年，涉及计算机软件的电子信息技术合同继续位居各领域成交金额之首，达到 898 亿元，较上年

增长 18.6%。其次为先进制造技术和新能源及高效节能技术领域，成交金额分别为 475 亿元和 321 亿元。

各技术领域中，农业领域的技术合同与上年大幅增长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技术交易出现负增长，成交金

额下降 12%。 

  2008 年，涉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技术交易增长明显，达到 330 亿元，同比增长 29.2%；专利技术交

易成交金额 244 亿元，同比增长 99.6%，占全国成交总金额的比例较上年上升了 4%，达到 9.2%。  

我国加大科普资源建设力度 

    为解决科普资源匮乏，科普设施建设薄弱的现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决定在科普

资源建设方面加大力度，将在今年实施五项重点任务：繁荣科普创作，加大奖励和扶持优秀原创科普作品

的力度；集成各方面优质、数字化科普资源，建立公益性科普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各部门结合各自职能，

加大科普产品开发力度，以多种形式服务公众；围绕重大科技事件开发科普资源；有效整合中国科技馆实

体馆和中国数字科技馆虚拟馆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科普资源服务。 

  在科普基础设施方面，将统筹规划，加强领导，推进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贯彻落实《科普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规范标准；有效利用现有科普场馆，加强对科技类博物馆

建设及运行的指导和服务；推动基层科普设施发展，发掘和拓展科普基地的科普教育功能等。 

第二届中新科技合作联委会召开 

    2 月 26 日，第二届中新科技合作联委会在惠灵顿召开。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与新西兰研究科技部常务

副部长 Helen Anderson 女士共同主持了会议。会上两国代表介绍了各自国家科技体系及科技政策的最新

情况，回顾了自上届联委会以来中新科技合作取得的进展，并就建立研究合作计划框架及指导委员会达成

了一致意见。曹副部长在会上特别介绍了中国在科技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的举措，并表示中新两国可通过加

强在各自优势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当前困难的时期开展创新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实现科研

成果早日产业化并增加就业。科技部欢迎新方提供合作信息，愿意积极推荐中方合作伙伴，促成合作项目。

双方还签署了《中新科学家交流计划协议》，协议确定两国政府将每年选拔若干高质量的中青年研究人员，

前往对方国家的科研机构从事为期 4-6 周的研究访问工作。 



嫦娥一号卫星成功撞月 

    嫦娥一号卫星至 2008 年 10 月已成功在轨运行一年，完成预定探测任务后状态良好。为充分利用嫦娥

一号卫星在轨的宝贵资源，为后续任务开展有关验证试验，积累数据和经验，应用嫦娥一号卫星开展了卫

星平台有关技术试验和卫星变轨能力、轨道测定能力的 10 余项验证试验。试验从 2008 年 11 月 8 日开始

按预定计划顺利实施，卫星轨道由 200 公里圆轨道降到 100 公里圆轨道，继而降到远月点 100 公里、近月

点 15 公里的椭圆轨道，再升回到 100 公里圆轨道，同时，开展卫星部分系统的技术试验和可靠性试验，

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技术试验数据。 

探月工程二期将实现软着陆，为在落月过程控制和轨道测定方面积累经验，减少后续工程风险，决定

在嫦娥一号卫星寿命末期，控制卫星撞月。为保证嫦娥一号卫星“受控撞月”，任务飞行控制组选择在青

岛和喀什两个测控站同时能够进行测控的时间段内进行落月控制。3 月 1日 15时 36 分，嫦娥一号卫星开

始减速，37 分钟后，于 16 时 13 分 10 秒准确落在月球东经 52.36 度、南纬 1.50 度的预定撞击点。卫星撞

月过程中，CCD 相机实时传回清晰的图像。 

我国科学家揭示水稻谷蛋白“调节”基因功能 

    在“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南京农业大学万建民教授课题组通过对一个自然

变异的水稻谷蛋白突变体 OsVPE1 基因的图位克隆和功能分析，发现突变体和野生型间在该基因上只有一

个核苷酸的差异，导致了突变体中 OsVPE1 蛋白的 269 位由 Cys 突变为 Gly，功能互补试验证实了 OsVPE1

就是突变基因。该基因的表达模式和表达水平在水稻日本晴和 W379 间虽无显著差异，亚细胞定位结果显

示突变的蛋白亦分选进入液泡中。但酶活性测定显示，突变体发育胚乳中 Asn 特异剪切活性不到日本晴中

的 10%，Western 杂交显示，日本晴胚乳中该蛋白能进行正确的自我剪切成熟，形成正常的蛋白形式；而

突变体胚乳中的 OsVPE1（C269G）大都以前体的形式存在，其成熟时剪切发生了错误，形成的蛋白分子量

小于日本晴中的正常蛋白，导致其功能丧失。该研究从分子水平揭示了引起水稻谷蛋白前体巨增突变性状

的分子机理，阐述了该基因在谷蛋白合成、积累中的地位，利用该突变体及其基因标记可为低谷蛋白水稻

品种选育提供材料和分子育种的基础。《植物》杂志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家发现一种新型光学晶体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陈创天院士率领的团队经过 18 年研究，采用局域自发成核生长技术，突破大

尺寸 KBBF 晶体生长的技术瓶颈，生长出迄今为止尺寸最大的透明块状 KBBF 单晶，并结合他们发明的非线

性光学晶体的棱镜耦合专利技术，成功制作出 KBBF 晶体厚度为 2.3 毫米的光接触棱镜耦合器件，保证了

产生深紫外激光的实用性和精密化性能。该技术为193纳米光刻技术系统中所需的全固态光源奠定了基础。

目前，该技术已获中国、美国和日本发明专利授权。2 月 19 日，《自然》杂志以《中国藏匿的晶体》为题

作了详细报道。 

我国燃料电池用新型质子交换膜研发成功  

由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研发成功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对水具有较高稳定性、在高温下具有良好导

电率的直接甲醇燃料电池用新型质子交换膜近日通过专家验收。该所科研人员经过 3 年艰苦拼搏，从化学

基础角度深入探索了新型质子交换膜的非氟体系的合成，设计并制备出了基于联萘二酐的磺化聚酰亚胺质

子交换膜、基于含萘基团二元胺的磺化聚酰亚胺质子交换膜、基于低成本聚乙烯醇的新型复合质子交换膜，

总结了质子交换膜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为发展高性能、低成本的质子交换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测试

表明，该非氟系列质子交换膜具有较高的对水稳定性和高温下良好的导电率，为开发新型燃料电池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我国科学家发现一种新的沉积构造形式 



近日，中科院海洋所栾锡武研究员根据对采集到的天然气水合物样品的分析，并结合世界其他水合物

航次的成果，发现了一种新的沉积构造形式，并正式命名为逸气揭皮构造。栾锡武研究员在研究中发现，

逸气揭皮构造和天然气水合物直接相关，是由于沉积物所处的物理条件的改变，特别是压力降低，致使本

身所含的水合物汽化，由此生成的气体膨胀逃逸，从而改变沉积物原来的排列方式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此生

物理构造。逸气揭皮构造是沉积物中含有水合物的标志。 

国产万亿次桌面超级计算机“倚天”面市 

3 月 2 日，浪潮正式推出万亿次桌面超级计算机“倚天”。“倚天”峰值计算能力高达每秒 4 万亿次，

相当于 40 台服务器或 200 台个人电脑的计算力，体积却与普通计算机相仿，而成本只有传统高性能计算

系统的 1/5。“倚天”采用协同加速架构，实现了在单台计算机上性能的倍速提升，而成本大幅度下降，

有效解决了用户在应用传统高性能集群时体积、功耗等一系列问题。“倚天”的出现，在医疗影像、分子

动力学、基因对比、金融模拟、动漫渲染、电影编辑、新型材料等研发创新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 

国产超高频 RFID 读写设备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国家 863 计划先进制造技术领域“射频识别（RFID）技术与应用”重大项目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在该

项目中，由先施科技股份公司承担研制的超高频（UHF）RFID 读写器产品已通过了美国、日本、欧洲市场

准入的设备强制认证。该公司凭借过硬的研发技术力量及高质量的产品，与众多国际一流公司建立了紧密

的 RFID 市场推广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同这些一流公司的合作，在国外参与了许多 RFID 重要应用项目，为

我国国产 UHF RFID 设备打入国外高端应用市场起到了带动作用。先施的 UHF RFID 读写器设备产品已在国

内外多个重大项目中成功实施，有近万套电子标签读写设备和上百万枚电子标签在国内外、多行业中应用。

在国际 UHF RFID 应用市场中的销量及出口欧美市场量均名列国产同类产品前茅。 

    目前，该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在美国、墨西哥、菲律宾、巴基斯坦和马拉维的车辆及海关管理系统中，

并开始在日本松下电气公司、三菱重工等生产流程管理中进行试点工作。 

首批“国家环保科普基地”授牌 

    2 月 25 日，上海东方绿洲与北京排水科普展览馆、上海浦东环境监测站和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成为环保

部和科技部命名的首批“国家环保科普基地”。在授牌仪式上，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刘志全副司长说，4 家

基地在规划设计、功能定位、设施规模、展示能力、公众参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体现了当今我国环保科普

基地的最好水平，经营运作各具特色，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首先，他们把办好环保科普基地作为服务社

会、回报公众的社会职责；其次，利用自身鲜明的特色开展科普教育也是这些基地的一大优势；再次，这

4 家基地在环保科普展览展示的内容和形式上没有沿袭传统的模式，而是充分采用高科技手段，制造良好

的视觉效果，趣味性、实用性强；此外，他们能够结合自身情况，探索先进的经营、服务和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