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甘政办发 〔２０２３〕８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科技创新

改革试验区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甘肃矿区办事处,兰州新区管委会,省

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各单位:

«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发展规划

纲要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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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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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科技创新

改革试验区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

署,进一步明确未来五年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简称兰

白自创区)和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 (简称兰白试验区)发展

目标和重点任务,根据 «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十四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发展规划»«甘肃省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甘肃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甘肃省 “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甘

肃省强科技行动实施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等法规规定,制

定本规划纲要.

一、基础与形势

(一)发展基础.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科技部批复同意甘肃依托兰州新区、兰州高

新区、白银高新区、兰州经开区建设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

２０１８年２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支持兰州、白银高新区建设兰州

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省委、省政府紧扣国务院批复的兰白

自创区建设定位,按照科技部赋予兰白试验区的创新改革试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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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兰白自创区、兰白试验区 (简称兰

白两区)建设蓝图,制定并实施 «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发展

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

划纲要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基本完成规划预期主要目标任务.

２０２２年,兰白自创区、兰白试验区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５２０

亿元和１２３３亿元,分别占全省的４６４％和１１０１％,创新引擎

作用逐步彰显.

———建设推进机制不断完善.坚持 “省统筹、市建设、区域

协同、部门协作”,成立建设领导小组,由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组长,建立科技部、上海市、甘肃省三方会谈机制,印发 «关于

支持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 «甘

肃省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设立总规模２３亿元的

兰白试验区技术创新驱动基金 (简称兰白基金),要素支撑保障

更加有力.

———自主创新能级不断提升.区内现有９家全国 (国家)重

点实验室、２９个新型研发机构、６家企业创新联合体等科技创新

平台,集聚了全省４１％的高新技术企业、２９％的战略性新兴骨

干企业和４１％的上市企业.２０２２年,兰白自创区、兰白试验区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分别是全省平均水平的１７１２倍、８４８倍,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成交额分别占全省的１３７０％、１４９８％.

———产业迭代步伐不断提速.在核技术、生物医药、冶金及

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工程化技术优势,在重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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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离子电推进系统、动物疫苗、高端聚烯烃材料、高端稀土

功能材料、智能钻采装备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支撑引

领 “兰白综合性高技术”产业集群加速集聚.

———创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突出 “稳育引用”关键环节,

培养、引进、集聚了一批高水平创新人才和团队,已成为全省创

新人才资源密集区和创新活动活跃区.２０２１年,兰白自创区、

兰白试验区每万人研究与试验发展 (R&D)人员分别是全省平

均水平的８０８倍、５６９倍,区内现有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数量达全省半数以上.

———科技开放合作不断深入.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科技创

新行动计划,与 “一带一路”沿线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

关系,共建合作平台.深化跨区域协作,兰白—张江科技创新

结对合作纳入 “十四五”东西部科技合作实施方案,面向更大

范围开拓区域交往布局,成为我省开展东西部科技协作的样

板区.

(二)发展环境与形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世界科技园区

发展呈现产业高端化、创新生态化、功能融合化、治理专业化等

新特征.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

重大变化,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

随着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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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质量发展、共建 “一带一路”“双碳”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

施,以及甘肃加快构建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大力实施

“四强”行动,做深做细 “五量”文章,兰白两区正处在国家重

大战略叠加和自身发展势能增强的历史交汇期.同时,也面临国

家加快创新高地布局,全国各地纷纷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区域竞

争态势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兰白两区仍存在 “特”区政策还

不特、科技资源优势与园区产业发展融合还不够、园区发展还不

均衡、部门协同治理效能还不够高、创新创业生态还不够优,

以及制度创新与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发展还不相适应等问

题,迫切需要抢抓历史发展机遇,积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通

过系统化部署、融通式创新、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兰白试验

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试验,加速推动兰白自创区自主创新和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持续推进兰州、白银两市自创共享、交

通共建、生态共治、项目共研、产业共建,全面提升兰白两区

支撑力和带动力,推动形成带动全省、辐射西北的创新发展

格局.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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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新型工业

化,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奋力打造全省科技创新策源地和

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新高地.

(二)基本原则.

———坚持创新引领.面向科技前沿,立足发展需求,坚持以

科技创新为核心,协同推进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文

化创新等,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解决好 “结

构”和 “动力”问题,为促进全省高质量发展发挥支撑引领

作用.

———坚持改革驱动.发挥政策先行先试优势,全面深化改

革,创新治理方式,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探索适应新产业、新业

态发展的政策举措,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

策链深度融合,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坚持产业强区.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为

方向,坚持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产业扶持与企业培育、错位发

展与优势互补、产业链配套与资源共享相结合,完善技术创新体

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大力培育新

质生产力,全面赋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坚持绿色发展.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

展,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技术体系,强化数字技术推广

应用,加强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场景、绿色制度等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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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资源能源循环集约利用,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和效率.

———坚持人才优先.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统筹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健全高层次人

才服务绿色通道体系,加强人才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强化人才

管理服务实践创新,加快形成西部地区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

高地.

———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对接国内外创新资源,开创东西部

科技合作新局面,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新空间,构筑全域创新、区

域协同、全球链接的多层次开放创新网络,加速创新要素联动集

聚,塑造全面改革开放新动力.

(三)发展布局.

围绕兰白自创区 “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产业品质跃升支撑

区、人才资源集聚区、东西合作发展先行区、生态文明建设引领

区”五大建设定位,兰白试验区 “全面深化改革试验区、创新驱

动发展引领区、向西开放战略支撑区、东西协调发展示范区、新

型城镇建设样板区、产业承接转移先行区”六大改革试验任务,

按照 “科技支撑、园区引领、区域辐射、整体联动”的思路,科

学统筹规划兰白两区功能布局、产业布局和创新体系布局,推动

空间、产业、服务深度融合、一体发展.

１功能布局.着眼全面提升创新引领功能和辐射带动能级,

充分考虑区域分工与联系,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特征,加快打造

形成 “兰白自创区引领、兰白试验区联动、多园支撑、带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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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辐射西北”的功能布局,全面提升兰白两区科技引领力、产

业竞争力、人才集聚力、示范带动力、融合发展力.

专栏１　兰白两区功能布局

　　１．“兰白自创区引领”,即以兰州高新区、白银高新区为核心,坚持 “发展高科技,实现

产业化”方向,进一步强化创新策源功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高端产业,提升发展质

量,构建更多先发优势,努力打造全省创新资源最密集、策源能力最突出、创新创业最活跃、
创新产出最丰富的引领性区域.

２．“兰白试验区联动”,即将兰白试验区作为欠发达地区依靠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试验田”,强化创新协同、产业协调、区域联动,深化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兰白制

造向兰白创造转变、兰白产品向兰白品牌转变,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新路径.

３．“多园支撑”,即以兰白两区的２４个分园 (区)产业区块为核心载体,统筹推进兰州新

区集聚发展、兰州高新区扩容建设、白银高新区提升发展、兰州经开区提质增效,培育形成主

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竞争优势的创新生态群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和服务支撑.

４ “带动全省、辐射西北”,即以兰白两区为核心,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跨区域产业链构

建、管理模式输出、飞地经济布局等方式,将创新创业、产业培育、人才共享、社会治理、环

境营造等成功经验向外扩散共享,带动全省范围的融合互动,辐射西北地区创新发展,在更大

范围集聚和释放创新能量和活力.

２产业布局.坚持错位分工、产业链协同联动,明确产业定

位和发展方向,采取 “一区多园”布局模式,推动构建４大传统

产业＋８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 “４＋８＋１”产业体系,

打造以兰州、白银为主体的黄河 (甘肃段)高新技术产业带.

兰州新区.包含绿色化工园区、新材料园区、装备制造园

区、生物医药园区、大数据产业园区、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等六

个园区,重点发展绿色化工、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核产业、

清洁能源、生物医药、数字产业、新型建材、农副产品加工、商

贸物流、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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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　兰州新区产业布局

　　１ 绿色化工园区.主要布局精细化工和专用化学品、化工新材料、材料后加工等,打造

绿色、安全、智慧的千亿级化工园区.

２ 新材料园区.主要布局新能源材料、有色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产业集群,打造

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基地.

３ 装备制造园区.主要布局智能制造装备、节能环保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

装备、现代农业装备、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等.

４ 生物医药园区.主要布局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和健康产业等.

５ 大数据产业园区.主要打造集智能设备研发生产、数据存储运算、软件开发集成于一

体的大数据产业链.

６ 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主要打造集生产加工、食品检测、冷链物流、贮藏销售、产品

体验于一体的绿色食品产业园.

兰州高新区.包含雁滩园区、定连园区、九州经济开发区、

七里河园区、榆中和平园区等五个园区,重点发展生物医药、先

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数字产业、核产业、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

工、现代服务业等.

专栏３　兰州高新区产业布局

　　１ 雁滩园区.主要布局总部经济、数字产业等,打造集科技孵化、科技研发、成果转化、
科技金融于一体的创新策源核心区.

２ 定连园区.主要布局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数字产业、航空航天、核产

业等,落地建设重大产业项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绿色智慧园区,开展产城融合示范.

３ 九州经济开发区.主要布局食品加工、特医食品、商贸物流等,打造现代化食品加

工区.

４ 七里河园区.主要布局总部经济、科技孵化、数字产业等,打造现代服务业功能区.

５ 榆中和平园区.主要布局金属新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等,打造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白银高新区.包含白银高新区核心区、银东工业园、白银西

区经济开发区 (含银西产业园)、白银平川经济开发区、刘川工

业集中区、景泰工业集中区、会宁工业集中区等七个园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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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冶金、新材料、

新能源、新型建材、特色农业、现代服务业等.

专栏４　白银高新区产业布局

　　１ 白银高新区核心区.主要布局精细化工、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特色新材料等,
打造集科技研发、产业孵化、产城融合于一体的创新区.

２ 银东工业园.主要布局有色金属新材料、煤化工、铬锰钛无机盐化工、工业物流等,
打造综合性绿色工业园区.

３ 白银西区经济开发区 (含银西产业园).主要布局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食品加

工等,打造国家级绿色制造 (碳中和)园、甘肃省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甘肃新材料研发生产

基地、甘肃省生物医药 (高端原料药)研发生产基地、甘肃省绿色食品研发生产基地.

４ 白银平川经济开发区.主要布局陶瓷建材、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打造特色新材料

基地.

５ 刘川工业集中区.主要布局稀土新材料、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打造全

省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园、科技创新示范园和循环经济示范园.

６ 景泰工业集中区.主要布局新型建材、冶炼加工、机械装备制造等,打造全省新型绿

色环保建材、现代 (循环)农业产业基地.

７ 会宁工业集中区.主要布局农产品加工、轻工业、大健康等,打造农畜产品深加工基地.

兰州经开区.包含安宁园区、西固园区、红古园区、九合园

区、机场北高新园区、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示范区等六个园区,

主要发展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冶金、新材料、航空航

天、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等.

专栏５　兰州经开区产业布局

　　１ 安宁园区.主要布局航空航天、总部经济、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等,打

造航空航天、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２ 西固园区.主要布局现代物流、现代商贸、进出口加工等,打造空铁联运、公铁联运、
铁海联运的国际综合内陆港和国际贸易枢纽.

３ 红古园区.主要布局节能环保、有色冶金、高端碳素等,打造国家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４ 九合园区.主要布局以仓储、货运、批发、冷链、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为主的商贸物流

等,发展工业母机、电子产品等高端装备制造配套产业.

—１１—



　　５ 机场北高新园区.主要布局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打造以现代中药制造为特色,以

医疗器械制造和保健品加工为补充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６ 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示范区.主要实施生态修复项目,重点发展先进制造、文化旅游、
现代服务业等.

３创新体系布局.强化创新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和高效协同,

聚力实施 “科技创新引领支撑、科技赋能产业提质、体制机制改

革深化、开放合作水平提升、资源要素配置优化”五大行动,推

动实现创新创业生态融通、企业产业平台联通、市场应用场景贯

通、要素流动渠道畅通,全面增强兰白两区创新首位度.充分发

挥兰白两区技术创新外溢效应,不断强化集聚、辐射和带动效

应,引导和汇聚全省创新资源,系统增强科技发展的外在支撑性

和内在协同性,推动创新型省份建设提质升级.

(四)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７年,兰白两区在自主创新能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

构建、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改革、辐射带动

与示范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兰州、白银两市公共服务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生态环

境保护一体化基本实现,集约紧凑、疏密有度的空间格局基本形

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支撑引领甘肃进

入创新型省份行列.

———率先成为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在核科学、文物保护、干

旱环境、生物医药、地球科学等领域建设一批高水平研发平台,

涌现一批高价值原创成果.争取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 (含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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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家以上,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达到３５％以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６０件以上.

———率先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高地.在新材料、先进装备

制造等领域加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支撑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拓展;在生物医药、绿色化工等领域培育壮大一批创新型企业集

群,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优势产业集群.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１８００亿元以上,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

重达到１０％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１３００家以上,在科创板、

北交所、新三板等境内外资本市场新增上市企业５家以上.

———率先成为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更加健

全,技术市场交易体系逐步完善,建成一批示范性中试基地、验

证中心等技术转移机构,培育和引进一批高水平科技中介服务机

构,基本形成以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为导向、市场化交易平台为载

体、专业化服务机构为支撑的科技成果转化格局.技术合同认定

登记成交额达到１００亿元以上.

———率先成为更具吸引力的人才高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取得积极进展,人才布局更趋合理完善,形成有利于各类人才

“稳育引用”的良好发展环境,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技人才、科

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

匠、高技能人才等.每万人研究与试验发展 (R&D)人员达到

１５０人以上.

———率先成为对外开放合作高地.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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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的科技合作关系更加紧密,合作层次和合作质量不断提

升,培育形成差异化、有特色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新路径.与上

海张江等国家自创区的创新合作更加深入,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

双向融合渠道更加畅通,对全省及周边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增

强,向西开放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

———率先成为体制机制改革高地.破除制约发展的深层次体

制机制障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在园区

管理模式创新、科技创新治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技金融深

度融合等方面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行先试政策.

表１　兰白两区发展目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兰白自创区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７年

约束值 预期值

兰白试验区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７年

约束值 预期值

１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５２０ ７６０ ８４５ １２３３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２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

展 (R&D)经 费 支

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

％ ３５９∗ ４２ ４５ ３１１∗ ３５ ３８

３

规上工业企业研究与

试 验 发 展 (R&D)
经费占规上工业企业

营业收入的比重

％ ０５７∗ １０ １２ ０７５∗ １２ １４

４
规上工业企业有研发

活动的占比
％ ３５５４∗ ４５ ５０ ３１５９∗ ４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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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兰白自创区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７年

约束值 预期值

兰白试验区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７年

约束值 预期值

５
每万人研究与试验发

展 (R&D)人员
人 １７８７７∗ ２３０ ２５５ １２５９６∗ １５０ １６５

６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规

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的比重

％ ５３７∗ １０２ １２２ ４８５∗ １０ １２

７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８２５２ １３０ １４６ ４０８６ ６０ ６６

８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成

交额
亿元 ４６３７ ９０ １０５ ５０７３ １００ １２０

９ 高新技术企业 家 ５４９ １０２２ １１８０ ６９８ 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
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

化器和众创空间数量
个 ４４∗ ５４ ６８ ６５∗ ８０ １００

　注:带∗的为２０２１年数据.

表１—１　兰州新区发展目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７年

约束值 预期值

１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３４２ ５００ ５５５

２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３７０∗ ３８ ４２

３
规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

费占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
％ １５３∗ ２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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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７年

约束值 预期值

４ 规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占比 ％ ２６６１∗ ３４ ３８

５ 每万人研究与试验发展 (R&D)人员 人 １２１７３∗ １５８ １７０

６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

比重
％ ７１４∗ １２ １４

７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６０３ ９５ １０５

８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成交额 亿元 ３２８ ７ １０

９ 高新技术企业 家 ７５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０ 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数量 个 ８∗ １０ １２

　注:带∗的为２０２１年数据.

表１—２　兰州高新区发展目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７年

约束值 预期值

１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３５２ ５１５ ５７０

２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３９３∗ ４６ ５０

３
规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

费占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
％ ０４６∗ １１ １４

４ 规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占比 ％ ４６３４∗ ５８ ６６

５ 每万人研究与试验发展 (R&D)人员 人 ２４４７３∗ ３１０ 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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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７年

约束值 预期值

６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

比重
％ ０７４∗ ５６ ６７

７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１３６８ ２２０ ２４０

８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成交额 亿元 ４０１３ ７８ ９０

９ 高新技术企业 家 ４５４ ８４５ ９７５

１０ 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数量 个 ３１∗ ３８ ４８

　注:带∗的为２０２１年数据.

表１—３　白银高新区发展目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７年

约束值 预期值

１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６８ ２４５ ２７５

２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２８３∗ ３２ ３４

３
规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

费占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
％ ０７５∗ ０９ １１

４ 规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占比 ％ ３２∗ ４０ ４５

５ 每万人研究与试验发展 (R&D)人员 人 １１４１９∗ １４８ １６３

６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

比重
％ １２２２∗ １７ ２０

７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２９３３ ４７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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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７年

约束值 预期值

８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成交额 亿元 ６２４ １２ １５

９ 高新技术企业 家 ９５ １７７ ２０５

１０ 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数量 个 １３∗ １６ ２０

　注:带∗的为２０２１年数据.

表１—４　兰州经开区发展目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７年

约束值 预期值

１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３７１ ５４０ ６００

２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１９４∗ ２３ ２５

３
规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

费占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
％ ０６６∗ １０ １３

４ 规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占比 ％ ３０∗ ３８ ４３

５ 每万人研究与试验发展 (R&D)人员 人 ８２９９∗ ８６ ９４

６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

比重
％ １４６∗ ６６ ７９

７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３２０８ ４１ ４５

８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成交额 亿元 １０８ ３ ５

９ 高新技术企业 家 ７４ １３８ １６０

１０ 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数量 个 １３∗ １６ ２０

　注:带∗的为２０２１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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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创新引领支撑行动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强科技创新源

头供给,强化创新平台布局建设,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持续打造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全面提升兰白两区科技创新策源

功能.

(一)提升科技创新创造力.

１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聚焦国家战略和甘肃重大需求,发

挥兰白两区创新资源集聚效应和规模优势,优化 “国家队”“地

方队”科技资源布局,加快构建一支使命驱动、任务导向,既体

现国家意志又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中央在甘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的创新引领作用,立足功能定

位精准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引导在甘科技 “国家队”服务兰白两

区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区内规上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为科技领军企

业,整合资源打造跨领域、大协作、高强度的创新基地.统筹战

略科技力量建设与科研攻关任务协同部署,通过共建创新平台、

联合承担科技项目等,推动战略科技力量与区内创新力量优势互

补、良性互动.

２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统筹兰白两区创新资源,支持兰

州建设科学城,夯实兰州培育建设区域创新高地的根基.加强战

略科技平台建设,支持区内优势科研力量承担大科学装置、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支持区内国家重点实验室 (含国防)建

设与重组,争取在核科学、文物保护、干旱环境、地球科学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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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新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实施国家创新平台培育计划,支持在重

离子治疗、动物疫苗等领域培育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持相

关科研机构和企业培育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和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优化整合区内省级科技创

新基地,支持建设或引进一批与产业发展相关的应用型科研机

构、企业研发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博士后工作

站等创新载体.健全完善科技创新基地分类管理机制和支持方

式,强化目标考核和绩效评估,推动提升研发能力和竞争实力.

３提升省属高校院所创新能力.赋予省属高校学位点动态

调整自主权,支持高校围绕兰白两区产业发展需求调整学科布

局.按照全省事业单位改革总体部署,持续深化省属科研院所改

革,建立健全现代院所制度,推进公益类院所去行政化,推动转

制类院所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选择重点高校院所开展使命导向

的管理改革试点,全面实行章程管理和绩效管理.深入落实扩大

高校院所相关自主权的举措,探索行业主管部门 “一揽子授权”

管理制度.试点开展省属高校院所薪酬制度改革,积极构建充分

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鼓励高校院所

与区内企业共建 “校企共生融合发展创新港”,促进产教深度

融合.

４开展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着眼强化兰白两区产业技术

创新源头支撑,在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核技术、先进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资源环境、人口健康等领域持续实施

—０２—



国家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推广实施甘肃省联合科研基金

项目,解决一批关键技术领域重大科学问题.优化省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体系,前瞻部署具有突破预期和产业化前景明确的应用基

础研究项目.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领域建设一

批省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 “以升促建”争创国家基础学科研

究中心.落实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区内行业骨

干企业凝练源头问题,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成长为原创技术策

源地.

专栏６　提升科技创新创造力重点任务

　　１ 争创全国重点实验室.支持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启动重离子科学与技术全国重

点实验室建设,支持敦煌研究院联合有关单位在文物保护领域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支持兰州

大学联合有关单位在地球科学领域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支持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究院联合有关单位在干旱环境领域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

２ 推动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优化整合.推动国家绿色镀膜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优化整合.

３ 支持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支持兰州大学化学、大气科学、生态学、草学等一

流学科建设,支持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甘肃农业大学草学、兰州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兰

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４个优势学科,以及西北师范大学简牍学学科建设,力争１—２个

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

４ 提升科技创新源头供给能力.优化科技计划基础研究支持体系,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

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

式研究和非共识创新研究.

５ 增强企业创新联合体协同发展能力.支持企业创新联合体成员单位联合组建重点实验

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

(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１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型企业.完善企业孵化、培育、引进

和支持机制,健全科技型企业孵化平台体系,构建 “科技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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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的

梯次培育发展体系,实施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倍

增计划,培育或招引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三高”(高技术、高

成长、高附加值)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支持区内有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新三板

等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挂牌和融资.鼓励引导区内大企业开放

创新资源和应用场景,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２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深入开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攻坚战专项行动,健全 “链长制”科技支撑服务体系,

靶向扶持 “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建立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协调机制,鼓励区内国有企业设立研发准备金.实施规上企

业研发机构能力建设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鼓励园区加大对企业技

术研发、中试熟化、平台建设、场地租赁等支持力度,争取规上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部门与研发设计部门全覆盖.鼓励企业采取研

发众包、互联网＋平台、内部创业等模式,促进企业间业务协

作、资源共享和系统集成.

３推进科技惠企政策扎实落地.健全科技型企业培育支持

政策精准直达机制,推动基础研究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科研仪器设备加速折旧等普惠性政策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税收

优惠政策等应享尽享.完善联系服务企业工作机制,落实落细

“包抓联”“六必访”“白名单”等助企制度政策.支持高校院所

面向兰白两区选派科技专员,服务区内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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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首次投放国内市场、具有核心知识产权但暂不具备市场竞争力

的重大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采购力度,引导区内企业加强自主

创新.

专栏７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重点任务

　　１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联合专业机构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认定等培训,规范管理,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牵头开展科技创新项目.

２ “三高”企业招引培育.量化细化 “三高”企业认定标准,推进建档建库,扶持一批具

有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潜力企业加快成长,加大 “三高”企业招引力度.

３ 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将单项冠军企业培育与大企业大集团、行业骨干企业、各类示范

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相结合,培育一批有潜力成为细分行业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三)建设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

１稳定支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实施更加精准的高层次科技

人才支持政策,鼓励开展基于信任的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定向支

持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在兰白两区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

技术攻关.建立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复合型人才选拔和培养机

制,构建梯次衔接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等全链条人才成长机制.支持园区依托国家和

省级科技人才计划项目,培养一批具有全球思维、战略眼光、市

场开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大力集聚连续创业者、

企业高管、职业经理人等,带动形成一批优秀创新创业团队.引

导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科技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心等高端人才

服务基地为兰白两区提供更多智力服务.

２培育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力量.加大省级科技计划对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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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鼓励科技创新基地积极推进科研项目负责

人及科研骨干队伍年轻化,将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使用情况纳入科

技创新基地绩效评估指标.实施博士后引进培养计划,支持区

内符合条件的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 (工作)站和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鼓励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优秀本科生参与

科研项目攻关.支持高校与企业、院所实施研究生联合培养计

划,实行学术和产业双导师制,加快培养卓越工程师和产业高

端人才.鼓励高校博士青年教师 “入企入园”.深化兰州新区

职教园区改革,建成全省人力资源产业园和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

３拓宽招才引才渠道.聚焦兰白两区产业需求,突出 “高

精尖缺”导向,实施高效精准引才政策,通过 “一事一议”引进

一批高端人才和团队.深化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科技

“国家队”合作,带动培养区域创新人才团队.支持兰白两区与

区外高校院所、企业等建立长期稳定的人才交流合作关系,柔性

引进一批产业急需科技人才.探索签用结合机制,对重点领域柔

性引进急需紧缺科技人才实施 “院校聘用、企业使用”.搭建国

际人才合作交流平台,高质量开展外国人才和专家工作.支持高

校院所设立流动岗位,通过国际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制度,加大海

外博士毕业生、青年博士后引进力度.

４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

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和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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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兰白两区开展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改革试点工作.完善以

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为主

要内容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适当提高区内高级职称岗位设置

比例,培养更多高质量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强化用人单位人

才评价主体地位,落实人才职称评审政策.完善人才激励机

制,鼓励各类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对在创

新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技术技能人才实施激励.对创新人才及其

团队带技术、带成果、带项目来兰白两区创新创业和成果转化

的,按其所做贡献给予奖励.推动兰白两区人才公寓示范项目

建设,用好用足 “陇原人才服务卡”相关优惠措施,提高人才

服务水平.

专栏８　建设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重点任务

　　１建设兰白两区 “人才池”,推动高校院所与企业间人才双向流动.

２支持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大力培养使用青年科技人才.鼓励各类国家科技创新基地面向

青年科技人才自主设立科研项目,由４０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领衔承担的比例原则上不低

于６０％.

３加大基本科研业务费对职业早期青年科技人才稳定支持力度.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用

于支持３５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开展自主研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支持比例逐步提到不低于年

度预算的５０％.

４拓宽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鼓励建立由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
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 “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 (岗位)序列,支持符合条件

的专业技术人员按有关规定申请参加相应职业 (工种)的职业技能评价.

５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探索科技人才在承担重大科技任务、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和技术开发、社会公益研究等创新活动中的分类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

６鼓励符合条件的重点民营企业自主开展技能岗位人员定级和晋级评价,指导具有行业

优势的民营企业按规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７探索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课题、联合攻关项目等同于科研人员学术和论文贡献

等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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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科技赋能产业提质行动

围绕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立足科技创新赋能产业

高质量发展,加强产业场景驱动和产业创新图谱研究,按照 “４＋

８＋１”产业体系布局,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

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链创

新链深度融合,使兰白两区成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

式的重要汇聚地.

(一)改造升级传统产业.

以实施传统产业大规模技术改造为抓手,重点在化工、冶

金、建材、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等领域实施一批延链补链强链

重大科技项目,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加快实现新

技术、新工艺的突破和迭代更新,加速推进传统产业从产业链中

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１绿色化工.依托兰州新区绿色化工园区、白银高新区化

工园区、刘川工业集中区化工产业园等,发挥功能有机分子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化工新材料创新联合体等科研优势力

量,重点开展精细化工、专用化学品、有机原料和中间体、基础

化工原料、材料后加工等领域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快绿色低碳

节能转型,精心打造精细化工、有机原料和中间体、化工新材料

等优势产业链,联合推动兰州石化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中国石油超

洁净聚烯烃和丁腈橡胶化工新材料原创技术策源地.以兰白两区

为核心,协同酒泉、庆阳等地,打造西部地区一流先进石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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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构建千亿级现代石化支柱产业集群.

专栏９　绿色化工技术研发重点任务

　　１ 高端专用化学品.重点开展丙烯酸酯、聚碳酸酯、聚丙烯酸、高吸水性树脂、聚苯乙

烯、聚氨酯、聚酯、偏三甲苯、绿色高效农用化学品等产品研发和应用.

２ 精细化工中间体.重点开展特种催化剂、油田添加剂等技术研发和应用,发展化学助

剂试剂、医药及农药中间体、化学品研发中试及固 (危)废综合利用.

３ 化工新材料.重点开展功能膜材料、工程塑料、特种橡胶、特种润滑油、有机氟硅材

料、生物降解塑料、高功率电极材料、特种纤维及复合材料、工程型热塑性弹性体、汽车专用

热塑性先进型复合材料等技术研发和应用.

２绿色冶金.依托兰州经开区红古园区、白银高新区刘川

工业集中区和景泰工业集中区等,发挥省部共建有色金属先进加

工与再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优势力量,重点开展钢铁、铜

铝合金、铁合金、铅锌合金等领域冶炼及加工技术研发,加快技

术迭代升级和工艺流程革新,延伸新型铝合金材料及深加工、合

金材料等产业链,形成以钢铁和铜铝合金加工、铁合金和铅锌合

金冶炼及加工等为主的产业创新基地.以兰白两区为核心,协同

嘉峪关、金昌等地,打造西部绿色冶金支柱产业集群.

专栏１０　绿色冶金技术研发重点任务

　　１ 钢铁.重点开展轴承钢、合金弹簧钢、齿轮钢、模具钢、合金冷镦钢等精品钢材加工

技术研发和应用.

２ 铜铝合金.重点开展高性能铸造铜合金、铝合金以及铝合金管材加工技术研发和应用.

３ 铁合金.重点开展硅系多元复合合金、中低碳铬铁、镍铁、硅钙、硅钡等特种和复合

铁合金冶炼及加工技术研发和应用.

４ 铅锌合金.重点开展铅基、锌基多元合金及超细高活性氧化锌粉﹑无汞锌粉、高纯锌

等高附加值产品冶炼及加工技术研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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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新型建材.依托兰州新区新材料园区、白银高新区平川经

济开发区和景泰工业集中区等,发挥甘肃省新型建材与建筑节能

重点实验室、甘肃省绿色建筑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科研优势力量,

重点开展新型墙体材料、装配式建筑、特种玻璃、高强水泥、陶

瓷等领域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推动新型建材产业补链延链强

链,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打造新型建材产业创新集群.

专栏１１　新型建材技术研发重点任务

　　１ 新型墙体材料.重点开展建筑垃圾、粉煤灰等建筑生活废物生产新型墙体材料综合利

用技术研发和应用,发展保温结构一体化墙体材料、防水密封材料、低辐射材料等高性能

材料.

２ 装配式建筑.重点开展适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混凝土制品及构件、钢结构构件,以及多

功能一体化墙板、楼板、屋面板、新型节能门窗等部品部件研发和应用.

３ 特种玻璃.重点开展光伏玻璃、药用玻璃等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应用低辐射镀膜玻

璃及板材、真 (中)空玻璃、光伏光热一体化玻璃及制品.

４ 高强水泥.重点开展新型干法水泥生产技术研发和应用,发展４２５等级及以上高标号

水泥、满足特定工程需要的高强低钙硅酸盐水泥、抗硫酸盐水泥、油井水泥等产品.

５ 陶瓷.重点推广应用以氮化硅、碳化硅和氧化锆等为主的高温结构陶瓷、新型铁电压

电陶瓷、透明铁电陶瓷、无铅压电陶瓷、工业理化瓷、生物陶瓷、半导体敏感陶瓷等.

４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依托兰州新区农副产品加工产

业园、兰州高新区九州现代食品加工产业功能区和沃德爱礼食品

产业园、白银高新区白银西区经济开发区、会宁工业集中区、景

泰工业集中区等,重点开展农畜产品、特色营养健康食品、乳制

品等领域生产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提升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

产业领域重点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能力,做好 “土特产”深加工

文章,促进食品加工产业迈向中高端,打造现代食品加工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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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区和高品质、生态型功能区.

专栏１２　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技术研发重点任务

　　１ 农畜产品.重点开展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研发,加快超微粉碎、微生物发酵、微波

膨化等新技术在小杂粮加工环节推广应用,建立健全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质量安全

标准.

２ 特色营养健康食品.重点开展特色新食品原料挖掘、有效成分提取、超高压加工、真

空冻干及精准营养供给等技术研发和应用,研发生产百合系列食品、电解质配方等非全营养配

方食品和真空冻干系列食品.

３ 乳制品.推广应用原料奶安全溯源管理技术,研发果味乳、功能乳、高档乳品等新

产品.

(二)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发展为抓手,发展壮大

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核产业、航空航

天、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技术、产

业、城市之间耦合联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生态链

在集群内有机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更好支

撑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１生物医药.依托兰州高新区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兰州新

区生物医药园区、白银高新区核心区和银西产业园、兰州经开区

机场北高新园区等,发挥动物疫病防控全国重点实验室、甘肃中

医药产业创新联合体、甘肃省动物用生物制品创新联合体、兰州

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等科研优势力量,重点开展现代中

医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化学药及制剂、医美健康等领域技

术研发和产业化,完善生物医药上游医药中间体、创新药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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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制剂等产业链,提高生物医药产业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借

助兰州医疗资源优势,围绕 “健康大脑”开展智慧医疗场景试

点.以兰白两区为核心,协同定西、陇南等地,打造特色鲜明、

优势突出的千亿级生物医药和中医药支柱产业集群.

专栏１３　生物医药技术研发重点任务

　　１ 现代中医药.重点开展中药提取物、现代中药制剂、中医药大健康产品等技术研发和

应用,推进中药材饮片、配方颗粒生产工艺及标准研究,支持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

２ 生物制药.重点开展流感、肺炎等人用疫苗,口蹄疫、非洲猪瘟等动物疫苗技术研发

与应用,加快多肽创新药开发,研制血液制品、血浆蛋白、血细胞组分制品等生物技术药.

３ 医疗器械.重点开展新型诊断试剂盒、快速检测试剂盒、生物芯片等新型体外诊断试

剂及仪器,钛镍记忆合金、智慧医疗仪器、体外医疗器械３D打印、生物反应器、大型诊疗装

备整机及核心部件等技术研发和应用,加快兰州重离子医用加速器产业化及应用示范基地项目

建设.

４ 化学药及制剂.重点开展高附加值关键药物中间体和高端原料药技术研发和应用,研

发干细胞器官再生药物、双特异性抗体药物、抗体偶联药物等新型单抗药物和大品种化学合成

创新药物,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５ 医美健康.重点研发以肉毒杆菌为核心的高端化妆品、药品,多肽药妆、胶原蛋白等

产品.

２新材料.依托兰州新区新材料园区、兰州高新区榆中和

平园区和定连园区、兰州经开区红古园区、白银高新区核心区、

银东工业园、白银西区经济开发区、白银平川经济开发区和刘川

工业集中区等,发挥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镍钴新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优势力量,重点开展先进有色金属材

料、先进基础材料、特种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等领域技术研发

和产业化,支持在兰州高新区建设新材料产业 (稀土新材料)技

术研究院,形成以基础材料、关键材料、前沿材料为主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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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创新集群.以兰白两区为核心,协同酒泉、金昌、嘉峪关等

地,打造西北新材料产业科创基地.

专栏１４　新材料技术研发重点任务

　　１ 先进有色金属材料.重点开展镍钴铜及其合金各种压延加工产品、管棒线等特种型材、

镍基钴基铜基等合金粉末材料、核能利用新材料、镍钴铜金属盐化工材料等技术研发和应用,

发展钛合金压延产品、贵金属加工产品和功能材料等.

２ 先进基础材料.重点开展高强度结构钢、先进制造基础零部件用钢、耐高温熔盐腐蚀

不锈钢等特殊工况环境使用产品、凹凸棒石等高性能黏土矿物功能材料、新型碳纤维材料、石

墨及炭素制品等技术研发和应用.

３ 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开展稀土功能材料,超疏水、疏油涂层材料,固体润滑材料以及

防腐、防污、防辐射等特种功能材料,文物保护材料、土壤修复材料、生态环境修复材料等技

术研发和应用.

４ 新能源材料.重点开展电池新材料、储氢材料、光热发电配套材料、核能配套材料等

技术研发和应用.

３新能源.依托兰州新区氢能产业园、白银高新区白银西

区经济开发区等,发挥甘肃省低碳能源化工重点实验室、甘肃省

新能源并网运行控制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太阳能利用重点实验室

等科研优势力量,重点开展新能源开发利用、储能、智能电网、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氢能多元化示范应用、回收再利用等领

域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形成以新型储能、动力电池、氢能等为主

的新能源产业创新集群.以兰白两区为核心,协同酒泉、张掖等

地建设绿氢生产及综合利用先行示范区,协同庆阳等地布局氢

能—多能互补综合能源示范区,支撑甘肃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

现代能源综合生产基地、储备基地和输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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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５　新能源技术研发重点任务

　　１ 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重点开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先进发电

及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 “太阳能＋”多能互补应用模式.

２ 储能技术.重点开展电化学储能、熔盐储能、大型变速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规

模化储能集群运行控制等技术研发和应用,鼓励不同类型储能技术示范应用和规模化开发,支

撑商业储能电站示范.

３ 智能电网.重点开展特高压输电、柔性输电、能源互联网、可再生能源并网与消纳等

技术研发和应用,加快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的电力系统安全防御及韧性提升、交互协同的智能电

力调度系统技术推广应用.

４ 新能源汽车.重点开展充电设施、储能电站、智能 (网联)汽车基础技术平台及软硬

件系统、线控底盘和智能终端等技术和部件研发.

５ 动力电池.重点开展储能电池、氢燃料电池、全固态电池、全钒液流电池和钠离子电

池等新产品技术研发和应用.

６ 氢能多元化示范应用.开展氢燃料电池整车示范应用,推进电解水制氢、液态阳光绿

氢、天然气管道掺氢、绿氢冶金、绿氢化工、加氢站等试点建设.

７ 回收再利用技术.重点开展退役风电机组回收再利用、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退役动

力电池回收再利用等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应用.

４先进装备制造.依托兰州新区装备制造园区、兰州高新

区雁滩园区和定连园区、白银高新区装备制造园、兰州经开区安

宁园区等,发挥甘肃省轨道交通装备系统动力学与可靠性重点实

验室、甘肃省节水灌溉技术与装备重点实验室、甘肃省能源装备

创新联合体等科研优势力量,重点开展智能化、低碳化、专业化

石化装备、新能源装备、轨道交通装备、现代农业装备、电工电

气装备、真空装备等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建设西部智能制造先行

区的核心承载区.以兰白两区为核心,协同天水、酒泉等地,打

造石化装备、轨道交通、电工电气等为支撑的千亿级先进装备制

造支柱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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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６　先进装备制造技术研发重点任务

　　１ 石化装备.重点开展高端智能钻采炼装备、海洋石油勘探配套装备、智能化系列快速

锻造装备、锻造工业母机装备、加氢反应器、大型千吨级高端炼油关键装备、精细化工装备等

研发和应用.

２ 新能源装备.重点开展风力发电装备、光伏发电装备、光热发电装备、氢能装备、新

能源输配电装备、生物质能装备等成套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研发和应用.

３ 轨道交通装备.重点开展大功率机车检修和大部件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与维

护等技术研发和应用.

４ 现代农业装备.重点开展制种装备、大型农用牵引装备、高效节水灌溉装备、农作物

干燥装备、耕种和收获装备、旱作农业农机装备、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及中药材加工机械等研发

和应用.

５ 电工电气装备.重点开展永磁电机、高端泵、数字电缆光纤、智能化输配电系列产品、

高端低压电器元件等研发和应用.

６ 真空装备.重点开展高性能真空获得装备、高端真空测试仪器、高端数控真空镀膜装

备、大型智能化真空炉装备,以及生物医药、食品卫生、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领域真空专用装

备研发和应用.

５核产业.依托兰州新区、兰州高新区等,发挥兰州重离

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甘肃核产业研究院、甘肃省核燃料循环技

术研发与核技术应用创新联合体等科研优势力量,支持中国科学

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兰州大学等单位牵头,联合中核兰州铀浓缩

有限公司、中核四○四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等单位,重点开展核燃料技术、加速器应用技术与装备、

中子技术、核电装备、同位素等领域技术研发,加快核技术和

装备在医学领域普及应用,拓展在工业、农业、生态环境、生

命健康等领域应用,延长产业链,打造核能核技术应用产业创

新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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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７　核产业技术研发重点任务

　　１ 核燃料技术.重点开展核燃料生产、高放废物处置等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相关装备

生产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２ 加速器应用技术.重点开展重离子微孔膜专用加速器及核孔膜系列产品、呼吸门控和

四维放射治疗计划系统、重离子三维适形照射治疗等技术研发和应用,支持辐射诱变育种技术

培育突变种质、新品种和新菌种.

３ 加速器装备.重点开展紧凑型注入器、超导同步环、超导旋转机架等新兴重离子治疗

关键装备研发和应用.

４ 中子技术.重点开展中子产生、中子束利用、同位素分离提纯、材料辐照性能测试与

评价、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中子源等技术研发和应用.

５ 核电装备.重点开展核电高端装备、核级特种材料、高性能热交换器等研发和应用.

６ 同位素技术.重点开展同位素合成及设备技术研发和应用,开展从乏燃料提取同位素

产业化示范研究,推动高附加值同位素在国防、工业、医药及科研领域应用.

６航空航天.依托兰州经开区安宁园区、兰州高新区定连

园区等,发挥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

公司、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等科研优势力量,重点开

展整机制造、航空航天配套产品等领域技术研发与应用,推进兰

州航天科技产业园建设,打造航空航天产业创新集群.

专栏１８　航空航天技术研发重点任务

　　１ 整机制造.重点开展民用轻型飞机、旋翼式无人直升机、民用无人机光电探测雷达等

技术研发和应用,推进商用无人飞行器、气象无人飞行器、单兵飞行器设计与集成制造,发展

轻型通用飞机、军民两用无人机、察打一体机等.

２ 航空航天配套产品.重点开展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电作动器、宇航装备等航空航天配

套产品技术研发与应用,研制生产民用卫星电推进系统、民用小型铷原子钟、民用压力容器.

７数字产业.依托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园、兰州网易联合

创新中心、甘肃鲲鹏生态创新中心等平台,重点开展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语言模型等数字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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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应用,加速数据产业发展要素积累,有序推进数字政府、数字

社会、“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

纽节点建设,统筹大数据基础设施布局,对接庆阳数据中心集群

“东数西算”产业园区、天水智能算力相关项目建设,大力发展

数据算力服务,有序承接东部算力需求.推进 “上云用数赋智”

行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多点产业

支撑、多业优势互补的数字产业化生态体系,促进数字技术与金

融、商贸、旅游、文化创意、专业服务等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

大数字内容产业,加快数字经济产业链和数字智能产业集群

发展.

专栏１９　数字产业发展重点任务

　　１ 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鼓励装备制造企业重点开展智能融合终端研发和应用,加快智

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建设,重点推进 “兰石云”、丝绸之路信息港工业互联

网等示范平台建设.

２ 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促进智能物流、智慧交通、数字金

融等发展,构建电子商务、物流服务、创新创业、环境能源交易等服务平台.

３ 培育数字内容产业.围绕文化、旅游、民俗、美食、电商等领域,开发运用短视频、
音频、虚拟现实、在线直播等新技术新业态,搭建短视频全流程生产线,推进 “短视频＋”
发展.

４ 布局大数据基础服务.发挥兰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平台作用,加快建设国家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大数据),融入国家 “东数西算”工程.推进中国电信兰州新区大数

据中心、中国移动丝绸之路西北大数据产业园、润泽国际信息港、飞天智脑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重点项目建设等.

８现代服务业.依托兰州新区、兰州高新区、白银高新区、

兰州经开区以及兰州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等,重点推

进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科技服务、文旅融合等服务业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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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互联网＋文化＋旅游”创新融合发展新模式,加强网络

化、个性化、虚拟化条件下服务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促进技术

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融合,驱动经济形态高级化,将兰白两区建

设成为西北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新高地.

专栏２０　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任务

　　１ 现代物流.重点开展多式联运、保税物流、商贸物流、仓储物流、冷链物流等方面技

术研发和应用.

２ 文化创意.重点开展数字内容开发、视觉设计、策划和创意服务等工具与系统研发和

应用,开发数字文化创意产品等.

３ 科技服务.加快科技资源共享、科技资源数据分析、科技信息服务、科技咨询服务、
科技情报服务、创新创业科技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研发和技术服务、技术成果交易服务等科

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４ 文旅融合.建设生态旅游产业集群,打造集休闲、健身、观光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
推进兰州新区西岔园区陈家井村乡村振兴文旅项目、史喇口村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创建项目、
榆中县李家庄田园综合体项目、兰州石佛沟生态旅游示范区等建设.

５ 共建黄河风情旅游带.加快打造兰州至白银旅游廊道,积极推进沿黄旅游公路建设,
推进花村顾家善、青城古镇等黄河风情线提升改造.

(三)谋划布局未来产业.

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坚持以场景示范带动产业发展,支

持兰白两区依托重点创新平台建设,开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和重大引领作用的未来产业自由探索研究,重点围绕基因编辑、

合成生物学、生物制造等未来生命健康产业,人工智能、AR/

VR、机器人＋等未来智能产业,先进核能、绿氢、战略性储能

等未来能源产业,新型核工程专用材料等未来材料产业以及宇航

科学等,前瞻部署一批战略性、储备性技术研发项目,将产业链

触角延伸到人工智能、算力大数据、专用新材料、氢能等未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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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力争形成一批突破性研究成果,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培

植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增量.

专栏２１　未来产业技术研发重点任务

　　１ 未来生命健康产业.探索开展基因编辑、病原体快速鉴定和短期规模化检测、科学追

踪溯源等技术研发,加快细胞治疗、基因治疗、康养产业等相关技术产品研发,推动合成生物

技术在创新药研发、医美产品研制、生物可降解材料、生物制造菌种构建、酶制剂创制等领域

应用转化.

２ 未来智能产业.重点开展超大模型智能计算技术研发和应用,探索布局人工智能＋药

物研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深度融合发

展,开发为科学服务的基础性工具.

３ 未来能源产业.重点开展商业化先进核能、绿氢 “制储输用”、战略性储能技术,以及

新型小堆和超高温气冷堆装备研发和应用,推进核能小型化技术验证,探索开展多能融合示范

应用.

４ 未来材料产业.重点开展极端环境纤维材料、新型核工程专用材料等技术研发和应用.

５ 宇航科学.基于新一代宇航动力技术物理基础,探索开展适用于空间动力、物理场探

测新原理和空间高效能源转换机理等研究.

五、体制机制改革深化行动

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双轮驱动”,谋划出台相关配套

政策措施,强化重大改革举措联动,统筹规范管理,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服务保障,鼓励先行先试,率先从体制机制上实现突

破,加快推进兰白两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深化园区协同创新发展改革.

坚持兰白自创区和兰白试验区 “双区联动”,促进兰白两区深

度融合发展,打造区域创新共同体.探索推行 “管委会＋开发运

营公司”园区发展模式,全面落实 “七个直通”机制,创新运用

产业共治委员会、业界共治理事会、协同创新共同体等组织形式,

—７３—



构建法治化、共治化、技术化、便捷化治理体系.探索高新区、

大学科技园等与各类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机制,引

导园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供需信息共享互通,增强园区承载功能.

(二)开展先行先试政策试点改革.

对标中关村国家自创区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的若干措施,积

极争取在兰白自创区开展先行试点,逐步在兰白试验区内推广.

学习借鉴上海浦东新区在改革系统集成、制度型开放、高效能治

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推动兰白两区政策联动互补,实现政策叠

加贯通.深入落实 «甘肃省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支持在培育创新主体、推进 “三制”(全员聘任制、绩效考核制、

薪酬激励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开展改革试点,形成一

批更具普遍性、体现兰白两区特点的创新做法并推广应用.

(三)推进科技项目管理模式改革.

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构建发展目标牵

引、重大任务带动、创新能力支撑的科技创新体系.完善科技部

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园区管委会间的会商机制,共同凝练科技需

求、共同设计研发任务、共同组织项目实施.调整项目形成机

制,推动重大研发任务更多由产业界出题,自上而下 “张榜招

贤”.优化项目团队遴选机制,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经理人制度和

“业主制”试点,推行公开竞争、定向委托、揭榜挂帅、赛马制

等方式.健全科技决策与咨询服务体系,建立常态化企业技术创

新咨询机制,提升企业家、产业专家在重大科技项目立项中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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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度和话语权.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容错免责机制.推动构建完备

有效的科技伦理治理制度.

(四)加快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改革.

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健全科技成果分

类评价体系,引导科技成果向转化应用聚焦.充分发挥甘肃省科

技成果转化 (交易评价)综合服务平台作用,引导区内高校、

科研院所和园区加快建设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科技成果中试工

程化服务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等,鼓励园区积极创建国家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健全成果转化收

益、专利授权收入分配机制.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

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依托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高

价值专利转化产业园等平台,打造知识产权服务综合体.建设高价

值专利培育中心和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立财政资助科研

项目形成知识产权的声明制度,完善重大项目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

专栏２２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重点任务

　　１兰白两区建设主体充分行使所赋予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全面落实计划直接上报、

项目直接申报、财政直接结算、经费直接划拨、用地直接报批、证照直接发放、统计直接报送

“七个直通”机制.

２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 “企业＋
研发基地＋研发方向＋产业”的科技研发体系.

３创新尽职免责机制,对处于研发阶段、缺乏成熟标准或暂不完全适应既有监管体系的

新兴技术和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４健全符合单位、科研人员、技术转移机构等各方利益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探索

专利授权收入转化为股权、期权、债权等收益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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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开放合作水平提升行动

充分发挥兰白两区区位、产业、资源等综合竞争优势,坚持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面向全国拓展创

新发展新空间,不断打破区域间人才、技术、资金与信息流动壁

垒,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创新与合作发展.

(一)共建多层次国际科技合作渠道.

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支持兰白两区深度参与 “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面向重点国别、重点方向、重点领域开

展合作交流,打造 “一带一路”开放合作新高地.鼓励区内科技

领军企业在境外创新资源丰富城市共建或者自建技术研发中心、

企业孵化器、离岸创新创业中心等.支持国内外一流科研机构和

大型企业在兰白两区设立或共建分支机构、研发中心、产业研究

院等,共同参与承担科技计划项目.鼓励区内企业积极拓展新兴

市场,开展产业链合作、跨国并购、数字贸易,扩大高新技术产

品和服务输出.

(二)加强东西部区域创新合作.

深化甘肃兰白—上海张江科技创新结对合作.主动加强与国

家相关部委间的工作会商,积极争取对兰白两区的平台、项目和

政策支持.持续加强与其他省份国家自创区间的合作交流,面向

更大范围拓展东西部科技合作渠道,引导先进生产要素向兰白两

区流动.探索项目引进、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利益分配新模

式,创新 “飞地经济”合作机制.充分发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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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甘肃研究院等平台作用,高标准、前瞻性谋划开展项目咨询研

究.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等区域的

产业、科技对接.推动与兰西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成渝城

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融合发展,在招商引资、品牌输出、产业

转移等方面实现共建共享.

(三)辐射带动省内区域协同发展.

紧盯构建 “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聚力强化兰白两区创

新极核功能,辐射带动全省协同联动发展.支持兰州新区、兰州

高新区、白银高新区、兰州经开区探索建立协同创新和利益共享

模式,通过一区多园、合作共建、异地孵化等方式,跨区域配置

创新要素,加强区域间资源统筹、创新合作与产业配套,高质量

推动融通创新发展.发挥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对外开放平台功

能,鼓励兰白两区外贸市场主体通过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开展业

务.鼓励各园区探索资源共享与利益平衡机制,示范带动全省及

周边区域发展.

专栏２３　提升开放合作水平重点任务

　　１加快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疾病联防联控、新型兽用药物研发、药用植物资源发

掘利用与共享平台建设、动物遗传资源综合利用共同体构建、绿洲生态系统建设、旱地节水农

业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的项目合作.

２不断探索形成 “张江企业＋兰白资源”“张江总部＋兰白区域”“张江产品＋兰白市场”
“张江研发＋兰白转化”等创新合作模式,吸引上海张江有关企业在兰白两区设立研发中心、
经营分部等.

３鼓励园区开展东西合作和南北互动,优化异地孵化、伙伴园区等多种合作机制,推进

陇粤共建 “大湾区兰白自创区中医药创新发展示范区”.

４加大对产业转移重大项目建设的土地、融资等政策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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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资源要素配置优化行动

围绕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统筹优化研发载体、资本、

技术、基础设施、数据等相关要素资源配置,以开放共享为理念

输出专业化和生态化创新创业服务,健全完善高效协同的一体化

工作推进体系,促进区域间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夯实

科技创新基础支撑,形成全链条、全方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

务共享体系,营造优质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一)加强创新创业服务载体建设.

支持兰白两区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

等全链条发展,构建 “创业苗圃＋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

产业园”孵化培育模式,强化产品研发、工业设计、小批量试

制、中试熟化、检验检测等功能.支持龙头企业依托科技设施、

产业生态、数据信息、场景应用等资源建设专业型孵化器.围绕

兰白两区关键产业领域,支持科技领军企业、高水平科研机构等

组建一批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新型研发机构和以技术转移转化为

目标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提升现有大学科技园运营服务能力,支

持区内高校申建国家和省级大学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等.鼓

励高校建设 “微型硅谷”等创新创业平台,在项目资助、培训、

创业导师备案等方面给予支持.

(二)强化科技投融资体系建设.

发挥兰白基金和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的引导作用,助

力兰白两区产业发展.探索 “债权融资＋直接投资”的投贷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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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式,推动政府政策支持和银行融资服务联动.探索完善

“项目引进—国资引导—项目落地—国资退出、社会资本接入—

国资支持新项目”投资闭环模式.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区内设

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或科技支行,引导金融机构根据不同发展阶

段的科技型企业的不同需求,优化产品、市场和服务体系,为科

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引导开发

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的融资支持.把支

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形成以股权投资为主、

“股贷债保”联动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充分利用好科技创新公

司债券 “绿色通道”,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发行科技创新

公司债券进行融资.加强科技创新评价标准、知识产权交易、信

用信息系统等建设.加强上市企业培育库建设,支持有条件的企

业上市.优化科技创新券支持范围,与保险机构共同开发 “科研

保”等产品.

(三)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加快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强化全省 “三廊六通道”综合立体

交通网主骨架建设对兰白两区的支撑带动作用,聚焦 “１小时”

核心经济圈,推进公路 “外联内畅”、铁路 “补网提速”、机场

“扩容延伸”,构筑以兰白和兰州新区为中心的 “环线＋放射线”

轮辐状路网.持续推进兰白两区交通、电力、通信、标准化厂房

以及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与升级,完善金融、保险、通讯、物流等公共配套服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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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优先实施与企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园区基础设施项目,探索投

资建设关键性应用场景基础设施.加强新技术基础设施和算力基

础设施建设,支持在兰白两区投资建设高速信息通信网络、工业

互联网、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统筹保障

２４个分园 (区)建设用地指标,依法依规推行 “标准地”出让、

工业用地弹性出让模式.积极推行绿色低碳建材和绿色建造方

式,在园区探索开展超低能耗建筑试点项目,打造绿色工厂、智

能工厂、数字园区等.

(四)推动生态环境共建共治.

积极落实 «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

构建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形成区域

生态环境联防共治新机制.在黄河流域 (甘肃段)布局建设科技

支撑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创新带,基本形成以兰州、白银为中

心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合力开展流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及地

质灾害防治,构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体系.加大防护林带建

设、大气污染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力度,健全兰白一体化的大气

环境监测预警网络及水土流失防治联动协作机制,建设沿黄河生

态走廊和城市生态屏障.整合兰州、白银两地监测信息资源,建

立统一规范的资源环境生态监测网络和信息平台.建立健全 “政

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 “三废”污染防治

体系,推进园区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五)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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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兰白两区军工力量集聚、军工技术密集优势,建立军政

企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共同实施军民两用技术攻坚行动,夯实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基础.紧盯核科学技术及相关交叉前沿、新材

料制备理论等领域,开展航空航天专用设备、生物安全风险防控

等原创性引领性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核、航空航天、新材料、电

子等重点产业发展,持续优化军民融合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环境.

建立健全军地需求对接机制,加强全省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心管

理,支持科研院所和民口单位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实现军民

用技术成果双向转化应用.

(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加强营商环境制度集成创新,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营造

公平法治便捷透明的市场环境.加快推进园区政务服务数字化,

采取联审联批、容缺审批机制,推动更多高频事项集成办、异地

办、掌上办,做实 “甘快办”特色品牌,持续提高行政效率和服

务效能.设立 “企业家交流日”,建立走访调研、问题研判、情

况分析等助企闭环服务模式.健全深化税费优惠政策直达快享工

作机制,完善 “陇税雷锋”全员帮办,持续开展 “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继续对兰白经济圈涉税业务通办事项进行扩围.充分

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纽带作用,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联系重点非公企

业和商协会工作制度.探索科技招商新路径,通过招企业、招平

台、招技术、招成果,吸引科技人才和创新资源向兰白两区

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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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４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重点任务

　　１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对现有新型研发机构进行绩效评估,评价前５名的每家最高

给予２００万元的奖励.到２０２７年,组建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新型研发机构不少于３家,培育

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３个以上.

２探索开展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推广企业创新积分贷等科技金融产品.

３鼓励兰州市政府、白银市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建立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奖励机制,
引导 “金融顾问”为区内科技型企业融资提供指导.

４持续深化与各商业银行合作,用足用好投联贷、人才贷、科技贷、科创云贷等信贷金

融产品.

５择机启动兰州站至中兰客专联络线建设,形成互通互联、衔接换乘、安检互信的兰白

都市圈轨道交通环线.

６推进中川国际机场三期、兰州国际班列集结中心、兰州中欧回程班列分拨中心等交通

项目建设,高标准打造兰州中川综合客运枢纽,建设外畅内联的航空枢纽一体化示范工程,用

足用好中川国际机场 “第五航权”.

７依托兰州空港、陆港,打造国际性货运枢纽港站,提升甘肃省物流中转集散组织作用

及辐射能级.

８建设园区１５分钟生活圈,加快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中低运量系

统及其他公交方式为补充的多模式、一体化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形成级配合理、接入顺畅的路

网系统.

９加快推动兰州新区化工园热电联产项目、化工园热电项目 (二期)建设,支持兰州高

新区部署实施一批智能化改造、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推进兰州经开区电力产品制造基地项目落

地,推动白银高新区科创城综合开发项目、银南工业园 “标准地”土地整理项目建设等.

１０推动工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引导高耗能行业、高耗能领域企业,建设绿

色技术验证中心、绿色技术创新中心、绿色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

１１开展气候环境与水资源变化、水源涵养、沿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质提升等问题研

究,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

１２建立资源环境联合管控机制,综合管控兰白两区生态环境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加大重点污染物排放减量置换.

１３推动军民科研资源统筹、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支持国防科研单位在不涉密条件下

加入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

１４落实投资项目信用承诺制,推进企业投资工业项目 “标准地”改革.探索建立企业自

验收承诺制、项目建设条件和管控要求清单制.

八、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协同推进任务落实,强化资金保障,完善监

督考核,建立调度机制,理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服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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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服务水平,为兰白两区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兰白两区建设领导小组充分发挥组织领导作用,全面指导规

划纲要实施工作.兰白两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有关工作协

调和督促落实.兰州市、白银市健全市级兰白两区建设工作推进

机制,充实工作专班力量,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各项工作.

(二)突出协同推进.

兰州市政府、白银市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是规划纲要实施

主体,兰白两区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要积极协

助、支持配合做好规划纲要实施工作.兰州新区、兰州高新区、

白银高新区、兰州经开区管委会要切实履行建设主体责任,按照

职能职责加强纵向对接和横向联动,建立重点项目工作台账,细

化政策措施,压茬推进工作落实.兰州市政府,白银市政府,兰

州新区、兰州高新区、白银高新区、兰州经开区管委会应加强环

境监测预警,严把环评审批关,保障优质项目落地.

(三)强化资金保障.

强化财政科技投入保障,优化财政科技投入方向、结构和支

持重点.鼓励兰州市、白银市、兰州新区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加大对兰白两区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多措并举鼓励区内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助力科技创新.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在现有

园区投资建设、运营特色产业园等.

(四)完善监督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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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园区强化数据统计,加强园区基层统计队伍建设,规范

数据审核、汇总和上报,定期发布统计调查报告.加强对规划纲

要实施的组织、协调和督导,对重点任务开展常态化调度.建立

健全规划纲要实施监测评估、考核监督机制,鼓励开展第三方评

估,强化监测评估结果应用.

(五)加大宣传引导.

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倡导企业家精

神和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鼓励科学探索的良好氛围.充分利

用各种媒介,强化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加大对规划纲要及相关

创新政策的宣传解读,加强对创新型企业、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和

典型创新创业人才的宣传,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改革举措,

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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