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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视角也开始关注技术
创新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并逐步形成新的技术创新观念和理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除了经济
效益外，还必须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人的发展同时纳入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中，用生态化的技
术替代传统的技术，并实现技术创新的商业价值。

　　企业创新应当以增强核心竞争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为导向。
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国家竞争力，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学习（包括模仿、创新以及组织
和制度变革）的结果，学习和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了企业、组织、地区和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和持久的竞
争力。

　　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把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作为提升传统
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心环节，在优势资源开发领域取得一批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和产品，解决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支持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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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三八”红旗手、青海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从事科技与生态经济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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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优势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专项青海的目标是：打好煤炭资源勘查攻坚战，加快铁、铜镍、
铅锌、金等优势矿产的评价和勘探，加大钾盐矿勘查力度，加强与大企业大集团的合作，实现强强联
合，促进青海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
　　重点支持盐湖资源、锶资源的精深加工技术；化石能源勘探、开发利用的新技术，矿产资源环境
友好型开发技术，为实现产业化打开技术通道。
攻克一批制约青海省优势矿产资源勘查及合理开发利用的关键技术，积极推进优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式的转变，提高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和利用效率。
一是积极创造提升相关企业创新能力的平台和条件。
青海省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科技部评审、批准，成为青海省第一个国家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联合盐湖地区的企业和省内外的高端科技力量，促成建立了“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形成了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机制。
科技部批准海西州成为青海省第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二是重点开展了联合法制取硼酸、碳酸镁及硫酸钠、水氯镁石与废硫酸制取硫酸镁与盐酸等关键技术
研究，为青海省盐湖资源综合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盐湖水氯镁石制取氢氧化镁及高纯镁砂等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为10万吨高纯氢氧化镁项目开工建设
提供了技术保障，推进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进入了新阶段。
三是为了加快推进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盐湖新材料产业的发展，积极组织申报了“盐湖镁材料开
发关键技术研究”和“柴达木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两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项目依托百万吨钾肥综合利用一、二期工程，开展关键配套工程技术的开发，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带
动下游产业发展。
四是利用项目组织中科院的专家开展了“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产业集群发展中重大战略问题研究”
。
　　2010年，在优势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专项的引领下，提出了构建“大地质大矿业”新格局--青
海推进矿产资源整装勘查。
整装勘查的主攻地区为“四带一区”，划分了9个重点规划区和31个重点勘查区，其中I类重点勘查区9
个，II类重点勘查区22个。
根据青海主要成矿带区域地质、矿产、物探、化探、遥感等基础资料信息和优势矿产的成矿地质背景
、区域成矿规律及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形成条件，结合交通、工作环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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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与进步，面对科技创新理论与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的新成果与
新行动，在不断感受到获得最新信息的欣喜的同时，也感受到与日俱增的压力——近年来，国内外关
于科技创新与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科技创新指标体系的研究，不仅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与借鉴，
汲取精华，更需要我们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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