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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000年末，四川省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四川省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战
略目标已经实现。以此为标志，四川的扶贫开发进入一个稳定解决低收入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新的历
史阶段。2000年四川省加大对11个贫困县的扶贫工作力度，向地处三个民族自治州的11个县安排扶贫
资金22490万元，另安排19225万元资金到三州，重点倾斜到11个贫困县。同时加大形象扶贫、移民扶
贫、牧区扶贫和教育卫生扶贫力度，安排资金1个多亿。2000年，四川省还加强了另52个已经基本脱贫
县的温饱成果巩固工作。 （高技术产业发展）2000年，四川省新兴高技术产业迅速崛起，产业规模不
断壮大，产生了一批科技含量高、产品适销对路、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和产品，初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
、生物及制药、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全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678家，年产值超亿元的高新技术企
业70家，“九五”末，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值500亿元，创利税80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9亿
美元，高技术产业效益显著，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达35%。四川省
高技术产业出现了国有、国有控股、集体、股份、三资等多种经济成分的高技术企业齐头并进的新局
面，推动了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的创新，高新区正在成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九五”期间，成
都、绵阳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德阳、乐山、自贡三个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2000年，成都、绵阳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分别达到123亿元和174亿元。四川省高技术产业尽
管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处理初创阶段，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四川省高技术产业
发展，以增强综合实力为目标，重点加强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电子信息产业是四川省的“一号工程”
，重点发展通信产品、软件、新型元器件及数字化视听产品的产业化。突出加强国家级的信息安全产
品产业化基地、西部软件产业化基地、集成电路设计基地、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结合四川
丰富的基因资源及生物技术优势，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基因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等，重点加强生化
制品、重组疫苗、基因工程药物、转基因新品种、现代中药产业化、抗癌、心脑血管生化药物、无公
害生物农药等的产业化。充分利用四川省在新材料领域拥有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重点在生物材料、高
性能钒钛材料、特种工程材料、高技术陶瓷粉体、高纯金属、稀土功能材料、半导体材料、高性能精
细化工材料及产品方面实施一批产业化示范工程。 按照“总体跟进、局部突破”的原则，四川省集中
力量加强十类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建设。（1）高速信息网络及设备；（2）软件开发及基础建设；（3
）微电子芯片设计及加工；（4）数字化视听产品；（5）年产1000吨多晶硅高技术示范工程；（6）钒
钛资源综合利用；（7）稀土开发及利用；（8）功能及纳米材料技术产业工程；（9）生物技术与创新
药物；（10）现代中药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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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0-2001中国中西部地区开发年鉴》是一部权威的中西部开发写真，它以高层次的编委队伍和遍布
中西部开发第一线的特约撰稿人组成基本作者阵容，构成了由权威人士采用权威资料编写权威性年鉴
的基本特点。是一部全面反映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和综合性工具书，多年来得到了广
大读者的关心和厚爱。《2000-2001中国中西部地区开发年鉴》要继续为宣传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出新
的努力，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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