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抓好集成创新综合体建设。在长春
高新北区规划建设吉林省集成创新综合体，
为吉林省优势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与系统集成创新搭建平台。

□ 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汽车、
化工新材料、碳纤维、光电子、生物制药等
不同优势领域组建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0个，支持省级联盟建设项目 120项。

□ 建设吉林省科技大市场，努力打造
成东北技术转移中心，具有“交流交易、整
合共享、融资孵化、对接服务”四大功能。

□ 抓好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园
区） 建设。围绕光电子、现代中药等领域，
建 设 高 新 技 术 特 色 产 业 基 地 （园 区） 18
个，投入经费 1.194 亿元。基地 （园区） 内
共有企业 1600 余户，培育创新型科技企业
43户，培训农民近 2万人次。省级以上科技
平台 245 个，获授权专利 2000 余项，发表
论文近 100 篇，获软件著作权 300 余项，制
定各种标准 70 余个，引入示范动植物新品
种 119个。

□ 培育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孵化器
34 个，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9 个；拥有大学
科技园 6 个，其中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3 个。
累计孵化企业 3400 多家，现有在孵企业
1625 家，累计毕业企业 1185 家，留学归国
人员领创办企业 318 家，吸引了 589 名留
学归国人员和 2600 多名科技人才在孵化器
中创业。

□ 抓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设立省医
药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推进中药材大品种开
发，医药产业连续 5年保持近 30%的增速。

为全面振兴提供创新动力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客户为中心，
紧紧抓住市场需求，大力实施自主创新和“走出
去”战略，引领中国轨道客车装备制造业实现由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2014 年，
公司的销售收入再创新高，成功跨过 300 亿元
大关。

公司建设了以国家轨道客车系统集成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为核心，以高速列车系统集成国家工
程实验室为保障，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为支
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轨道客车技术创新体系。
搭建了高速动车组、城市轨道车辆及基础研发技
术平台，使我国轨道客车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了高铁核心技术由“国产
化”向“自主化”的转变。

公司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累计实现出口签约
轨道车辆 5200 多辆，出口签约额超过 58 亿美
元。巴西里约地铁和 EMU 项目，经受住了举世
瞩目的第 20 届足球世界杯的运营考验；香港项
目的高品质运营，为公司赢得了 2000 万港元的
额外奖励；美国 284 辆波士顿地铁项目的签订，
使公司成为中国唯一登陆美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
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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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吉林省科技创新取得长足发

展。但是与其科教、人才资源大省的优势相

比，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特别是与

其他发达省份相比，还存在差距和不足：科技

成果产出能力、科技成果熟化能力、科技成果

转化能力不足；科研基础设施、公共技术服务

条件、技术市场和孵化器对科技成果转化的

支撑不强；资本驱动力不够大、人才结构还不

够合理、激励政策不配套、部分产业配套环节

存在缺失。

创新从转变思路开始。吉林省对此提出

了以“三个转化”为主线、“六个重在”为具体

部署的科技工作总体思路。

其中，“三个转化”指推动企业难题向科

技攻关转化、科技攻关成果向中试成果转化、

中试成果向产业化转化。具体思路为：突出

抓好重大专项等科技计划项目的设计和谋

划，以项目带产业，系统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实行政产学研用联合研发和试验，加大中试

工作力度，鼓励各级政府用基金以股份制形

式加大投入，滚动发展；鼓励产学研用等单位

共同投资兴办创新型企业，提升科技成果产

业化水平。“六个重在”指以项目为核心，重在

选择。选择重点包括：可转化的科技项目，得

到国家支持，在省内具应用前景的科技项目

等；以政策环境为导向，重在落实。激发更多

的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以科技基地、园区为载

体，重在特色；以科技平台、中介服务为纽带，

重在建设；以体制机制为突破，重在实效。形

成“企业主动加大投入、民间资金涌入、银行

担保抢入”的局面；以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为目

标，重在协同。让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相信这一思路将促进吉林省创新能力的

活跃和提高，促进其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水平。

创新从思路开始

□ 张蔚蓝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CRHCRH350350型动车组型动车组。。 （资料图片）

王立军院士长期从事激光技术等领域的基础
及应用研究工作。他带领其研究团队，从理论上
阐明了瓦级大功率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运作的可
行性，提出了多增益区等新结构和设计理念，攻克
了芯片制作、器件封装等系列关键技术，于 2004
年在国际上首次研制出瓦级连续输出单管垂直腔
面发射激光器。随后又提出了张应变宽带隙势垒
背面衬底发射的新结构和设计思想，于 2011 年研
制出 92 瓦脉冲单管激光器，提出并实现了高功率
激光面阵与其衬底材料制成的微透镜面阵单片集
成，使激光光束质量获得成倍改善。

王立军院士及其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发出长寿
命边发射无铝量子阱高功率激光器，取得了多项
国内同期最好成果。提出了四种半导体激光合束
结构和方法，研制出千瓦级高光束质量高功率密
度半导体激光系列光源，在多个领域获得重要应
用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王立军院士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一等奖 3 项；发
表 SCI、EI 论文 264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39 项。
2004 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3 年 12 月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华民

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古人讲过‘富有之

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历代先贤卓越的发现、发

明与创新可谓灿若星河。只有积极提倡和发扬全

民族的创新精神，挖掘不竭的创新动力，才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始终坚持自主创新这一发展战略，特别

是近几年，进一步强化了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究，

通过自主创新牢牢地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了公司

在轨道客车制造领域的控制权和话语权。这也是

我们今后继续成长的根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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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2014年，吉林省加大科技创新驱动

玉米深加工产业转型升级，围绕玉米淀
粉深加工、酒精精深加工和玉米秸秆生
物转化三大产业链，建立企业技术研发
中心，在玉米深加工关键技术方面取得
突破性进展，开发出一批高附加值的玉
米深加工产品。同时，吉林省承担的国
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中“东北平原中部

（吉林） 春玉米水稻持续丰产高效技术
集成研究与示范”等 3 期课题成效显
著，创造 4 项纪录。其中，桦甸市民隆
村百亩连片全程机械化玉米超高产田平
均亩产达 1216.6 公斤，创造了湿润区雨
养条件下我国春玉米亩产超吨粮的最高
产量纪录；农安县靠山镇东排木村建设
的玉米超高产田，实收亩产达到 1186.1
公斤，实现了半湿润区雨养条件下亩产
超吨粮的历史性突破。

二、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
能力

2014年，吉林省继续加强科技计划
项目谋划与实施，安排科技计划项目
2128 项，投入经费 73615 万元。其中，
基础研究计划投入经费 2204 万元；科
技攻关计划投入经费 14356 万元；科技
创 新 与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计 划 投 入 经 费
38100 万元；科技引导计划投入经费
3805万元；科技创新人才培育计划投入
经费 1450 万元；科技条件与平台建设
计划投入经费 3000 万元；科技创新研
发与中试中心建设项目投入经费 5200
万元；医药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投入
经费 5500万元。

为解决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
共性问题，吉林省持续实施“双十工
程”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攻关项
目。目前共实施六批“双十工程”项目
134 项，投入财政经费 10.11 亿元。取
得了一批原创性科技成果，其中授权专
利 329 项 ， 各 类 标 准 、 生 产 规 范 198
个，审定动植物新品种 34个，获得植物
新品种权 11 个，取得药品生产批件 5
个、新药临床批件 4 个、临床受理通知
书 4 个，发表论文 452 篇，创造了较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销售产值 670

余亿元。
2014 年，研究确定 13 个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备选项目，拟投入经费 1.24 亿
元；研究确定 14个重大科技攻关备选项
目，拟投入经费 3600万元。

三、促进科技成果就地
转化

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中试中心建
设。自 2013 年起，首批组建了 8 个科技
成果转化中试中心，投入资金 6150 万
元。目前中试中心建设均处于设备选
购、安装过程，部分单位的主要设备已
完成安装。

实施“两所两校”（吉林大学、东
北师范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中科
院长春应化所） 科技成果转化。省政府
分别与“两校两所”共同出资 2.7 亿元
成立“两校两所”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其中，省政府出资 2.25 亿元，“两校两
所”共出资 0.45 亿元。首批基金省政府
出资 1.2 亿元。初步确定支持长春希达
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超高密度 LED 显示
屏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等 12 个“两校两
所 ”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试 点 项 目 ， 带 动

“两校两所”投资 2400 万元，企业投
资 4 亿元。目前已启动第二批“两所五
校”科技成果转化试点工作，初步推荐
长春理工大学的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等
20个项目。

建设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园区） 是加快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及产
业化、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
进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集 群 化 的 重 要 途 径 。
2014 年，计划投入经费 4940 万元，支
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围绕高
新领域、农业领域、医药领域组建了 17
个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园区）。

通过孵化和培育，企业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14
年，认定 （复审） 高新技术企业 139
户，目前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303 户；新
认定吉林省创新型科技企业 31户，目前
共有创新型科技企业 214户。

四、制定和落实科技政策
不断完善激励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出台 10 余个文件，就加速成果转化、

促进产业发展、规范科技立项等提出了
一系列具体措施。

扎实推进各项科技政策落实，举办
企业科技创新政策培训班，建立全省科
技创新政策咨询服务站，创建“吉林省
科技创新政策信息网”，进一步强化对
科技政策的宣传，推进各项政策的落
实。自行设计、开发了吉林省科技发
展计划项目信息系统。实现了管理手
段从传统手工方式到利用电子信息系
统的现代化管理方式的转变，科技计
划项目管理全过程网上 （内网） 公开透
明运行，项目初评主要采用“网上评
审”；项目会议终审采用“异地视频答
辩评审”。

五、建设科技创新平台
2014年，吉林省加强省级重点实验

室建设，共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 11 个，
投入资金 500 万元。组织相关领域学术
专家和管理专家，加强省级实验室的跟
踪检查、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合
并、淘汰、重组水平低、运行差的重点
实验室，对优秀重点实验室给予持续支
持。加快推动省级创新中心建设与发
展，新组建计量检测、分析检测等公共
检测服务平台 9 个，依托中科院长春应
化所、吉林动画学院新组建省级产学研
合作示范产业基地 2 个。推动省级科技
创新中心持续发展，给予 34个省级科技
创新中心补助资金，促进提升科技成果
转化能力及研发水平。坚持加强建立院
士工作站建设，以企事业单位为依托，
组织相关专业高层专家，形成合力，承
担具体攻关和研发任务，充分发掘院士
工作站功能，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新筹建院士工作站 3个。

2014年，吉林省全年共登记科技成
果 705 件，发放科技成果登记证书 3500
余份。截止到 2014 年 6 月 13 日，全省
共受理审查新专利申请 3556 件，共签
订各类技术合同 2035 份，实现技术合
同成交额 20.68 亿元。2014 年，评选出
吉林省自然科学奖、吉林省技术发明
奖、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含吉林省
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 和吉林省国际合
作奖 288项。

(以上数据由吉林省科技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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