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期间，吉林省科技整体水平

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科技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指数连续 3年跻身全国前 10位。

□“吉林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吉

林省在高新技术、通信产业、装备制造和航天

信息产业研发等方面进入全国乃至世界的先

进行列。

□ 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现代农业等多

个重点领域实现新突破。

□ 重大科技专项的创新驱动导向和杠杆

撬动作用更加凸显。

□ 吉林省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增

加到 5 个，开发区主营业务收入近万亿元。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 342 户；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从“十一五”末期的 263.99 亿元跃升到 548.11

亿元；信息产业、医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新兴

产业增加值也分别从 75.90 亿元、218.83 亿元

和 320.69 亿元增长到 129.73 亿元、502.26 亿

元和 600.29亿元。

□ 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数量增至 16

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增至 37个。引进俄

罗斯农业科学院、白俄罗斯科学院等单位技术

专家 14 名。组织 30 余名发展中国家青年科研

人员来吉林省进行农业技术培训。

□ 中药产业优势突出，主要经济指标连

续 10 余年居全国首位。作为吉林省支柱产业

之一的医药健康产业，“十二五”期间，吉林省

医药工业总量一直居全国第 5 位，中药产业优

势尤为突出，主要经济指标连续 10 余年居全

国首位。

吉林省深入贯彻中央“五大发展理
念”，突出创新载体，紧紧围绕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整体水平开始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
转变，吉林省着力提高科技创新供给的质
量和效率，展现科技创新在供给侧改革中
的独特魅力，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
连续 3 年跻身全国前 10 位，全省科技创新
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4 年 全 社 会 研 发 经 费 为

130.7243 亿元，上年为 118.2863 亿元，研
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0.947%。

2、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数
2014 年全社会研发全时人员（R&D）

77306人年。
3、专利授权量
2014 年专利授权量总计 8878 件，比

上年多 2182 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2.8件。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5 年就确定了重大科技攻关和成

果转化项目 26 项，投入经费 1.61 亿元。支
持重大科技攻关招标专项 66 项，投入经费
4570 万元。“十二五”期间，累计实施 7 批

“双十工程”重大科技攻关和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立项 160 项，投入总经费 11.72
亿元。

2、平台建设
吉林省《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建设

发展规划》获批，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落
户吉林，标志着吉林省科技大市场建设工
作上升为国家布局。新建 12 个省级中试
中心，投入经费 1.08亿元。

全省 20 个院士工作站、20 个省级科
技成果转化中试中心、62 个科技企业孵化
器（其中国家级 19 个）、30 个省级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18 个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园区）（其中国家级 6 个）、33 个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其中国家级 10 个）、5 个产学研
合作示范基地、74 个重点实验室（其中国
家级 12 个）、5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175 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
室、330 个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114 个
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成为推动吉林省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
载体与平台。

3、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促进科技人才市场化配置。合理布局

“国际合作创新园”“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国际技术
转移中心”四个国家基地类型。引进俄罗
斯农业科学院、白俄罗斯科学院等单位技
术专家 14 名。组织 30 余名发展中国家青
年科研人员来吉林省进行农业技术培训。

4、政策保障
出台了《吉林省省属事业单位科技成

果转化资产处置和收益分配管理试行办
法》，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我省科研基础
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若干意
见》及推进实施方案。出台《吉林省科技厅
落实科技部关于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
度的指导意见工作方案》，启动吉林省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管理改革工作。鼓励企
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奖励等措施激励
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支持
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领办创办科技型
企业；允许高校、科研院所将职务科技成果
转让净收入（或成果形成股权）的 70％一
次性奖给成果完成人或团队。

三、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实现新突破

1、突破传统优势产业
汽车、轨道交通、农业等领域实现突

破。突破了转向架等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
技术。承担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973 计
划项目、863计划项目等重要研发任务 120
余项，参加相关项目 80 余项，累计获得国
家科技经费支持超过４亿元。

2、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连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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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期课题，
创造吉林省西部半干旱地区百亩连片全程
机械化玉米亩产 1136.1 公斤的新纪录、湿
润区雨养条件下我国春玉米百亩连片全程
机械化亩产 1216.6 公斤的最高产量纪录、
实现了半湿润区雨养条件下玉米超高产田
亩产 1186.1 公斤的历史性突破、吉林省水
稻百亩连片全程机械化亩产 799.2 公斤的
高产新纪录。推广新型农机装备，新增产
值 10.5亿元，新增利税 3.1亿元。

3、新兴产业异军突起
通用航空与卫星应用领域，突破了“星

载一体化”卫星一系列重大关键核心技术，
在航天遥感应用领域商业产业化迈出重要
一步。“吉林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吉
林省在高新技术、通信产业和航天信息产
业研发等方面都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领域，芯片设计、智能计算、
增强现实、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关键技术研
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新材料领域，以特
种工程塑料、可降解塑料，高性能纤维、轻
合金和工程塑料合金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
逐步形成特色优势。在光电技术领域，形
成了以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等为代表的光
电仪器设备等特色产业。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突破了发动机低碳节能核心技术、柴油
发动机节能环保核心技术，开发出了新能
源轿车、新能源客车。在绿色能源与节能
技术领域，共攻克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
共性关键技术 80 余项，实现销售收入 13
亿元，利税 1.5亿元。

4、优秀科技成果大量催生
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明显提升，“十二

五”期间吉林省专利申请量 54851 件，专利
授权量 32637 件。有 17 项发明专利获中
国专利优秀奖，1 项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
金奖，１项获中国外观设计金奖。登记吉
林省科技成果 3319 项，其中应用技术成果
2730 项、基础理论成果 433 项。办理技术
合同登记 14363 份，其中技术开发合同
8039份，成交总额 140.77亿元。

（以上数据由吉林省科技厅、吉林省统

计局提供）

聚焦“五大发展”，突出科技引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科技创新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助

力国家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摘自 2016 年全省科技工作会议报告

姜会林长期从事应用光学技术研究，曾主持国家“863”重点项目、“995”高新工程
专项。在光学系统设计理论方面，他提出了“衍生二级光谱理论”，成果得到广泛应用，
1996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在武器动态性能测试方面，他带领团队研制成功“火控
动态性能测试系统”和“激光压制与报警性能测试系统”。其中火控性能测试指标优于
美国“试验操作规程”要求，200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自由空间激光通信方面，
他带领团队研制成功两代机载光端机和“一对多”同时激光通信装置，在国内首次实现
了强干扰下高速率双动态激光通信，其中飞机间高速率（2.5Gbps）激光通信距离高于
国外报道的最好水平，2010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以 创 新 创 造 需 求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成就的源泉。在动态测试和激

光通信研究中，由于从原理和技术上取得了多项自主知识

产权，才获得优于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创新驱动必将对

中国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金磊
美国加州大学药学博士，吉林省政协委员

“从全国第一到亚太第一再到全球第一，金赛药业站

在了生长激素领域的国际前沿。‘重组人生长激素系列产

品研制与产业化’项目能够荣获 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与始终将质量和科技创新放在首位是分不开的。”

吉林是农业大省，不假。但吉林不仅

仅是个农业大省，还是科教大省。2015 年

10 月 7 日，由吉林省研发的“星载一体化”

卫星“吉林一号”一飞冲天，实现了吉林

人的飞天梦，也在中国航天遥感应用领域

商业产业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卫星发射成

功 ， 标 志 着 吉 林 省 在 高 新 技 术 、 通 信 产

业、装备制造和航天信息产业研发等方面

都进入全国乃至世界先进行列。

吉林放卫星有基础。建国后，基于这

里光电子的优势，建成了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机所，而光学水平决定了航天产业的高

度 。 中 国 的 神 舟 飞 船 等 航 天 器 的 成 功 升

天，长春光机所功不可没。当然，发射这

样的卫星只有光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

有其他省份的技术支持。吉林把卫星放上

了天，得益于吉林省委着眼吉林创新振兴

的 做 法 ， 整 合 了 国 内 相 应 科 研 院 所 的 成

果，高瞻远瞩向该项目投资，使这个成果

得 以 落 地 。 这 其 中 ， 没 有 战 略 ， 没 有 气

魄，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都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强调科

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

略支撑，必须摆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提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

新就是谋未来”。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发

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指出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让创新贯穿党和国

家一切工作，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

新中的引领作用，创新成为全社会的广泛

共识和重要价值导向。吉林省委十届六次

全会明确提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突

出 做 好 “ 有 中 生 新 、 无 中 生 有 ” 两 篇 文

章，切实把鼓励支持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

业 创 新 、 市 场 创 新 、 产 品 创 新 、 业 态 创

新、管理创新，真正让创新成为吉林振兴

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东 北 等 老 工 业 基 地 的 振 兴 首 要 靠 创

新，把落后的存量通过创新焕发出来，通

过技改从供给侧解决市场问题。靠创新，

把 东 北 原 来 靠 资 源 要 素 驱 动 转 向 创 新 驱

动，适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演进的潮流，让人才、知识、技术、

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流动速度、范围和规模

达 到 更 高 水 平 。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进 入 新 常

态，改革步入深水区，东北经济在下行中

砥砺前行，实现转型升级，唯有创新一条

路可选择。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是东

北经济振兴的关键之年，科技创新要主动

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使创新成果变成实实

在在的经济活动，形成新的产品群、产业

群，为持续改善民生福祉提供强大支撑。

本版文字除署名文章外，均由本报记者 李己平整理

金磊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五部委“全国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等，拥有
14 个新药发明专利证书。他主持建成了国内基因工程制药知名企业——长春金赛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建了国内领导品牌产品——重组人生长激素；他主持研发并上市的
创新专利产品技术，达到国内国际领先水平。国际独家外用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
落刺激因子凝胶剂是国内首个无诱发肿瘤风险治疗烧伤、糖尿病、慢性皮肤溃疡的外用
药物；他主持建成了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全国“基因工程新药中试孵化基地”，包含了
国内一流的真核、原核、PEG 修饰蛋白质药物、长效微球技术和蛋白质结构化学研究 5
个技术平台，已在儿童生长发育、抗衰老、创伤、肝炎、肿瘤等研发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农业大省放卫星
李己平

姜会林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客装备现场。中车长客股份研发了中国标准动车组及时速 160公里混合动力动车组，填补了行业空白。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