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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原始創新能力、關鍵技術創新和系統集成能力已經成為經濟
實體間科技競爭的核心，成為決定國際產業分工地位和全球經濟格局的
基礎條件。可以說，科技創新越來越成為啟動經濟動力的重要引擎。

為凝聚強大動力源，孕育全省經濟增長極，吉林省科技戰線的幹部
職工將關注的目光投向科學進步和自主創新能力的突破和提升上。

2011年， 「雙十」項目等各類科技計劃項目深入實施；院士工作站
、科技創新平台、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建設不斷加強；科技特派員農
村科技創業行動、糧食豐產工程等科技興農工作取得豐碩成果；醫藥健
康產業快速發展，提前一年完成銷售收入超千億的目標； 「發光學及應
用實驗室」被批准為國家重點實驗室，省生產力促進中心、長春中俄科
技園被認定為國家級技術轉移示範單位……

根據《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數據顯示，2011年吉林省區域創新
能力由2010年的第21位躍升為第16位，是全國區域創新能力上升最快的
省份之一。

科技創新，已經成為吉林全面振興的重要利器之一。激活內生活力
，掌握核心動力，科技創新體系的完美構建和高效運轉，使吉林日漸成
為東北地區的科技高地和人才窪地，成為充滿澎湃驅動力和廣闊輻射力
的經濟增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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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造吉林新經濟增長極鑄造吉林新經濟增長極

知識經濟時代正加速到來，科技創新已經成為
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全球追求進步的強大動力
，中國將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
」 確定為國家發展戰略核心。毋庸置疑，沒有科

技創新，就沒有出路與未來；沒有科技創新
，就沒有自強與自立；沒有科技創新，就沒

有力量與根基。
肩負着東北老工業基地全面振

興、提升中國經濟第四增長極核心
競爭力的重任，吉林省把創新驅

動、內生增長作為發展的根本
動力，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

科技創新工作，在 「科學發展、加快發展、率先發展
」 的道路上，大刀闊斧地前行，跨入了依靠科技創新
實現跨越發展的新階段。

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發展呈現幾何級增長
，支柱產業與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並突並進，
科研院所與高端人才聚智聚力，創新體系日漸完
善，創新平台服務能力節節攀升。如今的吉
林，處處奔騰着自強不息
的力量，處處張揚着生命
的活力，處處湧動着發展
的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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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去年的糧食總產量創歷史最高水平，這得益於推動農業現代
化發展的決策，得益於廣大農民一年來的辛勤勞作，更加功不可沒的當
屬 「科技扶持」、 「糧食豐產科技工程」、 「科技特派員」……

圍繞 「糧食豐產科技工程」，吉林省在中部半濕潤區建立起玉米寬
窄行交互種植等3套技術模式。創造了雨養條件下，我國春玉米畝產超
噸糧的最新紀錄，最高畝產達到1183.6公斤，並歷史性突破了百畝全程
機械化超高產栽培的目標。重點建設的8個示範縣（市）玉米增產量佔
全省玉米增產總量的80%。

而眾多科技特派員則讓農民對先進的農業技術 「眼見為實」，科學
種田的積極性高漲了數倍，也讓許多農民兄找到了增收的門路，堅定了
創業的信念。在建立 「星火科技專家大院」、 「12316農技服務熱線」、
「農技110」等組織的基礎上，吉林省全面推行了 「科技特派員工作站」
技術服務新模式。以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中心，採取科技特派員+企
業+農戶的方式，把農民組織起來。該模式有效破解了農業科技基層推
廣的瓶頸，並在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大背景下，現已面向全國推廣。

去年夏季，柳河縣稻瘟病比較嚴重，稻農愁眉不展。經過對病蟲害
發生情況的研究，科技特派員工作站的專家及時為當地農民配備了專門
的農藥，疫情得以控制。梅河口農民李海去年承包了10垧水田，在科技
特派員的指導下，畝產1500斤以上，比往年高出許多，再加上他農閒時
到當地稻米加工企業打工，年純收入數字十分可觀。

如今，深入吉林省部分糧食主產區，聽到最多的是農民朋友對科學
種田的信任和青睞，看到最多的是現代農業逐步推廣與應用，感受最深
的是廣大農戶對農業新技術的企盼與渴求。

國家 「創新藥物孵化（吉林）基地」建設全面啟動，人參產業技術
創新戰略聯盟正式成立，8個大宗中藥材關鍵技術研究、示範基地建設
列入 「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通化醫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躋身
省級高新區行列……

2011年，吉林省依靠科技推動醫藥產業異軍突起，提前一年完成千
億級目標，實現銷售產值1150.31億元，同比增長45%。從中藥大省走向
醫藥大省、由醫藥產業大省向醫藥創新大省轉變的美好願景，正悄然成
為現實。

發揮科技的支撐和引領作用，重點推動和促進人參產業實現跨越式
發展。在該省科技廳的推動下，由27家企業、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等組
成的人參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在長春成立。一年來，聯盟成員間共開
展實質性科技合作項目70餘項，研發總經費超過3億元。該聯盟還首次
在吉林省大規模開展了人參等大宗藥材生產現狀調查，確保人參產業科
學發展。

通過整合人參研究資源，吉林省組建起人參科學研究院、人參化學
與藥理重點實驗室、人參創新藥物開發工程研究中心等人參產業研發實
體，構建起一整套人參產業創新服務體系。

同時，吉林省完成了 「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 「長白山特種藥
材技術標準及關鍵技術研究與開發」和 「新型磁珠免疫檢測技術及臨床
診斷系列製品的研究與開發」項目的驗收。對國家科技支撐計劃 「十二
五」重大項目 「東北區域中藥材規範化生產及大宗中藥材綜合開發技術
研究」和 「國家創新藥物孵化（吉林）基地」項目組織了專家評審，為
進一步推進創新項目實現產業化創造了條件。

此外，吉林省 2011 年共爭取國家科技經費 8155 萬元。其中重大新
藥創製3200 萬元，科技支撐計劃中藥材領域2200 萬元， 「十二五」科
技支撐入庫項目1200 萬元，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項目1555 萬元，為
加速醫藥產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經過多年努力，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廣領域的對外科技合作新格局在
吉林省日漸形成。各具特色的國際和省級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從無到有，快速
壯大。先後啟動了6個國家級國際科技合作基地、1個國家級國際聯合研究
中心和20個省級國際科技合作基地。如 「吉林省中俄國際科技合作產業孵
化基地」、 「吉林省現代中藥國際合作研發中心」、 「中德激光加工技術培
訓中心」等。

作為對俄暨獨聯體國家科技合作產業孵化基地，長春中俄科技園是首批
吉林省國際科技合作基地之一。該科技園自2006年成立以來，已吸引48家
企業到此落戶，重點在光電子、激光技術、新型功能材料、新能源等領域開
展對俄合作。 「園區已成為吉林省對俄及獨聯體國家科技合作的窗口，並發
揮了極大的輻射作用。」長春中俄科技園總經理李長華表示。

據悉， 「十二五」期間，吉林省將再建立10個國家級國際科技合作基
地，同時在省內培育50個各具特色的省級國際科技合作基地。

吉林省的國際科技合作也成為科技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 「源頭
」。吉林省幹細胞國際合作基地，東北師範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幹細胞研究
所開展有關幹細胞分離、貯存、檢測鑒定、擴增培訓和誘導分化等方面的合
作，引進相關核心技術，建立了國際先進水平的人類幹細胞庫技術體系；與
瑞典卡羅琳斯卡醫學院合作，由其提供幹細胞生理學方面的學術和技術支持
，共同開展了有關幹細胞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進而形成了支撐人類幹細胞
庫核心技術體系建設、運行和長足發展的系統性技術儲備。

同時，以重大國際科技活動為載體，構建政府間科技合作平台，着眼長
吉圖開發開放先導區建設，積極擴大與日韓友好省道縣多邊產業合作，加強
與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的科技合作與交流，並堅持推進
「項目、人才、基地」一體化，先後實施30多項國家政府間合作項目和重

大國際合作專項、200多項省國際科技合作項目，進一步加大對歐美、亞太
科技創新人才和團隊引進與交流。

科技平台建設是推進自主創新和成果轉化的重要基礎，也是創新體系的
重要組成部分。加快科技平台建設，對於促進全社會科技資源的高效配置和
綜合集成，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實現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緊密結合，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1年共完成9個省級科技創新中心和19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驗收工
作。積極培育技術產權交易市場，鼓勵技術與資本的結合。2011年已認定各
類技術合同2993份，實現技術合同成交額25.7億元，比2010年提高30%。

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養，先後組建人參、鎂合金、動漫三個跨行業
、跨企業的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吉林省現已建成的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
盟總數達六個，吸引國內頂尖的科研力量，為相關產業和企業服務，加速相
關領域科技成果產業化。

確定長春理工大學科技園、四平紅嘴大學科技園、吉林化工園區大學科技
園為省級大學科技園，東北電力大學科技園和長春工業大學科技園為啟動建
設省級大學科技園，發揮大學科技園作為產學研合作示範基地的重要作用。

圍繞汽車電子、新材料、農產品精深加工、醫藥等高技術領域，建設一
批高新技術特色產業基地。目前，吉林碳纖維基地原絲生產能力已達 1900
噸／年，碳纖維生產能力345噸／年，碳纖維製品20噸／年，產品廣泛用於
國內市場。長春汽車電子基地已初步建成以一汽為主要市場，以動力控制、
車載電子、嵌入式軟件為主導產品的汽車電子產業集群。

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發展有效推動了知識、技術、人才、資金、政策等
要素聚集，使產業鏈建設配置有序，形成產業集群，助推經濟加速發展。

如果產研脫節，則科研成果無法落地，區域經濟失去可持續發展的
基礎。由此帶來的是科技人才流失，科技成果 「牆內開花牆外香」，撫
育之地空心化，吉林省就曾在市場經濟建立初期走進了這個怪圈。

實施產、學、研一體化，打通科技成果轉化的 「最後一公里」，讓
科教大省成為科技創新強省，讓科教資源優勢轉化為競爭和發展優勢，
成為自主創新蓬勃發展的熱土，是吉林省近年來的孜孜追求。

2011 年，吉林省登記科技成果 500 項，專利申請 7213 件，發明專利
申請2829件。一批批自主創新成果，帶給該省在農業育種栽培、清潔汽
車與高速軌道客車、光電子技術、應用軟件和網絡技術、現代中藥和生
物製藥等領域的競爭優勢，為經濟增長培育出許多新的增長點。

為更好地堅持創新驅動和市場驅動並舉，吉林省制定《吉林省技術
創新工程實施方案》，出台了《科技成果轉化促進計劃》，推進產學研
緊密結合，實現項目、平台、基地聯動。

重大科技成果轉化和重大科技攻關 「雙十」工程、技術創新 「雙百
」工程，服務企業的 「雙千」行動等，則從操作層面加快了以企業為主
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建設，加快了重大科技
成果轉化和產業化。

據不完全統計，實施的三批重大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共開發新產品
95個，實現工業增加值85.3億元，產品銷售收入70.8億元。如，施慧達
藥業集團（吉林）公司承擔的 「手性拆分光學純藥物─苯磺酸左旋氨氯
地平片」項目，去年前10個月實現銷售7.6億元，成為全國同類產品銷售
排名第一的產品。通過項目的帶動，施慧達藥業公司每年上繳稅收已佔
到白山市本級的六分之一。

推動發展要素向更加注重科技進步、人才支撐轉變，切實提高區域
創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轉化能力，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重要支撐。吉林省
正在成為東北地區乃至全國重要的創新型區域、東北亞地區重要的創新
中心和成果轉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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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科技成果
轉化「最後一公里」

搭建科技平台搭建科技平台
激發智庫聚合效應激發智庫聚合效應

對外科技合作對外科技合作
新格局日漸形成新格局日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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