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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涛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在吉林省内

就地转化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创新转化模式”的建议 

  省市场监管厅于 2021 年 4 月出台了《吉林省 2021—2023 年专利转化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提出探索开放许可的专利转化运用模式，2021 年 6月，新修

订的《专利法》正式实施，引入专利开放许可制度，省市场监管厅迅速在高校

院所推行专利开放许可，举办开放许可专利对接活动，搭建高校院所与企业专

利供需对接平台。一是广泛征集精准对接。以知识产权示范高校院所为重点，
动员征集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 16 家

高校院所开放许可专利 723 件，运用大数据手段对开放许可专利进行分析，通

过省厅政策直达平台向吉林省 1000 户企业定向推送开放许可专利信息 1362

条。目前，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等 4户企业已与吉林大学、东北电力大学等
高校形成合作意向，正在进行洽谈对接。二是多渠道发布专利信息。在对接会

及政府部门网站、信息服务平台等网站上，发布了高校院所首批开放许可专

利，其中，实施免费许可 147 件。专利覆盖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

药、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发明专利和近五年内授权专利占较高。

三是强化政策支持激励。省市场监管厅和长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制定支持专利

转化实施的十条政策，围绕高校院所输出专利、企业有效转化专利等方面进行

奖补。高校院所转让或许可专利 50 件以上并产生经济效益，省每年给予不超

过 30万元奖励。支持中小企业转化高校院所专利技术，长春市按照不高于技

术合同额 3%、单笔合同不高于 30 万元给予补贴。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厅将全面开展专利开放许可试点工作，发布第二批开

放许可专利名录，促进专利技术供需对接。落实专利开放许可奖补政策，发布
年度知识产权项目指南，对推动专利许可或转让给中小微企业的创新主体择优

给予一定资金奖励。 

  二、关于“加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的建议 



  近年来，吉林省不断加大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投入。一是常态化组织路

演对接活动，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举办科技成果直通车、吉浙跨区域

科技创新大会等活动，精选高校、科研院所具有产业化前景的科技成果，请专

家分别从项目定位、核心优势等不同角度与项目路演方深入交流，进行概念验

证，对项目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邀请吉林省创投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省内外投资机构参与，进一步为

我省企业寻求合作转化提供指导。二是充分利用省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省科

技厅在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中设立企业技术交易补助项目，对与高校、科研院

所签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并实施转化的省内企业，给予不超过实际技术

合同成交额 10%，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补助。对以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成立的

省内企业，给予注册资本金实缴现金额 1%，不超过 100 万元的补助。三是发挥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引导作用。2021 年利用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设立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对企业将在两年内实施转化并形成产业化生产，具有较

好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择优予以立项，纳入项目库，验

收通过后，给予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投入经费一定比例的补助。优先支持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专项产出的科技成果实施转化，第一批支持项目 18 项，

拟补助金额 3214 万元。四是拓宽成果转化投融资渠道。充分发挥基金引导撬动

作用，组建了规模 8亿元的省级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和规模 8.8 亿元的省高校产

学研引导基金，成立省科技创新研究院，专门聚焦省内初创期、成长期科创企

业发展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五是完善成果转化保障措施。严格落实国家

关于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税收优惠政策，技术合同税收减免政策，积极

出台人才激励政策，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对标国家重大战略和我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力度。一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针对不同

产业，持续组织科技成果路演对接活动。二是充分发挥好政府资金的引导带动
作用，积极征求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的意见建议，科学研究制定科技

成果转化补助政策，编制相关项目指南，并积做好成果转化补助政策宣传工

作，推动更多的企业享受到优惠政策。三是推进科技金融发展，落实与吉林银

行、中国银行吉林分行战略合作协议，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

融资体系。全面推进科技成果在省内就地转化。 

  三、关于“加强技术中介机构及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省科技厅持续完善技术转移体系。一是支持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吉林

省科技大市场）建设，建成了以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吉林省科技大市场）

为核心，各市（州）分市场为补充的统一开放的技术市场和互联互通的技术交

易网络。平台资源信息库吸纳专家近 5千名，入库各类科技成果 2.6 万余项，
企业需求 1.5 万余项。目前，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网络运营平台根据技术市

场建设需要，正在进行升级改造，完善了技术交易功能，设置了“专精特新”

企业、知识产权托管等版块，可实现成果信息发布、路演推介、挂牌交易、技

术合同认定登记、科技融资等一站式服务。二是加强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培育和
管理。全省现有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00 家，其中，国家级 10 家，高校、科研院

所设立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占比近三分之一。2020 年，全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促

成技术转移项目 3631 项。省科技厅每年组织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考核评价工作，



考核合格且年度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一定数额的机构，可依条件申请补助

经费，支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用于提升科技服务能力。三是加大技术经纪人培

养力度。持续举办初级和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目前，省内共有技术经纪人

1198 人。2021 年在省科技厅与省人社厅共同推动下，继北京、重庆、山东、辽

宁等少数省市后，将技术经纪专业首次列入吉林省新职业（新业态）职称评审

序列。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继续推动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吉林省科技大市

场）建设，推动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与国内其他区域技术转移中心和科技大

市场的交流合作，加强科技成果、技术交易等方面的数据信息共享。进一步做

好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培育，推动技术转移转移示范机构规范化、市场化、高端

化发展。协调人社厅拓宽技术经纪专业职称评审人员范围，形成具有活力的科

技成果转化专业化人才队伍。 

  四、关于“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环境”的建议 

  2019 年，省科技厅指导成立了以科技企业为核心，高校、科研机构、金融

机构、科技中介等多方力量为主体，产学研协同发展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共同

体。旨在统筹集聚吉林省创新资源要素，实现科技成果有效对接，构建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服务链条和快速通道。共同体已发展会员单位 118 家，包括吉林大

学、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 6所高校；中科院“一院三所”等 4家科

研院所；希达电子、亚泰医药集团等 77家科技型企业；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
心、吉林省股权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等 24家科技和金融服务机构；吉林省国科创

新孵化投资有限公司、长春北湖科技园等 7家科技企业孵化器。2021 年，共同

体组织“大咖讲堂”4场，邀请中科院院士和国内知名专家授课分享，吸引 3

万余人次线上学习。承办“2021 年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线上培训”、“科技型小
微企业融资培训会”等培训活动 20 余场，培训 5000 余人次。推动 68项产学研

合作项目，金额 1.52 亿元。共同体内投资机构累计投资吉林博大东方新材料有

限公司、长春中科长光时空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等 17家企业，投资金额 3.33 亿

元，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保障。 

  下一步，吉林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共同体将加强组织机构建设，聚焦优势

科技资源，推动人才培训与机构培育，常态化开展科技成果供需对接，推动科
技成果在省内落地转化。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2 年 6 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