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429K/2023-

01368 
分类： 委员提案;议案 

发文机关：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成文日期： 2023 年 05 月 05 日 

标题： 对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82 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发文字号： 吉科发区〔2023〕78 号 发布日期： 2023 年 05 月 06 日 

对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82 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吉科发区〔2023〕78 号   

   

曲莹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建设新材料、新能源、化工成

果转化基地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建立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等积极扶持领域的成果转化基

地” 

  我省高度重视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创新能力提升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依

托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等领域重点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优势，建设了
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一是建成国家碳纤维及制品高新

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2010 年 1月，吉林市被科技部认定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碳纤维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目前，基地碳纤维产业链产能 22 万吨，是全球最大的人造丝、竹纤

维、腈纶纤维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全国保健功能纺织品原

料基地和国家差别化腈纶研发生产基地。二是建成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中试中
心。依托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长春工业大学成立了“有机电致发光

材料中试中心”“吉林省合成橡胶中试中心”“吉林省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中

试中心”“吉林省专用聚烯烃中试中心”“吉林省高分子材料中试中心”等 8

个中试中心。通过建设中试中心，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开发，为企业
规模化生产提供成熟的工艺和技术。三是建设聚乳酸产业化技术开发创新中

心。积极推动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陈学思院士团队建设聚乳酸产业化技术开发创

新中心，完成乳酸一步法直接制备丙交酯工艺的中试研究。四是加快建设吉林

省科技创新中心。依托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长春圣博玛生物材料有

限公司、长春工业大学、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等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

及科技企业，组建了吉林省特种工程塑料科技创新中心、吉林省聚乳酸生物可

降解材料科技创新中心、吉林省合成树脂与化学纤维科技创新中心和吉林省清

洁能源科技创新中心，开展行业及领域共性与关键技术研究，推进工程化研究

与开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五是谋划建立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省工业技术研

究院聚焦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建立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重大产业创新“双百”



项目库，谋划建立汽车电子及汽车零部件、精细化工及天然气化工、生物基新

材料、新能源及动力电池等 12 个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支

持力度，加快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等领域科技创新基地（平台）、产业

技术创新平台等布局，筹建吉林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谋划科技成果验证中
心建设，减少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推

动科技成果在省内落地转化。 

  二、关于“从政府层面制定实施成果转化基地和转化项目管理办法” 

  一是出台了《吉林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园区）建设实施方案》。明

确了基地（园区）和产业基地（园区）骨干企业应具备的条件、申报和认定程

序、基地（园区）管理等相关要求，支持我省在碳纤维、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产

业特色鲜明，产业集群效应明显的市（州）或县（市）组建高新技术特色产业

基地（园区），推动区域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培育

现代产业体系。二是出台了《吉林省中试中心建设实施方案》。采取股权投资

方式，支持在相关领域具有较强技术创新实力，在本行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对行业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企业、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建设中试中心，中

心作为重点扶持的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性与公益性服务平台，可独立参与省级科

技计划的申报和项目实施。对中心所提出的有望在本省转化的成果转化项目，

在省科技计划安排中予以优先支持。三是出台了《吉林省科技创新平台管理办
法（试行）》。支持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组建面向我省行

业、产业发展需求，以开展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成果转移转化及应用示

范为目的的省级科技创新中心。任务是整合创新资源，促进科技成果中试熟

化，加快技术成果示范应用，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产业化。《办法》明确
了创新中心建设基本条件、增设步骤程序、运行管理要求以及支持措施。以上

各项方案、办法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我省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的各项管理办法，规范和加强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的建设与运行管理，促进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科技、经济

和社会发展能力。 

  三、关于“积极争取、有效对接全国特别是省内科研机构、高校” 

  一是推动吉林省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建成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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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
现成果征集、项目推介、路演对接、挂牌交易、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科技投融

资等一站式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目前，已入库科技成果 2.8 万余项、企业需求

1.5 万余项，近年来，累计举办科技成果对接活动 33 场，推介成果 4700 余

项，路演项目 230 余项。加强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培育和技术经纪人培养。目前

全省现有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家 106 家，技术经纪人 1344 人。2021 年促成技术

交易 3876 项，合同金额 54.58 亿元，解决企业需求 7339 项，促进科技投融资

1.43 亿元。二是组建创新联合体和创新联盟。以吉林化纤集团作为牵头单位，

汇集 35 个成员单位，包括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辽源市亿达碳业有限公司、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长春工业

大学等碳纤维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的重点企业和有关高校、科研单位，成

立了吉林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以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

司为头部企业，集聚省内外 8 户企业、7 家科研单位，组建了吉林省新能源产

业科技创新联盟。发挥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企

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三是建立吉林省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共同体。共同体是在省科技厅、长春新区政府的指导下，由省内相关

高校院所、科技创新孵化载体、中介服务机构和科技企业共同发起成立，目前

已发展会员单位 118 家，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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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积极开展

科技成果孵化、熟化、转化、人才培育、投融资、科技咨询、资产评估、技术
交易、双创培训、信息交流等工作。四是推动跨区域科技创新合作。2018 年以

来，每年与浙江省共同举办吉浙跨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已累计发布科技成

果 2500 余项，企业技术需求 236 项，签约合作项目 46项。吉浙两省联合承担

省级以上重点研发项目 20 余项，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超 2.6 亿元，实现跨区域
技术合同交易额超 50亿元。2022 年推动吉林省人民政府与西安交通大学签订

省校合作协议，推广西安交大科技成果 300 余项，涉及材料化工、能源动力等

多个领域。邀请西安交大院士专家出席氢能论坛并做主旨报告，推动我省氢能

产业创新发展。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加快组建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农业、新旅

游、新电商领域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实现科技支撑“六新”产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将持续推动吉林省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省校合作协议续签相关工作，深化高校院所与市（州）政府、企业合作机制，

常态化开展科技成果供需对接活动，为科技创新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开辟

新路径。 

  四、关于“政策培育、引导、支持成果转化基地建设” 

  我省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通过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扶

持，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一是出台《吉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

例》。条例经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订通过，

于 2023 年 5月 4日起施行。支持中试基地的建设，引导有条件的产业园区、孵

化器、企业、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联合建设中试

基地与公共研究开发平台，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技术集成、共性技术研究开

发、中间试验和工业性试验、科技成果系统化和工程化开发、技术推广与示范

等服务。二是推动氢能产业项目建设。出台《“氢动吉林”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和《“氢动吉林”行动实施方案》、《关于支持氢能产业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等文件，有效推动 PEM 制氢、氢燃料电池等氢

能技术的成果转化，持续推进吉电股份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

等 6 项重点氢能产业项目建设。三是推动金融助力科技企业跃升发展。省科技

厅与吉林银行、中国银行吉林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吉林分行开展战略合作，向
银行提供科技企业相关信息 5312 户（次），吉林银行累计为科技型企业投放贷

款 167 亿元。举办 5场科技金融路演活动，邀请创孵机构、投资机构投资人与

项目负责人进行了洽谈和交流。推荐的 3 户科技企业进入“省级拟上市挂牌科



技企业后备资源库”，支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投入、管理和成果转化的

主体，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四是优化专项资金支持方式。省科技发展计划

优先支持创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的企业申报项目，平台类项目不计入限项总数，不影响项目负责人申报其

他类别科研项目。启动实施新能源高效利用、碳纤维、“陆上风光三峡”等重

大科技专项，共支持 22 个课题，经费 6350 万元，依托各类创新基地（平

台），突破相关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下一步，科技厅将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支持力

度，发挥国家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器等科

技成果中试熟化平台的重要作用，探索开展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建设等科技

成果转化基地建设，制定出台建设、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并给予支持，加快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3 年 5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