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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伟代表： 

  您在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工作的建议》收

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 、关于“加强全省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的建议 

  ( 一 ) 主 要 措 施 

  全面建立厅地会商制度，瞄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实际需求，

合力解决地方科技创新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与四平、松原、白山、白城等 6 个

地区签订厅市工作会商议定书。完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赛马”机制，按

结果分等次以产业化项目形式对 9 市(州)和梅河口市实施资金资助。 

  (二)主要成效 

  2024 年，签订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赛马机制项目 39 项，资助资金 1200 万

元，组织实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项目 18项，资助资金 540 万元，不断提高地方

科技创新能力。 

  (三)下步打算 

  持续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全面建立厅地会商机制，继续开展区域科技创

新能力提升“赛马”工作，加强区域科技创新联动，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

合力。 

  二、关于“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的建议 

  ( 一)主要措施 

  一是加大科技投入。将科技创新作为省级财政资金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

障，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探索多元化科技资金投入方式，资金规模连年增



长，有效推动我省创新能力建设和跃升。拓展联合资助方范围和联合基金资助

规模，为开展基础研究提供有力的经费支持。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统筹省内各创新平台资源，稳步推进高能级

创新平台建设。构建省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省科技创新中心、省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省国际合作实验室、校企联合实验室、省工程中心、省工程实验室
等为支撑的创新平台体系；省级各主管部门积极向上衔接国家级实验平台建设

工作，争取我省高校、院所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

国家级平台提效增量。 

  三是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围绕 企业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知识产权保护等实际需求， 持续开展培育技术经纪

人。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实施科技企业 梯次培育。启动概念验证中心和科技

成果转化中试中心建设工 作，成立省科技经纪人创新发展联盟、省促进产业协

同创新和成 果转化投资联盟、省科技成果服务平台。 

  (二)主要成效 

  1.在加大科技投入方面，2025 年省财政加大资金统筹力度， 全面整合全

省科技资金，设立了吉林省科技聚力攻坚专项资金。 截至目前，省自然科学基

金联合基金支持范围至 32 家单位。围 绕我省重点产业领域，集中力量支持实

施一批有组织聚力攻坚专 项，带动企业投入约 5 亿元，助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快速突破。 

  2.在加强科技平台建设方面，累计投入约 2 亿元对国家重点 实验室能力建

设及人才引育给予资金支持。将高功率半导体激 光、动态光学成像与测量 2个

国防重点实验室纳入全国重点实验 室管理序列、给予同等条件支持；依托吉林

大学建设的“一带一 路”联合实验室获批；2025 年出台了《吉林省实验室管

理办法(试 行)》,省市每年投入 6 亿元，启动长白山、三江、吉光 3个省 实验

室建设，打造吉林省级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 

  3.在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方面，2024 年度新培育技术经纪人 508

人，启动概念验证中心和科技成果转化中试中心建设 工作，首批备案概念验证

中心 12 家、中试中心 20家。经纪人创 新发展联盟理事单位 18 家、会员单位

71家，有效帮助企业增强 创新能力。 

  (三)下步打算 

  一是坚持优先保障科技创新领域财政资金投入，持续支持重 点产业领域技

术研发和高能级实验平台建设；二是围绕我省科研 优势领域，稳定支持各类省

级科研平台建设，积极推动国家级平 台建设；三是围绕企业技术需求、知识产

权保障等相关工作，持 续培育技术经纪人、持续建设概念验证中心、成果转化

中试中心。 帮助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意识，推动企业新技术的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 



  三、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建议 

  ( 一)主要措施 

  联合省委组织部等 10 部门出台《吉林省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改革实施方

案》,提出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转化模式改革、管理改革、市场化
转化机制改革 4 个方面 12 条具 体措施，着力解决科技成果不愿转、不敢转、

不好转问题。 

  (二)主要成效 

  启动 2 批 18 家省属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赋权职务科技成

果 1928 个，转化职务成果 633 个，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累计超 1.6 亿元，收
益分配给科研人员或团队 9942 万 元 。 

  (三)下步打算 

  以《吉林省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改革实施方案》为抓手， 实施吉林省职

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强化体制机制保障，推 动职务科技成果高效率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开展全面深化职务科 技成果改革政策宣讲，帮助科研人员用

好、用活、用足改革政策， 实现各市(州)政策宣讲全覆盖，推动改革政策落实
落地。 

  四、关于“培养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的建议 

  (一)主要措施 

  一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聚焦人才关注重点和人才环境优 化，制定引进人
才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高 层次人才和紧缺型人才到吉林

创新创业；二是加强人才培养和培 训。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培训体系，实

施重点领域紧缺人才 专项培育计划。二是强化产教融合，推动高校、职业院校

与企业 共建产教联合体，将人才培养与用人需求紧密对接。三是健全激 励机
制，完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三是建立健全人才评价机制。 改革聚焦人才评价

体系优化，推行分类评价机制，突出实际贡献 和创新价值。减少论文数量要

求，强化成果质量和社会效益考核， 突出不唯帽子重实绩、不唯奖项重贡献、

不唯资历重能力的评价 导 向 。 

  (二)主要成效 

  一是制定出台了人才政策 3.0 版，同时制定了人才分类定级、 安家补贴、

子女入学等六项配套实施细则，初步构建“1+N”政策 体系；二是持续强化人

才培养和培训，开启校企联合科技攻关和 人才培养，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

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深 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
融通创新；三 是在人才分类评价工作中破除“四唯”评价导向，采取“代表性

成 果+综合业绩水平+近年主要贡献”的多维度综合性评价方式。 



  (三)下步打算 

  在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下，充分发挥省委组织部 的协调作用，

按照《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要求，各部门立足

职能、互相配合，扎实推进重点任务 落实，为我省人才

“引”“育”“留”“用”方面提供有力支撑。 

  五 、关于“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的建议 

  ( 一)主要措施 

  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落实科技“放管服”,将科研 人员从表格填

报和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让科研人员把 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简化
科研项目申报表格和申报材料，在科 研项目团队组成、项目经费调整、技术路

线调整等方面扩大科研 人员自主权。 

  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吉林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 发布实施。
制发《2024 年吉林省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和 “十四五”规划年度推进

计划》《吉林省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 任务清单》,统筹推进全省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 

  三是营造良好创新文化氛围。起草、印发了《吉林省全面深 化职务科技成

果改革实施方案》、《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 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

施方案》等相关文件，并遴选两批共 18 家高校院所开展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 使用权试点工作。 

  (二)主要成效 

  一是实行科技项目科研、财务助理制度。在省级专项资金类科研项目、创

新平台(基地)申报书中要求设置相对固定的科研、财务助理，为科研人员在预

算编制、经费报销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合并了财务验收和技术验收，采用

一次性综合绩效评价，形成以成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减少考核检查频
次，取消执行期三年期以下项目的中期检查，改为“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 查

方式进行监督。 

  二是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铁拳” “雷霆 2024”专项执 法行动。开展

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行动，集中销毁商品总重约 28 吨，货值 1000 余万元。

发布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 5 批 次，共计 16 件。 

  三是 18 家试点单位累计赋权职务科技成果 1928 个，转化职 务成果 633

个，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超过 1.6 亿元，收益分配 给科研人员或团队 9942

万元，有效调动了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 

  (三)下步打算 



  下一步将继续深入落实科技“放管服”,逐步简化申报工 作流程，强化服

务意识；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不断完善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服务

机构能力和水平；营造良好的创新 氛围，增强科研人员的幸福感、获得感，鼓

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勇 于创新，积极创新。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5 年 5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