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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帆代表： 

  您在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吉林省教育科技 人才产业一体

化发展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 下： 

  一、关于“加强高等教育内涵行动”的建议 

  为加快我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明显进位，

2024 年，出台《吉林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25-2027 年)》,

并指导相关高校编制本校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牵头组织实施高等教育

“百亿工程”,计划 3年 共统筹安排 100 亿元资金，在保障各高校基本发展基

础上，分类倾斜支持重点高校、重点学科。 

  一是支持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等高校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持续推动落实省政府与吉林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的省校共建协议，

并于今年 2 月推动省政府出台《支持 吉林大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若干

举措》《支持延边大学 “双一流”建设若干举措》,为吉林大学建设中国世界

一流大学、 延边大学保障“双一流”学科建设质量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支持。 

  二是实施世界一流学科培优和优势特色学科提升行动。重点 支持吉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东北电 力大学电力工程等 24个学

科争创“双一流”学科在 2024 年“软科”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吉林大学电

子科学与技术学科位列全国第 8位，比 2023 年提升 6个位次；吉林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学科位 列全国第 9位，比 2023 年提升 3个位次。 

  三是组织实施应用型大学提升行动。紧扣石油化工、生物医 药智能制造、

现代农业、汽车等我省特色产业需求，支持吉林化 工学院、长春工程学院等若

干所高校深化产教融合，打造高水平 应用型大学标杆。 



  下一步，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为核心目 标，重点支持

吉林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巩固东北师范大学、 延边大学的“双一流”建设

成果，同时推动吉林大学考古学、化学，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等学科冲击国际

一流前列。 

  二 、关于“促进学科产业精准对接”的建议 

  近三年来，根据我省现代化产业需求变化趋势，制订《深化 高等学校学科

专业调整优化改革服务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创新 实施方案(2023-2027 年)》,

建立“政府政策调、产业引导调、 高校自主调”的学科专业调整路径，持续实
施学科专业调整优化 改革，推动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发展需求侧的高效

对接。 2024 年，我省获批新增(含优化)20 个紧密衔接我省新质生产 力发展需

求的本科专业，撤销 88 个办学条件差、用人需求低、 与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

格局衔接不够紧密的本科专业，学科专业 调整优化力度达近年最高水平。 

  2024 年以来，在调研我省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及未来产业发

展的人才需求基础上，会同有关省直部门出台加快 急需紧缺本科专业建设的实

施方案，拟定每年重点支持 50 个左 右急需紧缺专业建设，并公布了年度吉林

省急需紧缺本科专业引 导性设置目录，鼓励高校结合自身优势调整专业设置和

人才培养 方向，为我省重点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 撑。 

  此外，积极完善专业调整与人才需求联动机制，鼓励学校坚 持社会需求和

学生就业导向，设置我省科技创新急需、行业产业 紧缺、未来需求较大且具备

基本办学条件的新专业，主动融入我 省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专业建设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贡献力；同 时邀请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等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

专业建设 如何更好地服务我省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型工业化建设等

工作要点作专题报告，解读相关产业行业发展政策以及行业 企业人才需求状

况，为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提供指导。 

  下一步，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省委省政府关于高等 教育学科专业

调整优化改革的部署要求，会同省直相关部门持续 加大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改革

力度，不断提升我省高等教育学科专 业建设水平，推动高等教育强省建设取得

更大进步，不断增强高 等教育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和支撑力。 

  三 、关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育人”的建议 

  持续深化我省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育人工作， 支持有条件的

本科高校联合行业企业深入探索现代产业学院、企 业定制班等校企合作模式，

引导企业深度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的拟定、产教融合课程教学的设计、实习

实践项目的开放，促进 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需求的高效对接。自 2021 年

会同省工 信厅印发《吉林省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实施方案》以来，已指导相 关

高校面向我省重点产业领域申报建设省级示范性现代产业学 院 42个。 

  在此基础上，指导高校在汽车、冰雪、医药健康、光电信息 等 14个产业领

域加强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校际合作，搭建起范 围更广、合作机会更多、产教



融合更深化的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建 设协作体。2022 年以来，推广吉林大学

“红旗学院”建设经验，制 定并印发《吉林省高校服务“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紧缺人才 培养定制班建设工作方案》,分两批立项建设紧缺人才培养企

业定制班省级培育项目 45 个，在推动高校探索紧缺人才精准培养、 促进高校

毕业生留省就业、促进我省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2023 年

以来，加强卓越工程应用人才培养，开展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专业建

设，立项建设 79 个工程科 技类专业支持有条件的高校着力培养卓越工程师后

备力量。 

  实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以市域产教联合体行 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为新型融合载体，构建政行企校协同发展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的新范式。服

务我省重点产业，先后围绕汽车医药、 化工、冰雪旅游、现代农业、低空经

济、人参等重点产业创建 19个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校企

协同推进人 才培养、就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技能培训。2024 年依托

“两 体”建设征集企业用人需求 8830 人、学校匹配人才供给 20240 人； 校企

共建科技创新平台、中试基地，联合开展科研立项、技术攻 关项目 123 项；面

向企业职工开展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和职业技 能等级鉴定累计培训超 6万人

次，助力企业职工素质能力提升。 

  下一步，持续深化现代产业学院、紧缺人才培养定制班建设，办好卓越工

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专业，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育 人模式创新。持续加强市

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着力构建与吉林发展相协调、与产
业发展相匹配的职业教育 体 系 。 

  四、关于“提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能力”的建议 

  一是持续开展基础研究能力提升行动。优化完善基础研究政策保障体系、

项目支撑体系、创新平台体系。基础研究逐步面向 产业发展，自然科学基金支

持范围不断扩大，截至目前，省自然 科学基金联合基金支持范围至 32 家单

位。 

  二是设立企业关键技术研发“独立赛道”。省级重点研发计划 单独设置

“企业关键技术研发”类别，面向企业征集研发建议，支 持企业牵头承担技术
攻关项目，解决产品研发、技术升级中的关 键技术。2025 年，聚焦高端制

造、人工智能、人参产业、种质 创新、新能源等特色领域，支持企业关键技术

研发项目 116 项，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培塑新质生产力。 

  三是优化“揭榜挂帅”机制项目评审模式。“揭榜挂帅”机制实 现企业与

高校院所“双向发榜”,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双向奔 赴”,且在揭榜挂帅项目

评审论证中增加企业管理专家共同参与 评审，充分发挥企业“出题人”作用。

目前通过“揭榜挂帅”机制项 目帮助 25 家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助推科技成果

从“实验室”走向 “ 货 架 ” 。 



  下一步，充分发挥省委科技委统筹职能作用，通过不断改进 计划项目管理

方式、完善政策体系，鼓励多元化投入，重点围绕 企业技术需求和重点产业发

展方向凝练科研攻关任务，进一步提 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能力。 

  五、关于“强化高水平供给”的建议 

  一方面，构建有组织科研“聚力攻坚”新机制。按照“科技部门抓两端，

行业部门管中间”的基本思路，从产业发展需要和企业创新需求中凝练课题，

聚焦光电信息、人工智能、卫星数据、 人参产业、碳纤维、轨道交通装备、氢

能与新型储能、现代种业等 领域，启动实施 2批次 10个聚力攻坚专项，投入
财政资金约 2.7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投入超 5亿元，集中力量攻克一批产业关

键核 心技术。 

  另一方面，多元化科技投入持续赋能。深入实施“揭榜挂帅” 新机制。突

破“企业找技术”的单一榜单模式，增设“成果转化榜 单”,通过有为政府搭

建桥梁，实现企业与高校院所“双向发榜”, 科研攻击与成果转化“双向奔

赴”。目前通过“揭榜挂帅”项目帮助 25 家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助推科技成

果从“实验室”走向“货架”。 2024 年，我厅启动了“先投后股”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改革试点，支 持产学研“先投后股”项目。目前已实施的 2批次项

目，为 14家 企业提供了 4400 万元资金支持，预期带动企业投入 7000 万元以 

上，并新增营业收入 2.85 亿元。 

  下一步，我厅将围绕生物药、医疗器械、人参等领域，省委 科技委办公室

(省科技厅)推动各行业部门认真组织好第一批、 第二批聚力攻坚专项实施，并

做好绩效监督和评估评价，争取早 日形成标志性成果并落地转化。组织各行业

部门统筹传统产业转 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坚持自上而下谋划

与自下 而上征集相结合，进一步谋划好第三批聚力攻坚专项。 

  六、关于“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的建议 

  扎实推进重大创新平台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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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国家重点实验室 通过重组，新获批 2 家全国

重点实验室，实现“数量未减、质量 提升”。“中国-新加坡肝脏病学研究

‘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获批建设，国家级实验室达到 15 家。聚焦“国家使

命、吉林所需”, 新建长白山、三江、吉光 3 个省实验室，填补了我省没有省

实验 室的空白。 

  首批支持了吉林大学、长春光机所等 9家高校院所和国科创 新等 3家企业

共建立 12家概念验证中心，开展概念验证服务； 支持长春理工大学、中科应

化、长光博翔、康宁杰瑞等 20 家中 试中心，开展中试熟化和工艺放大。 

  下一步，系统布局建设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优化全国重点 实验室重大专

项立项机制，优先支持“联合企业申报”“能够自筹 资金”项目。进一步优化

省实验室科研环境建设，创新经费投入、 人才引育、项目组织、成果转化及激



励容错评价等体制机制，为 省实验室全链条适配概念验证、中试、成果转化中

心和投资基金、 科研团队、优质企业，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5 年 5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