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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喜平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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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跨部门政策协同机制，提升政策统筹与资源整合效率”的

建议 

  (一)主要措施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国科技大会及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有关

精神，省科技厅联合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组建工作专

班，牵头起草了《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5-

2027 年)》。重点考虑是着力打破政策壁垒，形成发展合力，建立教育科技人
才产业一体发展工作机制，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由“物

理整合”向“化学反应”跨越，建立多部门联动协同发展机制。 

  (二)主要成效 

  省政府发布了《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2025-

2027 年)》,省委科技办(省科技厅)高度重视， 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印发

了《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制定任 务分工清单，工程化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定

期调度各厅局工作进展情况，加强了我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工作的

协同性 和一致性。 

  (三)下步打算 

  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5-

2027 年)》,充分发挥牵头单位作用，加强与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努力推动我



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加快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科技、科

技引领产业、产业反哺回报科技的良性循环。 

  二 、关于“完善产学研融合创新机制，培养产业亟需的高层次复合型人

才”的建议 

  ( 一)主要举措 

  深入探索政产学研用合作机制创新，推动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科

技、科技引领产业、产业反哺科技的良性循环机制。在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方
面，与省直部门加强沟通联动，主动对接我省汽车制造、石油化工、食品、信

息、医药、冶金建材、电力生产、纺织、装备制造、人参、冰雪旅游等重点产

业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人才需求变化，制定并定期更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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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支撑我省重点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潜在的人

才需求。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育人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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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企科研合作的高层次

人才培养方面，推动校企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打造校企联合研发平台，

支持校企协同开展科技攻关项目。 

  (二)主要成效 

  一是累计调整优化普通本科专业 232 个，其中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机器人工程、 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新

增专业紧密契合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的潜在人才需求，2024 年，

启动实施省级特色高水平学科(群)、专业(群)建设，支持省内高校围绕国家重

大战略、基础研究领域、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谋划建设一批学科专

业集群。二是指导相关高校面向我省重点产业领域建设省级以上示范性现代产

业学院 42个。推广吉林大学“红旗学院”建设经验，启动实施吉林省高校服务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紧缺人才培养定制班建设，分两批立项建设省级

培育项目 45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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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建设项目遴选工作，立项建设 79 个工程科技类专业。三是推动校企合

作建设校企联合技术创新实验室 291 个；增设“聚力攻关”“揭榜挂帅”等产

学研专项；支持高校在企事业单位设立研究生工作站 240 个。 

  (二)下步打算 

  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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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高水平学科(群)、专业 (群)建设为抓手，持续加强一流学科专业建设、急

需紧缺学科 专业布局，进一步完善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模式，建好示范性特色 

学院等产学研合作平台。 



  三、关于“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集聚机制，推进成果转化与市 场对接”的建

议 

  (一)主要举措 

  一是加强科技、教育、人社、工信等部门的政策联动，在科技、教育、人
才、产业协同发展中形成合力，加快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推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二是联合省委组织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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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构建全省科技创新有组织聚

力攻坚机制，出台聚力攻坚专项管理办法，首批智慧农机聚力攻坚专项已启动

实施。 

  (二)主要成效 

  一是联合印发了《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三年 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提出了 4项重点工程 17个具体 行动。今年 4月，我们又

建立了《统筹推进工作机制》,制定了 任务分工清单，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

才支撑科技、科技引领产 业、产业反哺回报科技的良性循环。二是先期试点的

18家高校 院所累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 1239 个，转化金额超 3.2 亿元，收 益

给科研人员或团队 2.3 亿元。三是 2024 年，我厅牵头构建全 省科技创新有组

织聚力攻坚机制，累计投入财政资金约 2.7 亿元， 支持企业牵头承担 10个聚

力攻坚专项，带动企业投入约 5.1 亿元。 

  (三)下步打算 

  充分发挥省委科技委统筹协调作用，按时调度各部门工作进展，动态调整

工作思路，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各部门合力解决一体化发展的堵点卡点，加快

形成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支撑科技、科技引领产业、产业反哺回报科技的良性

循环；将进一步加大推广力度，总结典型案例，加快形成推动职务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 力快速转化的新局面。 

  四 、关于“完善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科技成果 从“书面”

走向“市面””的建议 

  (一)主要举措 

  我厅联合 10 部门出台了《吉林省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改 革实施方案》,

提出了成果赋权改革、转化模式改革、职务成果 管理改革、市场化转化机制改

革 4 个方面 12 条具体措施，其中 10 条是我省首次实施。 

  (二)主要成效 



  在全国率先实行科技成果“备案制”,实行资产单列，全面推 动“先使用

后付费”“差异化赋权”“权益让渡”“先投后股”等转化模 式，保障科研人

员转化权益，激发成果所有端和承接端积极性， 解决科技成果不愿转、不敢

转、不好转问题。截至目前，先期试 点的 18 家高校院所累计转化职务科技成

果 1239 个，转化金额超 3.2 亿元，收益给科研人员或团队 2.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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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5 年 5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