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引号： 
12220000412760962A/2025-

01350 
分类： 人大代表建议;议案 

发文机关：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成文日期： 2025 年 05 月 29 日 

标题： 关于对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2025W233 号提案的答复 

发文字号： 吉工信议案〔2025〕11 号 发布日期： 2025 年 07 月 01 日 

关于对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2025W233 号提案的答复 

吉工信议案〔2025〕11 号 

孙俊奇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可持续发展新材料助力吉林省经济振兴的
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以卓越工程师培养为抓手，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国资委联合印发《吉林省卓越工程师产学研协

同培养项目实施方案》，紧紧围绕我省“四大集群”培育、“六新产业”发展、“四新设

施”建设大局，瞄准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深化校企合

作，实现专业学习与工程实践相贯通、企业需求与项目合作相贯通、按需培养与留省就业
相贯通，着力提高卓越工程师后备人才培养质量。 

2023 年起，我省连续两年开展产教融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公布 200 名企

业行业导师，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实施吉林省卓越工程师产学研协同培养项

目，共批准开展 59 个项目，预计培养 60 名博士研究生和 340 名硕士研究生，14 所高校

和 48 家企业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各项工作协同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但是省级

层面 2023 年启动，行业导师积累较少，首批卓越工程师后备人才 2025 下半年开始行业企
业培训，协同育人环节尚处在探索阶段。 

下一步持续推进产教融合。坚持系统思维，充分调动政府、高校、企业等多主体力

量，探索工程硕博士有组织培养的新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坚持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科研

攻关、成果转化、创新创业一体推进，着力解决关键领域高层次人才供给不足、工程教育
与工程能力培养脱节等难题。 

二、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联合研发平台，集中攻关可持续新材料的核心技术 

根据《吉林省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吉科发资〔2022〕1

67 号），省科技厅持续加强全省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工作。截至 2024 年底，省级

共享服务平台入网仪器总计 2675 台（套），比 2023 年度增加 288 台（套）；入网仪器

原值总计 27.5 亿元，比上年度增加 2.2 亿元；网站总访问量超 38.6 万人次，比上年度

增加超 10 万人次。同时，为广泛宣传科研仪器条件保障与开放相关政策，省科技厅在长

春市、吉林市、延吉市、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多次召开了吉林省科研仪器条件保障与开放

共享宣讲培训会，深入解读了大型科研仪器项目相关政策，促进政策有效落地。通过搭建



大型科学仪器供需对接平台，让企业全面掌握大型科研仪器相关信息，有效提升了我省包
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优质科技资源的集成共享。 

下一步，将加大大型仪器开放共享服务的宣讲培训力度及仪器入网力度。通过开展政策宣

讲、实地调研、校企面对面等方式，加强对大型科研仪器相关政策的宣传推广，让更多企

业深入了解大型科研仪器相关信息，提高仪器使用率，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按照“应

入网尽入网”的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大型科研仪器按照相关规定全部纳入省级共享服务平

台管理，确保科技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三、加快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提升转化效率 

省科技厅以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吉林省科技大市场）为核心，建立了 10 个市

（州）分市场和 18 家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工作站，构建起覆盖全省统一开放的技术市

场和互联互通的网络运营平台，为企业提供从政策咨询、成果征集、科技成果评价、项目

推介、挂牌交易、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科技融资、知识产权托管等全流程服务。下一步，

将加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激发技术要素市场发展活力。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吉

林省科技大市场），提供技术交易、供需对接、人才培训、科技金融全链条服务，打通高

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开展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考核评定，引导技术转
移机构向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省教育厅依托科技产业服务中心，围绕技术需求核心指标、资金投入、产权归属、研

发时限等关键信息，对 57 家企业进行调研，凝练并发布技术需求 71 条。组织高校对接企

业技术需求开展项目路演评审，为企业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并予以项目支持。此外，会同省

工信厅支持吉林省校企联合技术创新实验室 291 个，推动高校与龙头企业、中小企业聚焦

区域、行业战略需求和重大任务，结合科学前沿和企业重大需求开展实质性、高水平、可

持续的科技合作，加速成果落地转化。下一步，引导高校围绕企业技术需求开展研究，鼓

励高校与本地企业合作立项课题，在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中，每年支持 50 项产业化培

育项目。加强校企联合技术创新实验室建设，建立校企协同攻关机制。加大产学研结合的
力度，支持科技人员面向企业开展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 

四、政府引导推动可持续发展新材料在重点行业的应用 

2024 年，国家工信部发布了《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工

信部联原〔2024〕136 号），重点任务中将化工新材料列入产品品质提升工程。为推动我

省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的发展，省工信厅组织中科院应化所、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省内优秀院校召开了精细化工产业座谈会，讲解国家精细

化工产业支持方向、支持重点，鼓励企业和高校院所申报国家、省级相关产业和科研扶持
资金。 

2022 年以来，省政府在新材料领域支持“新型高强热固材料改性及纤维复合技术”

“OLED发光材料技术开发”等揭榜挂帅（军令状）机制项目 5 项，引导可持续发展新材料

在重点行业的应用。下一步，将持续实施“揭榜挂帅”机制项目，为企业解决关键技术问

题，为科研成果转化搭建桥梁，进一步扩大揭榜挂帅项目实施范围，强化协同攻关，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5 年 5 月 29 日 

（联系人：王小飞  联系电话：0431-870776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