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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吉林省科技创新发展前所

未有的机遇期。

2021年 12月，我省获批建设创

新型省份；2022年4月，长春获批建

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同月，吉林

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获批；东北首家独角兽企业长光卫星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吉林

一号”卫星在轨数量达到70颗，星座

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圆满完成；11个国

家重点实验室、148个省级重点实验

室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我省科技创

新“冲锋号”号声嘹亮，动能强劲。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决策部署，探

索创新途径，挖掘创新要素，集聚创

新动能，释放创新活力。十年来，我

省科技创新领域正在从量的积累迈

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

力提升，把握大势、抢占先机。

厚积薄发：

高新区建设硕果累累

从1993年设立长春经济开发区，

到2022年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正式启动；从高新企业散点布局

建设，到高新产业集群成片发展，我省

高新区建设岁物丰成，硕果累累。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林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通化医药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5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及吉林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吉林梅河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充分释

放创新活力；今年，我省科研物质条

件指数从全国第28位跃升至第8位，

科技活动产出指数从第19位上升至

第12位，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上升9

位。

长期以来，省委、省政府大力扶

持高新区建设发展，政策加持、资源

先天禀赋让我省迈着坚实步伐走进

了历史上升期、产业增值期、发展提

质期、振兴黄金期——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由长

春高新区和净月高新区组成。在长

春高新区，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光电技术、软件大数据、高端服务业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以一汽

大众、一汽轿车等龙头企业为核心的

汽车整车及高端零部件研发制造企

业集聚，奥迪Q工厂自动化和柔性化

制造技术全球领先；迪瑞医疗填补了

国内妇科诊断领域流式镜检技术的

空白；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成功打入国

际市场……一个个科技创新“硬核”，

一次次引领行业之先，让长春高新区

成为我省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

新高地。数据显示，科技部169家国

家级高新区评价结果中，长春高新区

由2019年的 40位跃升至2021年的

27位，两年晋升13位。

在净月高新区，“产业+科创”两个

重心发展思路正在全面推进，净月正

在由旅游经开区向国家高新区蜕变：

——以生命科创谷建设为核心

抓手，重点建设东北地区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科研院所和大学创新平台汇

集区，围绕生命健康、现代农业、软件

信息、光电子等领域，打造区域性科

学中心；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近

年来，净月高新区共建成企业研发平

台35个，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达到

15件，2021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达到21.28亿元，同年，新认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131户，高企总数达到

333户，较“十二五”末期增长近 20

倍；

——坚持“外引内培”，洽谈引进

瞪羚企业因特睿科技，十年间，孵化载

体建设从无到有，先后建成各类科技

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33个。其中，

国家级以上孵化载体8个，省级孵化

载体6个，在孵企业已突破800家。

好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环境让全

省各地高新产业发展繁花似锦，一条

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

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正在显现——

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21

年企业研发投入约2.58亿元，拥有

有效发明专利181项，全区省级以上

企业技术中心达到17家；通化医药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双正医疗“感染

性疾病病原体抗原库的建立及系列

抗原的制备项目”入选科技部“科技

助力经济2020”重点专项支持项目；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我省

东部技术密集型产业基地广纳人才，

目前，专家库现有专家4023人，收集

企业科技需求 3462 条、科技成果

19474项。

体制改革：

让科技创新动力澎湃

科技创新的路途上，没有一马平

川。

如何攻破这一道道难关，是我省

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近年

来，为了更有力地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科技体制

改革政策，为科技创新注入动能。

2021年，我省首次重大科技专

项——一汽自主创新（关键核心技术

研发）面向全国“揭榜挂帅”。省委、省

政府投入4.1亿元，参照“揭榜挂帅”机

制广发“英雄帖”，为一汽解决困境。

英雄不问出处，谁有本事谁揭

榜。目前，一汽自主创新（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重大科技专项最终确定了

9个重大项目，包含29个课题，专项

集聚了包括清华大学等32家创新主

体的813名科研人员。项目的实施

将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一批

自主知识产权。

今年3月，吉林省碳纤维重大科

技专项再一次“揭榜挂帅”。专项围绕

高性能碳纤维制备技术研发、碳纤维

在轨道客车专业领域的应用开发等主

题，设置了4个项目、13个课题，拟投

入省科技创新专项资金3500万元。

我省科技体制改革除了“重炮”，

还有“机枪”。“免申即享”政策即是其

中之一。

据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企业服

务处处长葛晶介绍，“免申即享”政策

最大的特点是直接，省科技厅根据税

务部门提供的信息清单测算核定补

助额度，直接将补助下发至企业。

海谱润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郭建华认为，“免申即享”政策可

以免去企业大量准备工作，可节省时

间专心致志搞研发。目前，海普润斯

研发投入累计7400万元，获得93项

授权发明专利，在审专利70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建立了一

系列科研保障机制。“揭榜挂帅”制

度、“免申即享”政策、赋予科研人员

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试点、吉林省科学技术奖首次采用提

名制等多项改革激发了我省科研人

员的创新热情，为创新驱动发展增添

活力。

伴随着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的鼓点，一个能落地见效、有法规保

护、可持续发展的科研运行机制正在

我省逐步建立起来。体制上的创新，

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政策的出台，是

我省政府职能部门为企业发展服务

最好的写照，为企业发展减负、为科

研人员松绑、为企业发展注入动能已

经成为共识。

成果转化：

为产业发展集聚动能

近年来，随着我省扶持力度加

大，科研环境优化、人才持续集聚，一

个个高端科研成果不断亮相，一家家

高新企业开始崭露头角。

作为中国第一家商业遥感卫星公

司，东北首家、我省独角兽企业——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的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吉林一号”，

在2015年开创了我国商业卫星应用

的先河。目前，“吉林一号”卫星在轨

运行数量增至70颗，标志着星座第

一阶段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从1到70，长光卫星的发展秘诀

是啥？公司总经理贾宏光总结有3

点：政策扶持、创新技术、人才引进。

2015年12月，省政府印发《吉林

省卫星及航天信息产业发展规划

（2015—2025年）》，加快推进卫星及

航天信息产业发展；2016 至 2021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注和推荐

下，各项资金支持不断，2021 年 5

月，长光卫星获评2020年中国独角

兽企业，长春新区管委会奖励其

1000万元。

企业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尤其

像长光卫星这样的科创企业。现在，

长光卫星通过攻克星载一体化等一

个个技术难关，让“吉林一号”卫星具

备了体重大幅降低、成本大幅下降、

功能大幅上升的特点——

“吉林一号”高分03星“体重”已

降至40公斤，重量只有第一代卫星

的1/10；火箭运载成本随之减少，过

去能发射一颗星的价格，如今可以发

射10颗星；曾需要两个人耗时两个

月完成的卫星系统测试环节，如今6

颗星并行测试，一人一个月即可完

成。

与此同时，长光卫星坚持“待遇

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的人才

引进策略吸引优秀的科研人才，截至

目前，长光卫星有职工600余人，具

备硕士以上学历的超过85%。

近年来，我省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庞大

产业集群不断集聚——

吉林大学研制的“地壳一号”万

米钻机使我国成为第三个拥有该项

技术的国家；神州十二的机载光电搜

索设备、神州十四的“机械臂”均由长

春光机所参与研制，航天科技成果中

闪耀着吉林创新元素；首台商用12

英寸全自动晶圆探针台、世界最大口

径碳化硅单体反射镜研制成功；“大

面阵、高灵敏度CMOS图像传感器”、

超高密度微小间距LED显示器处于

国际领先地位；

智能制造、核心光电子器件和高

端芯片、新能源高效利用、生物医药、

现代农业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突

破和应用；吉林大学综合极端条件实

验装置、长春光机所大口径空间光学

载荷综合环境试验中心、长春国家半

导体激光技术创新中心等具有吉林

特色的国家“大科学工程”项目不断

推进；一汽、吉化、长客等龙头企业开

展产业集成创新试点，推进产业链创

新链深度融合……

以创新赋能发展，以创新引领发

展，以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是发展的牛鼻子，抓住了创

新就是抓住了发展的关键。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省不遗余力地推动科技

创新发展，筑强省之基，聚发展之力，

奋力书写着吉林创新答卷。

奋
力
书
写
吉
林
创
新
答
卷

—
—

我
省
推
动
科
技
创
新
发
展
扫
描

本
报
记
者

景
洋

制图/张蕊

今年，我省科研物质条件指数从全国第28 位跃

升至第8 位，科技活动产出指数从第19 位上升至第

12 位，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上升9 位。

长春高新区在国家级高新区评价结果中，由2019

年的40 位跃升至2021年的27 位，两年晋升13 位。

国家级以上孵化载体8 个，省级孵化载体6 个，

在孵企业已突破800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