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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省财政厅  
 

吉教联字〔2016〕34号 

 

关于印发《2016 年度吉林省高校产学研引导

基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根据吉林省财政厅、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吉林省

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吉财教字

〔2015〕413号）规定，为做好 2016 年度基金支持项目的申

报遴选工作，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结合上年工作运行情况，

研究制定了《2016 年度吉林省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项目申报

指南》（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2016年度吉林省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省财政厅 

                                2016 年 7 月 20 日 

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年 7月 20日印发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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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吉林省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以下简称“引导基金”）

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原则，以

基金的模式带动产学研融合，以市场为导向，将各校近年来

积累的基础较好的科研成果向产业化方向引领，以新机制促

进高校科研成果快速转化，切实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活

力。 

本《申报指南》在总体结构上包括两部分：一是优先支

持的产业领域；二是项目的申报、评审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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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优先支持的产业领域 

 

“引导基金”围绕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吉

林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行动计划（2015年）》（吉

政办明电﹝2015﹞54号）为依据，明确了医药健康、生物制

造、生物农业、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九大优先支持的产业领域。具体

如下： 

一、医药健康产业。具体包括：道地药材与中药现代化

产业、农村民生科技与医药卫生领域产业、人参产业、生物

制药产业、化学药产业、生物健康材料、保健食品与用品产

业、医疗器械产业、制药检测仪器与设备产业。 

二、生物制造产业。具体包括：生物及化工产品领域、

生物质资源领域。 

三、生物农业产业。具体包括：生物育种领域、绿色健

康养殖与农用生物制品领域、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与食品

安全领域、农产品储藏与物流领域、农机装备与农业设施领

域。 

四、电子信息产业。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电

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领域、软件及信息服务业领域、互联网+

产业领域。 

五、新能源汽车产业。具体包括：纯电动汽车、混合动

力汽车、新型动力电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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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具体包括：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领域、遥感卫星及应用领域、人机与通用航空装备领域、智

能制造装备领域、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领域、其他特色装

备领域。 

七、新能源开发利用产业。具体包括：风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地热能、核能、油页岩及页岩油气等新能源领域。 

八、新材料产业。具体包括：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先

进高分子材料领域、新型金属材料领域、新型无机非金属材

料领域、其它高性能结构材料和先进功能材料领域。 

九、节能环保产业。具体包括：高效节能领域、先进环

保领域、资源循环利用领域、村镇环境（生活垃圾）综合整

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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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项目的申报与评审 

 

一、申报单位的基本条件 

目前，在吉林省内注册的，且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可申

报产学研引导基金： 

（一）省内高校设立的具备承接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条

件的全资企业、控股企业、参股企业（含高校资产经营公司）

或省内高校科研人员、创新及创业团队主导创办和领办的企

业。 

（二）以产业化为目标，已承接或具有明确意向承接高

校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且高校持续提供技术支持的省内企

业。 

对吉林省高校首创的科研成果可优先扶持，对尚未建

立企业实体的，可由基金管理机构或联合其他企业、自然人、

科研团队共同设立经济实体。 

二、申请基金的投入方式 

（一）股权投资。对现有企业增资入股或与其他企业、

自然人、科研团队共同投资新设企业。 

（二）债权投资。对于项目前景较好，融资困难，确需

扶持但受其他条件制约暂时无法以股权投入的项目，经投资

决策委员会批准可以采用债权方式有偿投入。 

三、项目基本要求 

（一）申报项目的技术来源于高校或其科研团队。申报

的项目具备较高创新水平（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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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潜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好或有望

形成产业规模的科技成果。积极鼓励高校走出校门，与其他

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开展科研成果转化合作。 

（二）科技成果应符合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经济

结构调整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且科技含量高，市场前

景好。科技成果应具备下列条件： 

1.已经实现小批量生产，市场需求大，亟需扩大产能的

成果。 

2.已完成中试，具备产业化条件的成果。 

3.已具有工程化样机，产业化潜力和市场前景巨大，需

要或正在进行小试或中试的成果。 

4.已完成原理或机理试验，需要进一步验证，且具有产

业化潜力的成果。 

5.已利用高校技术产业化，拥有专利，尚需扩大产能，

提高市场份额的企业。 

（三）重点支持进入中试阶段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适

当兼顾进入产业化阶段的中小型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扶持高

校自主创新、具有市场潜力的产业化科研项目。 

（四）基金投资形成的股权，持有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五

年；形成的债权，原则上扶持期限不超过三年。申报项目必

须要有具体量化的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项目各方任务分工

和产业化进度明确，项目投资合理，知识产权归属清晰，具

有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特点，前期研究开发基础和产业化

生产条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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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接企业申请的产学研引导基金数额原则上不超

过当期基金规模的 10%。 

（六）按指南第一部分支持范围的内容进行申报，超出

范围的项目，不予支持。 

（七）本年度项目受理将进行形式审查，重复申报、一

题多投及合作协议不落实的项目均不予受理。 

四、申报材料 

（一）《吉林省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项目申报书》（见附

件 1）。 

（二）《吉林省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项目可行性报告》

（见附件 2）。 

（三）《吉林省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项目汇总表》（见附

件 3）。 

（四）基金管理机构要求的与产学研基金项目相关的佐

证材料（详见附件 2 附件目录）。 

（五）申报材料的时效性需在有效期内，未标有效期的，

按有效期三年计算。 

（六）申报材料采取纸质材料与电子版同时报送的方式，

纸质版材料要求装订成一册，目录标注，一式三份，书脊处

标明项目名称和推荐单位名称。 

五、申报流程 

基金管理机构在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的指导下，负责基

金项目库的组建及日常管理。基金项目库公开、透明、开放

共享，省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学科技园，及其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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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背景的科技型孵化器平台或园区等均可推荐项目入库。 

六、申报时间 

项目申报采用相对动态、实时的申报方式进行，由所在

单位负责成果转化的部门，于每季度末统一报送。 

七、受理部门 

    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项目纸质申报材料，报送基金投资

决策委员会办公室一份，同时报送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各一

份。 

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人：陈野 

电话：0431-81951259 

地址：长春市亚泰大街 6898 号 

省教育厅科研产业处联系人：闻博，电话：0431-88905368；

省财政厅教科文处联系人：孙国华，电话：0431-88550857 

八、项目评审 

（一）原则上必须由项目申报负责人本人参加评审答辩，

无特殊原因不参加评审答辩的，不予立项。 

（二）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按照项目的技术领域进行分

组，并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基金委员会依

据评审分数和排名确定支持项目。 

（三）专家的聘请和项目的评审流程以相关管理文件为

准。 

（四）项目评审完成后，结果将在基金管理机构的网站

上公示。 

（五）公示期结束后，基金单位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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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及资金使用承诺书，项目开始执行。 

 

 

附件 1：吉林省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项目申报书 

附件 2：吉林省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项目可行性报告（编

写提纲） 

附件 3：吉林省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项目汇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