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的“最后一公
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
任务，也是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当前，内蒙古自治区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旧
动能转换更替的关键时期，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
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需要把重点放在科技创新成
果落地转化上，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相互贯通，提
升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一段时期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作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
眼点和落脚点，不断深化科技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推
动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
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收益对接，有效激
活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一池春水。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兴未艾。由
自治区科技计划支持建设的内蒙古自
治区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开通运营 3
年，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累
计实现科技成果交易687项，合同总
额约20亿元；成功举办首届全区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对接会，推介展示了重
点产业领域的346项科技成果，现场
签署各类科技合作协议21项。相继
成功举办中以、中瑞、中蒙等国际技术
转移对接活动以及京蒙、粤蒙等区域
技术转移对接活动；赤峰·中国北方农
业科技成果博览会、中国（满洲里）北
方国际科技博览会已打造成为国内外
品牌科技展会……

“如何让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
验室，和企业需求融合对接，最终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这个过程要有人来搭
建桥梁。”据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张志
宽介绍，近年来，自治区通过线上线下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平台建设，有
效促进了全区技术交易市场的快速发
展，2019年全区登记技术交易合同数
与成交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48.2%和
17.1%。

成果孵化与创新创业服务日趋完
善。自治区全面构建了高等院校、科
技企业、孵化器、园区基地四类主导模
式相结合、阶梯递进的成果孵化培育
与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
区共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54家（其中
国 家 级 12 家），孵 化 器 场 地 面 积
159.43万平方米，拥有在孵企业2752
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93家，累计毕
业企业1759家，累计上市（挂牌）企业
17家，提供就业岗位2.6万个，有效知
识产权 1711 项，对在孵企业培训
55839 人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735
场次。共培育建成自治区众创空间
221家（其中43家被科技部列为国家

级众创空间）。自治区级众创空间总
面积已超过173.5万平方米，为创新创
业者提供了2.94万个创客工位，众创
空间运营服务人员达到5877人。自
治区连续成功举办四届全国创新创业
大赛地方赛。自治区联合宁夏、甘肃、
青海、新疆、陕西等6省区举办的“全
国沙产业创新创业大赛”被列入国家
创新创业大赛序列，正在打造国家级
沙漠化防治、沙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平
台和样板。

科技金融服务暂露头角。自治区
投入1.1亿科技成果融资风险补偿金，
推动设立了4家科技金融示范支行，
2019年共支持48家企业完成64笔科
技成果质押融资贷款；鼓励科技型中
小企业在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科创板
挂牌交易，目前挂牌企业达89家。

“尽管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也要看到，和

发达省区相比，和自治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
距。”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孙俊青表示，
下一步，自治区将加强与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的对接，主动融入战略布局，突
出内蒙古在国家的战略定位和功能定
位。围绕开放合作，深入实施“科技兴
蒙”行动，重点在构建协同机制和打造
高层次创新平台上下功夫；围绕突出
特色，重点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和关键技术攻关上下功夫；围绕抓住
关键，重点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和激发创新人才活力上下功夫。进一
步推动科技创新，做好科技成果转化
工作，为推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最后一公
里”，切实向创新要活力、要效益、要
竞争力，内蒙古正在创新改革的道路
上奋进前行！

做强“服务端” 架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桥梁

内蒙古：机制创新激活科技成果转化一池春水
□科新

由自治区科技厅和与阿拉善盟行政公署联合主办的沙产业创新创业大赛
已成为沙产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平台，2019年成功由区域赛跃升为“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专业赛”序列。

内蒙古显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创、国密计算的“蒙芯”系
列产品，具备了温度、湿度、压力、位移、震动、烟感、道路结冰、水浸检测等30多项
在线实时监控功能，正在进行产业化示范。

世界首条稀土硫化物着色剂连续化隧道窑生产线。

本版图片均由自治区科技厅提供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持续优
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在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创
新实践。

——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
例》，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八
项措施》《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形成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
作的自治区级政策“三部曲”。

——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职
务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转化收益
权“三权”改革。实行知识价值导向分
配政策，改革项目评审、人才评价和机
构评估方式……一批重点配套改革举
措直面科技成果转化难点、堵点。

——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惠及科
研人员的政策。事业单位成果转化所得
收入不上缴国库，全部留归单位；高校、

科研院所转化职务科技成果，成果完成
人所得不低于转化净收入的70%；把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作为人才评价的重要评
价指标……一批改革红利让科研人员在
科技成果转化中有了获得感。

——强化成果转移转化机构建立
和模式创新，鼓励转化主体积极探索
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与经验。内蒙古农
牧业科学院组建农牧业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中心和现代农牧业科技创新联
盟，探索分行业、分领域的联动推广转
化机制。内蒙古冶金研究院鼓励科研
人员在完成所聘岗位职责的前提下，
到企业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技术
攻关，还可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离岗
创业；内蒙古科技大学将职务科技成
果转让中科技人员所得提高到了净收
入或形成股份的80%。

与此同时，内蒙古不断强化科技
成果转化的投入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持续增强。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
用。设立 5亿元/年规模的科技成果
转化专项资金，通过组织实施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进行技术交易后补助、支
持科技成果质押融资贷款等方式，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近两年共支持成果
转化项目293项，带动一批较高水平
的科技成果进入实质性转化阶段；对
符合条件的581项技术交易进行后补
助，安排后补助资金6483万元。

——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投资科技
成果转化。牵头设立8亿元规模的科
技协同创新基金，先后向14家企业投
入资金3.8亿元，撬动盟市财政、银行、
基金、民间投资机构等投入7.96亿元，

投资项目涉及现代农牧业、新材料、冶
金化工、环保、新能源、生物技术等产业
领域；投入1.1亿科技成果融资风险补
偿金，累计支持52家企业获取信贷资
金13.5亿元，放大比例1：8.3。利用多
种科技金融手段，解决企业研发投入和
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难题。

——积极落实科技成果转化相关
财税政策。对58家自治区科创板挂牌
企业，每家给予20万元后补助支持。
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10—30
万元科研经费补助。2019年，全区享
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企业
较上年增长71%；企业申报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总金额较上年增长139%；全
年共有267家高新技术企业享受高企
税收优惠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34.97
亿元，同比增长21.8%。

优化“环境端”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在刚刚结束的全区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对接会上，来自内蒙古大学高分子
化学及蒙药研究所的博格日勒图教授
带来了他的明星成果——胡芪降脂胶
囊。从十余年前带着6项蒙药化学创
新成果四顾无门，到如今胡芪降脂胶囊
享誉蒙药界，甚至跨境蒙古国建厂转
化，博格日勒图坦言，这一转变的动能
来自于科研与市场需求的深度耦合。

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实质上是科
技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对接，更是创新链
与产业链的对接。近年来，内蒙古始终
强化科技创新的需求导向，聚焦优势特
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需求，合
理部署安排各类科技计划，不断加大基
础研究投入，推进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增强
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引领重点产业、重点
领域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2019年，
自治区科技厅共安排各类计划项目
1284个，下达资金12亿多元。围绕大规
模储能、石墨烯、稀土、氢能、碳捕集封存
等重点领域启动了科技专项。其中，先
期在稀土领域启动实施的4个自治区科

技重大专项，有望在高端钕铁硼永磁材
料、先进稀土抛光材料、稀土基中低温烟
气脱硝催化剂和白云鄂博稀土精矿冶炼
工艺等方面突破一批制约稀土产业发展
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鄂尔多斯唐家会
矿区ISC技术试验示范项目成功实现了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煤炭地下气
化技术在我区的落地转化，代表了该领
域的世界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内蒙古进一步巩固企
业的创新主体和转化主体地位。持续
加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培育力度，引导和带动区内企业与区内
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建立产学研利
益共同体，鼓励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的产学研联合攻关。2019年底，
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900家，入库科
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达到289家；全区以
企业为主体培育建设的自治区级各类
产学研合作机构超过700家，其中，新
型科技研究开发机构47家，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34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182家，企业研发中心460家。这些产
学研合作在推动自治区产业关键技术

攻关、引导国内外优秀科技成果在区内
落地转化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浙江大学与包头市合作建设了新型研
发机构，转化世界领先的钢板印染技术
生产彩色钢板，比传统板材利润提高
50%以上，并且制定了建材用彩印钢板
的各项标准，目前该成果已经完成中试
生产；兴安盟引进袁隆平院士团队建设
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在科右中旗广大
的盐碱地上试验示范耐盐碱水稻，亩产
平均达到了508.8公斤，有望让兴安盟
地区的盐碱地中低产田变为中产田，进
而成为高产田；岱海发电公司联合清华
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
计研究院共同实施“岱海发电一期机组
节能减排综合升级改造”项目，历时4
年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实现了国内“首
次实施亚临界汽轮机跨代升级”“首次
将贯流式冷却机组改造为直接空冷”

“首次在600MW机组上实现干湿联合
冷却”以及“首次将亚临界机组蒸汽温
度升至超超临界参数”等多项突破，成
功将岱海电厂一期机组供电煤耗降低
到 306.95g/KWh（未计入余热利用节

能量），并实现了永久停止从岱海取、排
水，达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的
目的。

在此基础上，坚持把科技园区、
基地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平台和主
阵地，在全区创建了3家国家级高新
区，8家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和7家国
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有效推动了
科技成果向产业化迈进。包头稀土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力推动稀土产业
的科技成果转化，初步形成了以稀土
永磁电机、镍氢电池为代表的永磁材
料产业链，以稀土钢、稀土铝、稀土铜
为代表的稀土合金产业链，以稀土储
氢、催化、着色剂为代表的镧铈转化产
业链；利用3亿元科技类政府债券，在
中国“云谷”和林格尔新区建设自治区
首个超算中心，有力地支持了内蒙古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目前，
自治区正积极创建呼包鄂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巴彦淖尔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鄂尔多斯国家可持续
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和国家乳业、稀
土技术创新中心。

咬定“需求端”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欠发达
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东西部联动和对
口支援等机制来增加科技创新力量，以
创新的思维和坚定的信心探索创新驱
动发展新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要求，结合自身优势特色，内蒙古积极
开展与科技部、先进发达省市、高层次
科研院所合作，自治区科技厅加强与各
盟市、各相关部门的对接和合作，大力
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部区会商工作取得新进展。2019
年 12 月 9 日，科技部和自治区政府
2019年部区工作会商会议在北京召
开，双方在会上签署了新一轮部区工作
会商制度议定书（2019-2024年）。提
出实施“科技兴蒙”行动，由科技部、内
蒙古牵头，联合北京市、广东省以及中
科院、工程院、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
院所共同参与，建立科技兴蒙合作“4+
8”工作机制。旨在通过开放合作机制，
加大自治区与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
等发达地区的科技创新对接，推动知
识、人才、项目、成果等优势创新资源向

我区流动，提升全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
业技术水平，引领和支撑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与高层次科研院所合作迈上新台
阶。2018年11月，自治区政府与中国
科学院签署新一轮全面科技合作协
议。围绕开放合作搞创新，在中科院等
科研院所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我区一
项项科技成果应运而生，并发挥出积极
作用。

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在包头
市建成了世界首条稀土硫化物着色剂
连续化隧道窑生产线，研制成功数十
种稀土着色剂应用产品。

自治区科技厅与中科院科技战略
咨询研究院合作开展的“科技创新引
领内蒙古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
已完成研究报告的起草工作，将为自
治区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提供决
策参考。

自治区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新
一轮全面科技合作协议以来，自治区
科技厅与中科院相关院所开展了紧密
的合作对接，在推动战略研究、重点产
业和优势特色产业领域关键技术研发

和成果转化、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定
点帮扶、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等方面
全面开花。

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已在自
治区启动了19组企业青年科技创新

“1+1”行动计划项目，与企业联合共建
了8个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累计成功引
进孵化高科技企业20家，建设了钕铁硼
重稀土晶界扩散技术研究及装备技术
示范线等10条成果转化中试示范线。

自治区与中科院兰州分院签订
了《“西部之光”人才培养引进计划合
作协议》，建立了每年联合培养10名
青年学者的稳定合作机制。48位中
科院院士受邀来自治区合作共建院
士专家工作站，建站总数达到44家，
入站院士专家团队411人，转移转化
科技成果 51项，累计攻关解决技术
难题60项。

自治区与上海交大合作新组建了包
头材料研究院、铝合金新材料中心、先进
金属材料及制造中心等科技创新与成果
转化平台。2019年11月19日，自治区
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签订科技合作协
议，自治区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还将进

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共同搭建新的高水
平创新平台，构建以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为重点，以创新平台建设、人才队伍培育
为支撑的全面科技合作新机制。

厅市会商、厅际联动更加紧密。
2019年，自治区科技厅正式启动了厅
盟（市）会商工作机制，紧紧围绕地区
优势特色产业、重点产业发展中的重
大科技需求，社会和民生发展的技术
瓶颈问题，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
新动能培育等方面，开展了深入协商
和广泛合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为提升区域创新效能，推动区域创新
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

目前，自治区科技厅已与呼伦贝尔
市、兴安盟率先启动了厅市会商，推动呼
伦贝尔产业绿色发展、建设国家基因库
呼伦贝尔高寒种质资源库和智慧农牧
业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内容得到确定。
自治区重点支持兴安盟袁隆平水稻院
士专家工作站建设。自治区科技厅与
自治区能源局、工信厅、卫健委、生态环
境厅、农牧厅等部门开展联合攻关，布
局一批科研项目。目前，已首批认定自
治区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8家。

扩大“合作端” 多级协同产学研联动助力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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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在包头市开展绿色环保稀土着色剂中试工艺研
发，建成了世界首条稀土硫化物着色剂连续化隧道窑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