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一、科研机构创新与发展
（一）继续推动科研机构的创新与发

展
自治区组织部、财政厅、科技厅、人

社厅、教育厅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激发
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

完成 2016年“自治区科研机构创新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审定与立项工
作。编制 2016年《自治区科研机构创新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表》，与自治区财政厅
会签《新疆地方绵羊品种基因组遗传分
析与利用》《新疆科技综合服务网关键技
术研究与开发》等23个项目，科技经费拨
款达2055万元。

组织开展人才引进、流失情况问卷
调查和统计分析工作，涉及 25家科研院
所、54家高新技术企业，收集有关落实和
扩大科研院所自主权，完善人事、科研管
理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和的相关建议，完
成科研院所自主权情况问卷调查报告。

（二）改革为科研机构增添了发展活
力

新疆电子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是区
属电子信息行业科研院所，承担着自治
区科技厅、经信委、市、高新区各类科技
计划项目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应用推
广与示范、人才培养等多项计划任务；是

“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自治区
产学研联合开发示范基地”“自治区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自治区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新疆物联网产业联盟副主任
委员单位”“乌鲁木齐市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示范平台”，已成为自治区内电子信息
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机构。

经过科研院所改制后，公司焕发活
力，增添动力，引进新鲜血液。自 2013
年，为激发公司科技及科技管理人员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公司科技开发和
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以
公司名义申请的科技进步奖、新产品鉴
定、专利、著作权、论文发表等创新活动，
公司给予相应奖励。仅2016年公司获得
市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获得发明专
利 1件、软件著作权 6项、新产品鉴定 2
项，在中文核心期刊或科技核心期刊累
计发表论文3篇，60%以上科研成果通过
成果转化实现了产业化。

公司近年来研发的智慧供热、智慧
农业、智慧安防、工业节能、数字旅游、企
业信息化、电子商务等领域软硬件创新
产品实现了模块化、流程化生产和销售，

建成产品中试线 6条，直接经济效益超
8000万元。通过与高校、企业进行产学
研合作，不断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方式与
途径，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已形成一定
成果。先后与区内外50多家企业进行了
项目合作，完成了区内 1500多家企业的
技术咨询、服务、指导工作。

新疆分析测试研究院是自治区科技
厅直属公益二类科研机构，围绕着食品
安全、环境监测、材料分析、生物医药等
主要领域开展分析测试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工作，是新疆公益性大型综合分析
测试科学事业单位。

新疆分析测试研究院拥有实验室、
计量认证、食品检验、无公害农产品及环
境检测、地理标志产品检测、绿色食品检
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及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等多项资质。检测能力覆盖食
品、化妆品、环境、职业卫生、天然产物等
领域。自治区资质认定计量认证，通过
十八大类2039个参数的检测能力。食品
检验机构资质认定，通过七大类246个产
品3743个参数的检测能力。每年分析测
试各类样品1万多个，为政府、企业、科研
单位等提供检测数据十多万条。

经过科研院所改制后，新疆分析测
试研究院焕发了活力。2016年，制定并
发布了4项环境、农产品检测方法的自治
区地方标准；申请发明专利 4件，获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1件；发表论文10篇；承担
科研项目 2项，18名青年科技工作者获
得科研项目支持。

二、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一）重点实验室建设
2016年，共有涵盖八大领域（按照国

家重点实验室标准划分）的重点实验室
53个，实验室固定人员 1834人，其中拥
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448人、副
高级600人、中级564人、初级129人。实
验室总建筑面积13.91万平方米，拥有设
备728台，设备总值12.66亿元。

截至 2016年底，实验室共主持和承
担各类在研项目1720项，经费13.89亿元
（其中，国家级项目 712项、经费 7.78亿
元，自治区及其他省部级项目 618项、经
费2.32亿元）。设立开放课题31项，新增
价值30万以上仪器设备43台（件）、价值
1732.26万元。

由重点实验室主要人员参与完成的
科研成果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
项，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4项、二等
奖 13项、三等奖 5项。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226篇，其中被 SCI
收录785篇，被EI收录61篇，核心期刊论
文 1561篇。获授权专利 110项，新药证
书 2项，软件著作权 100项；出版专著 22
部，制定行业标准 48项。举办国际国内
学术交流会议15次。开展国际国内合作
研究项目41项、经费3363.5万元。

多次赴科技部基础司对接沟通“省
部共建中亚高发病成因与防治国家重点
实验室”申报事宜。主动邀请科技部基
础司有关领导来疆对实验室建设工作进
行现场指导，精心组织完善实验室有关
材料编报工作。组织召开了实验室建设
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与新疆医科大学共
同商议细化实验室整体建设方案和后续
重点工作安排。

新疆包虫病基础医学重点实验室从
事包虫病预防、诊断新技术及与宿主相
互作用的分子遗传学本质研究。先后承
担国家“九五”攻关计划、国家 863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新疆联合基金、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
发展计划”、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地方病
（包虫病）建设项目、自治区高技术发展
研究计划项目、新疆自然科学基金及国
际合作项目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光华工程科技奖、何梁何利科技进
步奖、中华医学奖二等奖和新疆科技进
步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
干；拥有发明专利 7件，国家医疗械器注
册证1个；出版专著7部。现有固定人员
48名，其中包括高级职称 23人、中级职
称21人、初级职称4人。5年来依托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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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置式热计量装置生产车间。

实验室研究基地，培养博士后 7名、博士
研究生28名、硕士研究生73名。

新疆射电天体物理实验室从事射电
天文的观测和理论研究以及相关技术、
设备的研发和研制工作。现有固定人员
43人，其中高级职称 28人，1人在国际学
术机构任职，3人在国内学术机构任职；
实验室客座研究人员15人。固定科研人
员中博士生导师 4名、硕士生导师 13名，
近 5年来，共培养博士研究生 23名、硕士
研究生 54名。承担科技部 973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自治区
科技计划等各类项目 63项，争取科研经
费 5300多万元；获嫦娥二号任务突出贡
献奖 1项、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 3项，
新疆青年科技奖1项、全国测绘科技进步
奖三等奖 1 项，发表论文 274 篇，其中
SCI、EI收录 142篇，获软件著作权 5项，
国内专利授权4件。

新疆生物资源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
围绕独特的新疆生物资源，开展新疆特
色生物功能基因分离和开发利用的研
究，克隆新疆生物优良性状和抗逆性相
关的新基因，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适合
在新疆干旱荒漠生长的抗逆转基因植物
新品系。年内承担和在研各类科研项目
45项，其中国家级 23项、其他各类项目
22项，总经费 1728万元。发表研究论文
67篇，其中 SCI论文 19篇。获自治区科
技成果 6项，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一
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国家
发明专利2项，毕业研究生26人。

（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对 2012年度批准组建的 19家自治

区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验收评估工
作。对 2014年度批准组建 11家自治区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中期考核评估工
作。对 2011年度 10家延期验收的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的开展复验工作。全年新

受理 20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申报。

截 至 2016
年，自治区共有
工程技术中心
132 家，涵盖了
农业、电子与信
息 通 信 、制 造
业、材料、节能
与新能源、现代
交通、生物与医
药、资源开发、
环境保护、社会
事业等领域。

新 疆 肉 牛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以新疆畜牧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为依
托，以生产优质、安全牛肉和提升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为目标，开展肉牛标准化健
康养殖生产、畜产品安全生产全程质量
控制与精深加工技术和产品开发、市场
营销与品牌创立等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技
术集成开发。建有自治区级平台2个、科
技创新平台 3个、试验示范基地 6个，新
疆褐牛育种核心群示范基地4个、肉牛生
产试验基地2个、风干牛肉生产加工中试
生产线 4条，重点实验室 2个；建立新疆
褐牛育种核心群900头、培育种公牛1789
头、杂交改良 165.33万头；创建排酸分割
牛肉品牌 2个；制定并发布 2个自治区地
方标准。项目成果覆盖全国 5个省份、8
个地州、37个县市。为自治区养殖、屠宰
加工企业提供更多优质的畜源、肉源，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新疆热敏电阻材料及元器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以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
研究所为依托，围绕航天任务及海洋、汽
车、空调、家电等高新技术领域需求开展
敏感材料与元器件的研究与开发。先后

承担了国家及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 5
项。研制的运载火箭推进剂液氧、液氢
测温用低温NTC热敏电阻元器件、运载
火箭用低温温度补偿NTC热敏电阻元器
件组件、微型快响应NTC热敏电阻元器
件器等产品是国内唯一研制、独家供货、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殊品种产品；研
制的 26个品种 50多个规格的产品应用
于神舟系列飞船、嫦娥探月工程及天宫
一号空间实验室，是国家航天科技集团
合格供应商。热敏器件有机高分子气相
沉积密封技术和超薄玻璃密封技术的研
发，搭建了精细平行线控系统，为国产高
端海洋观测装备的研发提供了基础保
障。研发的 20种材料、八大系列 200多
个民用品种的NTC热敏电阻器产品已部
分替代进口。工程中心组建期间，申报
发明专利 19 件，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1
件，发表 SCI论文 17篇，获得各类科研奖
励2项。

（三）产业联盟建设
自治区科技厅牵头组建了红花、小

麦、红枣、苗木花卉、哈萨克民族刺绣、枸

世界卫生组织包虫病预防与管理合作中心揭牌仪式。

英国皇家科学院Andre Lyne院士与脉冲星团组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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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稻米、西部生态环境应用微生物产
业、煤化工等产业的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旨在进一步整合新疆各产业技术创
新资源、引导创新要素向相关行业集聚、
促进产业技术集成创新、提高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

12月 17～18日，新疆现代煤化工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二届一次会议在神
华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召开。28家煤化工
企业、工程设计单位及 13家疆内外从事
煤化工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的 100多名代表参会。会议选举神华新
疆化工有限公司为第二届联盟理事长单
位，14家企业、科研院所为联盟副理事长
单位，新疆大学化工学院为联盟秘书处
单位。

三、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深入实施自治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工程，优化完善科技人才评价、管
理体系。通过科技项目的引导支持，涌
现出一批高层次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9人入选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培
养造就一批具有高水平的战略科技人
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

（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
程”、“万人计划”后备人选培养

2015年自治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
养工程与国家“万人计划”后备人选培
养工作合并进行，于2016年7月完成拨

款，共选拔支持新疆杰出青年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13个、自治区优秀青年科技人
才培养项目50个、青年博士科技人才培
养项目29个、基层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项
目 107 个，拨付资金 1083 万元；国家

“万人计划”后备人选培养工作选拔支
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后备人选 9人、科
技创业领军人才后备人选 5人、青年拔
尖人才后备人选 4人，拨付资金 320万
元。“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程”与

“万人计划”后备人选培养的实施起到
“助推器”的作用，为新疆青年科技人
才的快速成长搭建了新平台，激励了科
技人员开拓创新的积极性，为优秀青年
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和条件。

（二）国家“万人计划”（创新人才
推进计划）

将自治区重点人才工程（计划）各
类别项目的推荐标准与国家标准相统
一，梳理各类人才工程（计划）、项目
间的关系，建立以国家重大人才工程为
引领的人才梯次培养的工作格局。依托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和国家“万人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推荐选拔平台，按照能力
业绩导向、成果转化方向、突出新疆地
域特色的要求组织推荐申报工作。截至
2016年，入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中青
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6人、科技创新创
业人才 7人、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1个、

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1个，其中入选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5
人、科技创业领军人才4人。

（三）专家服务基层
依托乌鲁木齐生产力促进中心、吉

木萨尔县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了 2个
综合性专家服务基地。2月 26日，印发
了《科技厅2016年开展自治区专家服务
基层工作要点》。

专家服务基地结合节能环保、生物
医药、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高产潜力开发
技术推广等领域共组织专家 60余人次，
开展需求调查活动4次、企业培训30余
场次、企业技术咨询11次，服务各类企
业（含农民专业合作社） 200余家。引
导签订各类合作协议约40项，一些技术
问题得到现场解决。

新疆生产力促进中心依托国家科技
领军人才和本地人才，聚焦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技术需求，以引领、支撑、服
务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为重点，围绕产
业链布局创新链、配置人才链，通过技
术咨询、联合研发、委托开发、辅导培
训等柔性合作方式，为创新主体提供专
业化、长效性、开放式、网络化服务。

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依托乌鲁木齐和对口支援省区的人才和
科技优势，围绕昌吉州东三县的马铃
薯、大蒜、红花、小杂粮产业发展需
求，完善专家库，组织专家精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