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技术市场培育
（一）技术市场状况
全年共登记各类技术合同656项，合同金额35297.77万元，其中技术合同交易额34747.55万元，占合同成交额的98%。

技术合同构成情况

技术领域分类统计表

（二）科技计划成果进入技术市场
全年共 9项科技计划项目进入技术

市场交易，所订技术合同占全区总数的
1.37%；合同成交金额1317.30万元，占全
区总额的3.73%。

（三）技术合同免征营业税
对自治区企事业单位的技术性收入

免征营业税材料进行审核，为 21家单位
38项合同共计5941.1万元的技术性收入
免税材料进行了审核。

（四）技术贸易单位提取奖酬金
为 自 治 区 技 术 贸 易 单 位 115 项

2303.9万元的技术贸易合同提取奖酬金
533.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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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同买卖方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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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新增备案生产力促进中心4家，总数

达到82家。组织召开2015年度理事会1
次、全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座谈会 1次，商
论众创空间建设、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发
展的思路与模式。组织全区生产力促进
中心开展区内培训 1次、区外培训 6次，
其中28人取得人社部颁发的创业咨询师
资格证。新疆生产力促进联盟网站新增
各类信息 106条。完成了 2014年度各生
产力中心年报统计工作。

新疆生产力促进中心在战略咨询、
企业咨询服务、培训服务及技术转移服
务等方面积极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
务。近 3年共为上百家高新技术企业分
领域、分行业、分规模进行调研分析，为
全疆的 19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政策
辅导；帮助360余家企业获得各级政府专
项资金17700余万元；帮助上百家企业提

供技术转移和相关成果鉴定工作；为170
多家企业提供各类认证咨询服务 200多
项次；为企业培训内审和体系管理人员
上千人次；累计为近千家企业提供现代
企业管理知识、新技术、信息化、职业技
能等培训达 54200余人次。借助科技创
新服务基地优势，积极服务于各类企业，
通过研究起草并发布 8个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征信服务地方标准，构建了科技型
中小企业征信地方标准体系，填补了新
疆地区征信服务标准化的空白。

博尔塔拉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
司）针对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石材产业
资源丰富、开采生产技术落后的现状结
合当地石材产业的布局特点，通过运用
大数据技术，搭建集合信息咨询、技术转
移、人员培训、就业服务、成果推广、供需
对接等服务于一体的石材产业链服务平
台，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与博乐市安监局共同举办石材企业安全
知识培训班。

积极开展企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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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农村科技服务
全区13个地州的88个县市区开展了科技特派员工作。有

个人科技特派员 7926名、法人科技特派员 1543个。科技特派
员创业和服务领域覆盖了全区所有乡镇，涉及农业产业的方方
面面。约 90%以上的乡镇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推
广新技术804项，引进新品种906个，有553人领办、创办农业企
业组建经济合作组织或专业协会，直接参与科技特派员项目农
户近 46万户，实现增收农民达 34万户。培训农民 271万人次，
发放技术资料130万份，安置劳动力就业人数达10.9万人。

下达两批自治区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项目。第
一批安排经费总额1500万元，其中包括13个地州市、87个县市
区推行科技特派员工作补助经费 173万元；科技特派员创新创
业项目补助经费927万元；科技特派员创业链项目补助经费212
万元，科技特派员创业贷款贴息补助 61万元，自治区法人科技
特派员承包县市技术服务项目补助127万元。第二批安排经费
500万，用于支持新疆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下达农村信
息化项目7个，为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软硬件平台支
撑以及信息咨询和智力支持等专业化服务。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五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边远贫困县市科技人员专项支持计划实施方案》。根据
贫困县需求，选派科技人才 630名，受培人员 115名，争取国家
财政拨款1348万元。在和田墨玉县举办“2015年度和田和喀什

地区农村科技人员技术能力提升培训班”，40人参加。依托新
疆农业大学举办 2014、2015年自治区 35个贫困县科技人才受
培人员技术能力提升中长期培训班，培训科技人才28人。

疏附县站敏乡农民张得丽长年坚持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带
动周边维吾尔族农民增收，发展到创办合作社和企业，注册资
金100万元，曾得到4项自治区科技特派员项目的支持，获得项
目资金33.75万元。目前，该合作社已发展成为拥有160余名社
员、生产经营区域覆盖喀什地区 7个县市，并成功申请注册

“果然很土”商标。目前有日光温室 126座、拱棚 408个，辐
射周边 600余户农民人均增收近 1000元。与种植户签订购销
合同，加强对红枣实施标准化管理，在站敏乡建立红枣密植
丰产栽培技术示范园，亩产达到300公斤，亩均增加产值2000
元。

设施红提葡萄创业链项目，由科技特派员张建江组织实
施，成立了伊宁市克伯克于孜乡冬鲜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自2011年组织实施以来，给予滚动支持，安排财政经费45
万元。该创业链组织开展标准化生产、引进选育优质葡萄种苗
提纯复壮，推广普及先进技术，扩大葡萄种植面积，稳抓品质提
高质量，扩大外销增加收入。2015年建设1万吨红地球葡萄保
鲜库、1.2万吨红地球葡萄制干深加工项目，加速红地球葡萄产
业化发展步伐，提高果品商品价值，使全乡 3000亩红地球葡萄
产值达5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