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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续推动科研机构的创新与发展
安排自治区科研机构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项

目15项，科技经费拨款达2550万元。对乌鲁木
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项目进行需求调
研，并开展了2014年“自治区科研机构创新发
展专项资金”项目中期检查，督促检查项目的
中期执行情况。为进一步掌握和田地区项目需
求情况，赴和田对“和田地区维吾尔医药发展
规划”的实施进行专题调研。10月底，组织专
家对15个到期项目进行验收。

4～6月，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多里坤·阿
吾提带队，组织对自治区属16所科研机构进行
了深入调研，了解区属科研机构近期创新发展
现状、人才队伍建设情况以及新一轮事业单位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9月，协助科技部组织开展对自治区科研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进行摸底问卷调查，掌握科
研院所的科研管理情况，并对科研机构公众满
意度情况进行测评。

二、改革为科研机构增添了发展活力
新疆药物研究所是区属公益一类科研机构，承担着新疆

新药与民族药研究、技术应用、技术转移、技术推广与辐射
示范、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等多项重任。现挂牌“自治区哈
萨克医药研究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维吾尔
药分析实验室）”、“自治区维吾尔药重点实验室”、“自治区
药理毒理研究实验中心”、“自治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自治
区博士后科研创新实践基地）”、“自治区产学研联合培养研
究生基地”。已成为自治区医药研发系统规模最大、人数最
多、学科最多，并在区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医药科
研机构。

新疆药物研究所有副高级以上职称 29人、博士学历 5
人、硕士学历 42人；拥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人、首批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国家药典委员会委
员 1人、全国先进工作者 1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
人、十佳全国科技工作者提名奖获得者1人、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1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3人、自治区科技兴新
先进个人1人、自治区天山英才工程二批次培养人选3人、自

治区杰出青年 2人、博士生导师 2人、硕士生导师 14人。“十
二五”期间，结合人事制度改革工作，先后在首次岗位设
置、绩效考核与实施绩效工资、职称管理与岗位聘用、收入
分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改革与探索，人才创新活力得到显
著释放。

新疆药物研究所累计取得重大科研成果 50余项，获得国
家及自治区科技进步奖20余项，获得发明专利50余项，出版
专著5部，获得新药证书及临床批件50余项，90%以上科技成
果通过企业转化实现了产业化。现有 24个特色维吾尔药品种
已通过疆内制药企业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和销售，直接经
济效益超 20亿元；有 2个特色维吾尔药品种入选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3个特色维吾尔药入选国家中药保护品种，7个特色
维吾尔药列入国家医保目录，7个特色维吾尔药列入国家重点
新产品目录，13个特色维吾尔药列入地方基本药物目录，4个
特色维吾尔药列入地方医保目录；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6个新药的研发工作，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交
新药注册申报（4个品种已获得新药临床批件），2013～2014
年，连续在中药新药申报量上创下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新疆药物研究所充分利用自身科技和人才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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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主科技成果分别帮助地方人民政府在吉木萨尔
建立北庭红花色素厂、在喀什建立昆仑红花色素厂；以技术
服务形式在博乐、库车建立了麻黄素厂，有力地促进了地方
经济的发展；以控股、参股等方式创办衍生科技企业，成立
了新疆丝路化妆品公司（新疆奥斯曼化妆品公司的前身）和
新疆西部加斯特药业公司 2个高新技术企业，初步形成了产、
学、研、科、工、贸一体化格局。衍生科技企业在弥补自治
区药物研究所科研经费不足、改善科研环境与条件、提高职
工收入水平等方面的作用卓越，形成了“科研促进产业、产
业反哺科研”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先后与区内外 60多个企业
进行了项目合作，实现了 24个特色维吾尔药品工业化生产和
销售。

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多里坤·阿吾提带队，前往和田对“和田地区维吾尔医药发
展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新疆药物研究所成果转化基地新疆西部加斯特药业有限公司
厂房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