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大学研发的金黄光户外照明应用示范项目：昌吉赣高铁新干东站

江西理工大

学牵头研制的国

内首条稀土永磁

磁浮轨道交通工

程 试 验 线 ——

“红轨”在兴国县

竣工

2022 年 9 月 27 日，“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在北京开幕，

地方展区江西单元，充盈着江西高校的科技创新元素：

南昌大学江风益院士团队研发的“硅衬底高光效 GaN 基

蓝色发光二极管”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国成为

继日美之后第三个掌握蓝光 LED 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国家；

江西理工大学牵头研制的国内首条稀土永磁磁浮轨道交

通工程试验线——“红轨”在兴国县竣工，这是继电磁悬浮、超

导磁浮之后开辟的一种新的磁悬浮技术路线，我国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

黄路生院士带领江西农业大学研发团队专注于生猪遗传

改良与育种技术研究，推出猪全基因组育种芯片“中芯一号”，

成为全国推广的主导技术，助力提升我国生猪核心种源水平，

性能领先国际水平。

这是我省加快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提升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率，助推“创新江西”和人才强省建设的生动体现；这是

我省坚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

新第一动力结合起来，为经济社会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的

主动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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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近年

来，全省高校紧盯市场需求，紧扣优势

产业和重点产业链，加大科研攻关力

度，取得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成就。

江西师范大学开发新型高品质淡

水鱼蛋白胶，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达 30
亿元。东华理工大学与中广核贝谷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完成的集装箱、车辆成

像检查系统等装备实现批量化销售，年

销售额超 5 亿元。研发的核辐射探测

成套仪器设备，广泛应用于海关、出入

境口岸、环保、地震等多个重要领域。

华东交通大学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

大问题为出发点与原动力，不断提升人

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级，成

果在南昌红谷隧道、昌景黄高速铁路、

艾溪湖隧道、九龙湖过江大桥、武吉高

速九岭山隧道等重大工程中应用。南

昌工程学院以科研项目、成果推广为抓

手，从种质资源保护、良种选育、工厂化

繁殖、矮林培育到精油产品精深加工的

全产业链开展研发，推动形成香料全产

业链。

江西财经大学 2020 年 9 月成立虚

拟现实（VR）现代产业学院，实施教育

链、创新链和产业链“三链融合”人才

培 养 模 式 ，助 力 我 省 建 设 世 界 VR 产

业高地。南昌航空大学成立国内合作

与联络处、省情教育中心、军民融合与

航空发展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院等

机构，助力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九

江学院坚持把办学思路转到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人才上

来，先后组建成立有机硅新材料、现代

文旅、智能制造和电子信息四个现代

产业学院。新余学院组建“工博士”服

务团，先后选派 32 名博士到企业开展

帮扶，助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与转型

升级，探索高校科技人才服务地方发

展新模式。

全省各高校、科研人员紧盯产业发

展、市场需求，结合专业学科及人才优

势，在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上久久

为功，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科

技、智力、人才支撑。

汇聚科教人才合力 筑牢改革发展根基
——写在江西高校第四届科技成果对接会举办之际

赣南师范大学江西省竹基新材料与物质转化

工程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探讨关键技术

江西财经大学成立虚拟现实（VR）现代产业学院，

实施教育链、创新链和产业链“三链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江西中医药大学研制的未来中医药智慧诊疗、

制造、服务系统装备

坐落在江西师范大学数字产业学院的上饶市

数字经济高层次人才产业园

南昌航空大学举办科技创新引领江西航空产

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科技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

键，良好的科研环境是促进科技创新的

关键。近年来，全省上下通过出台政

策、明确举措等，全力培育科技创新的

沃土。

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一直重视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大力推进高校与

企业深度合作，主动融入地方、主动服

务江西发展。省教育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推动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若

干措施》，全省已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

院，推动一批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

实施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建设一批紧扣

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平台，设立一批研

究生工作站，实施产教融合专项研究生

招生计划，从高校选派一批科技人员到

企业担任科技副总或科技特派员，开展

高 校 科 技 服 务“ 走 园 入 企 ”专 项 行 动

等。目前，全省高校建设产业学院 80
所、研究生工作站 312 个、协同创新研

究院 47 个、科技小院 30 个；聘任产业教

授 214 名、产业导师 117 名、产教融合专

项研究生导师 276 名；面向社会需求调

整专业 486 个，其中新增专业 77 个、撤

销专业 69 个、停招专业 168 个、限招专

业 7 个、交叉融合专业 38 个、改造升级

专业 127个。

省科技厅着眼促进高校科技成果

更好更快转化，从“政策、项目、人才、平

台、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推动高

校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强化平台建设，搭建有利于创新创造的

科研平台。我省重点在食品科学、猪遗

传改良、核资源与环境、轨道交通、硅基

LED、单糖化学合成、日用及工业陶瓷

等领域，累计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4 个，其中高校占

比 60%。强化服务支撑，促进高校与企

业之间成果转化供需的有效对接。目

前，全省已建成省级以上大学科技园

16 家，省级以上众创空间 153 家，省级

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88家，省级以上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 27 家，为高校科技成

果有效对接、加快转化提供有利条件。

省工信厅从产业发展的技术需求

出发，以实施创新项目为抓手，着力推

动产学研合作、加快创新成果转化。聚

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航空、生物医

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和重点

产业链，分别研究制定产业链图、技术

路线图、应用领域图、区域分布图，明晰

产业创新路线和应用转化路线。依托

产业链龙头骨干企业和高校、科研机

构，全省共建设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2 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4 家、产业技

术研究院 16 家、企业技术中心 646 家、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16 家，以及一批

“双创”载体，有力地聚集产业技术创新

资源，促进创新成果对接转化。

省委人才办、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科协

等部门，以及各地各单位握指成拳、共

同发力，推动高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全省教育系统特别是各高

校立足科技创新，不断拓展发展新空

间、创造发展新机遇、打造发展新引擎，

真抓实干、勇于开拓，以科技创新助力

江西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科技创新支撑力量迈上新台

阶。两年来，我省高校在人才队伍、学

科、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进步。高

层次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战略科

学家、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加速汇聚，

新增两院院士 2 名，培养和引进国家级

高层次人才 41 名，引进博士近 2000 名，

高校科技研究人员达到 3.8 万人。学科

建设实现新突破。高水平学科不断增

加，顶级学科实现突破，南昌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科再次入选国家“双一

流”建设学科；1 个学科进入 ESI 世界排

名 前 1‰ ，实 现 顶 级 学 科 零 的 突 破 ；

ESI 世界排名前 1%学科由 19 个增加到

37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由 47 个增加到

60 个，并新增专业学位博士点 5 个。创

新平台加快建设，成功重组全国重点实

验室 3 个，新增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 1 个；1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纳入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新序列管理；国家级工

业设计中心实现零的突破；各类国家级

平台达 15个。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两

年来，江西高校承担的研究项目层次、

产出的科研成果质量，均有大幅度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高校获

2021 年 度 江 西 省 自 然 科 学 奖 总 数 的

93%；两年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自科基

金等 1964 项，直接经费超 10 亿元；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快速增长，比 2020 年

增长 128%，达 8800 余件 ；2021 年江西

省十大科技成果中，由高校牵头完成的

占 5 项。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产出

超级稻新品种、益生菌发酵果蔬技术、

薄膜光伏技术、中药制剂技术、固废中

金属高值化回收技术、退役电池拆解及

回收利用等一大批有重大经济效益的

科研成果；获教育部 2022 年度高等学

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一

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获其他省部级科

技成果奖共 226项。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取得重要

成效。不断增强成果转化服务，畅通转

移转化渠道。新增一批转移转化机构，

省级及以上大学科技园、转移转化基地

达 33 个；推广成果转化网络服务平台，

促成校企合作项目 1000多个。2022年，

我 省 高 校 输 出 的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数 达

3472 项，同比增长 62.2%，技术合同成

交 额 43.4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5.5%。 其

中，签订技术转让合同数实现翻番。

骆 辉/文 （本版图片由各高校党委宣传部提供）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科教融汇促发展 人才

赋能向未来”为主题的江西高校第四届科技成果对接会如

期举行，必将吹响全省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的嘹亮号角，掀

起把江西建设成中部地区重要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热潮。
江西农业大学研发的水稻品种——野香优明月丝苗获第二届

江西省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奖

各展所长 逐梦科技蓝海

奋发进取 助力经济发展

同心协力 护航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