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足区实施“双倍
增”行动计划，将实施三
项重点任务

一是构建科技企业“小升
科、科升高”梯次培育体系。

二是加快提升企业“建平
台、强研发”能力。

三是积极优化全社会创新
创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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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陈龙）昨日，记者
从大足区科技局获悉，大足区将分两个
阶段实施《大足区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
型企业“双倍增”实施方案（2023—2027
年）》，第一阶段到 2025年，全区高新技
术企业突破 310 家、科技型企业超过
2000家。第二阶段到 2027年，全区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在 2022年基
础上实现“双倍增”，分别超过 400家、
2500家。

大足区实施“双倍增”行动计划，将
实施三项重点任务，一是构建科技企业

“小升科、科升高”梯次培育体系；二是加
快提升企业“建平台、强研发”能力；三是
积极优化全社会创新创业生态。

“培育科技企业的培育体系，我们主
要从孵化科技型企业、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三
个方面进行。”大足区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倍增计划”中，大足将围绕
大足主导产业发展布局，充分发挥各类
创新主体作用，加快孵化培育一批科技
型企业。

同时，全面排查摸清新注册独立法
人企业底数，动态跟踪拥有知识产权企
业发展状况，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
入库，充实壮大科技型企业库。鼓励各
类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鼓励链主企业
和龙头骨干企业通过培育内部创业团
队、投资产业化项目、剥离业务等方式派
生创办科技型企业。坚持“保存量、挖增
量、提总量”，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动态培
育库，推行“科技型企业—高新后备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模式。选择
一批创新基础好、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
企业，纳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进行精
准服务，对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支
持科技型企业提升创新能级，加快成长
为高新技术企业。发挥重庆主城都市区

“桥头堡”城市区位优势，聚焦补链延链
强链，优化招商投资促进政策，积极招引
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平台建设方面，大足区将引导科技

企业组建研发中心、创新联合体、研究院
等研发机构，推动企业研发机构提质扩
面。支持有条件的科技企业建设市级、
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科技
创新平台。到 2027年各类科技创新平
台达到100个。引导科技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提升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强化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实施
五金、汽摩等重点专项，突破一批关键领
域核心技术。到2027年，全区企业研发
经费投入超过40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同时，以大足高新区为主阵地，完善
“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
全链条孵化体系，打造规模化、专业化、
高质量孵化载体。加快建设一批面积
5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创新创业孵化
社区和面积 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科
技企业孵化园，提质壮大环高校创新生
态圈，大力发展大学科技园。到 2025
年，全区建成孵化载体总面积20万平方
米以上，聚集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 1600
个以上，孵化培育科技型企业 250家以
上。到2027年，全区孵化载体面积超过
30万平方米。

环境优化方面，大足区将构建高效
便捷的企业准入准营服务体系，凝聚全
区研发投入的各类资源，通过加大财政
直接投入、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园区扶持
投入、企业自主投入等方式，引导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
责机制，探索开展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奖
励激励科技改革试点，提高核心技术人
员和团队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奖励比
例，不低于转让比例的70%。

“我们还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提
升科技服务能级，使创新创业的环境进
一步得到优化。”该负责人介绍说，“双倍
增”计划中，大足区将构建综合性、专业
性、全链条、贯通式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体系，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增添新动
能，引进大数据智慧应用场景。持续实
施科技成果进基层行动，促进科技成果
走出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到 2027年，
全区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20亿元。

同时，还要强化研究开发、检验检测
认证、科技咨询等专业服务，打造通用
型、高水平科技服务公共平台，鼓励开放
实验室、科创基地和大型科研仪器设
备。加快建设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平
台，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多元
化服务。到2027年，新增规模以上科技
服务企业10家。

新华社北京电 《经济参考报》近日刊发文
章《政策叠加发力 科技创新活力迸发》。文章
称，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
议指出，“要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
求，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近期，围绕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为科创企业引入资金活水、建
设科创生态平台等，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多层
次的支持措施，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助力科技
自立自强。

成果转化政策激发创新活力

“过去从高校获得技术专利许可至少需一
年，如今从双方启动协商到协议签订只需半个
月，没想到还是‘零门槛’。”维泰凯信副总经理
何毅告诉记者。

日前，北京高新技术企业维泰凯信新技术
公司从首都师范大学获得专利“阶梯加热红外
热波技术测量厚度的方法”的使用许可，公司在
一年内可免费使用该专利技术，一年后再开始
支付第一笔专利许可费用。何毅说，受益于技
术专利许可“先使用后付费”的新政策，企业的
研发团队已迅速基于专利技术开展新一代产品
研发，步入转型升级的“快车道”。

作为企业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一环，支持科
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正在加速落地。

日前，上海《关于本市进一步放权松绑激发
科技创新活力的若干意见》开始实施，要求开展
医疗卫生机构成果转化专项“解绑”行动，结合
医疗卫生领域成果转化特点，支持医疗卫生机
构适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不久前的
《重庆市提升科技服务能力推动科技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也提
出，支持建设全市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服务平台，
聚集技术转移相关创新资源，加速科技成果落
地转化。

“此前高校科研人员担心成果价值被低估，
科技企业则担心成果商业化效果不理想，亟须
一个互信机制推动企业、高校‘向前一步’，破解
成果转化堵点。”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
任陈柏强表示。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日前在公开场合指出，
需要积极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在合作中明
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协同优化重大生产力和战
略科技力量的布局，持续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
合、协同发展和产业间的有序衔接高效畅通，加
快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产业化的水平。

资金“活水”为企业添动力

科创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资金的支
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3月末，高技术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2.5%，比上月
末低2.5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5.2个百分点；一
季度新增2728亿元，同比多增1339亿元。

近日，不少地方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为科创
企业提供多种类型的资金支持，“浇灌”科创企
业发展壮大。

《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关于支持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提出，支持生物医
药科技型初创企业发展，对主营化学药品一类、
生物制品一至三类（治疗与预防用）或创新医疗
器械等高端创新企业，单次获得市场化运作的
专业投资机构（或上市公司）股权投资达到
1000万元（或等额外资）及以上，按照实际获得
投资额的1%给予企业奖励。湖北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科技激励的若干措施》提到，与企业
共同设立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鼓励企业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上海鼓励各区通过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配套资助等方式，支持
科技型中小企业提升研发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表示，政府
引导对于资金流向科创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可
以更好地分散风险，实现科技创新的政策目标，
建议财政资金在风险补偿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推动国内科创技术发展。

多层次生态体系护航科创发展

为了满足科技创新需求和提升产业创新能
力，多层次的科创生态平台体系也正在加快构建。

“我还记得 2019年初刚来枣庄，项目的临
时办公室还设在活动板房里。短短两三年，共
同体就打造出集科研开发、中试孵化、产业培育
等一体的综合创新平台体系。”山东省无机功能
材料与智能制造创新创业共同体核心运营机构
负责人张忠伦感慨颇深，“共同体的形成，是山
东对科研体系创新的有益尝试，其具有健全科
技成果孵化服务管理体系、将质量体系相关标
准融入孵化转化服务工作中的作用。”

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胜表
示，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招商工作十分到位，全方
位辅导企业落地工作，作为创业企业，高新区在
办公场地、奖补政策、人才引进等各种政策支持
的落地上，显出十足诚意。“园区很好地发挥了平
台作用，帮助企业更便捷地享受各项优惠政策。”

中山大学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也提到，中大近年来与中国联通、广汽
集团、科大讯飞等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企业共建
24个高水平创新平台，各平台围绕智能智算、
新一代汽车技术、通讯技术等重点领域与企业
联合开展科研攻关，提升学校在装备制造、信息
通讯、医学、信息化、金融科技等方面对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的支持作用，同时支撑企业作为科
技创新的主体发挥更大作用。

“我国已经进入了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要从
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
新驱动发展为主，靠改革形成的制度红利，提高
全要素生产力。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营造良好的生态和
小环境。”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智库专家
辜胜阻说。（记者袁小康、夏天、萧海川、张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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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海科技有限公司智能
化组装生产线。
（本组图片为新渝报资料图）

重庆久坤电子线束生产线。

盛泰光电智能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