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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财政支持科技创新

发展的战略性领域开展的产学研前瞻性

联合研究项目 ；设立科技服务平台专项

引导资金 2.5 亿元，支持重大研发机构、

科技公共服务平台、高技术研究重点实

验室和企业院士工作站的建设等。此

外，2013 年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中

还专门安排 1 亿元设立海外成果转化专

项资金，并资助项目 16 个。

二是设立相关创新发展基金，培

育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和项目。

设立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基金、重大

科技支撑与自主创新专项引导资金等

用以扶持技术改造、技术创新项目，以

加快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

产品 ；设立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配套资

金，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立

项，如 2013 年，省 财 政 设 立 了 1 亿 元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配套资金及省重大

科技专项资金”，专项用于由省直接组

织申报、获准立项且承诺配套的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配套，通过引导

各市县和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推进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在江苏省的顺利

实施。

三是设立专项引导基金，促进新兴

产业发展及小微企业发展壮大。2011 年

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10 亿元，引

导基金参股设立商业性子基金 ；设立

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引导资金 10 亿元，

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融资环境 ；

2012 年设立省级天使投资引导专项资金

1 亿元，支持初创期、种子期科技型小微

企业发展壮大。

四是加大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投入，

完善科技创新的产权保护。省财政在加

大知识产权事业经费投入的同时，优化

了经费投入结构，以确保知识产权保护

重点工作的开展。具体包括 ：安排专利

保护专项资金，对本省企事业单位和个

人获得受理的重大发明专利申请以及向

国外申请专利经费给予补贴 ；安排专项

经费推动优秀专利技术项目实现产业

化 ；安排行政执法经费支持保护知识产

权专项行动的开展和“正版正货”承诺

计划的推进 ；安排重大项目知识产权审

查论证费，对当年申报省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全面的审

查、分析和论证。

（二）创新财政支持科技方式，完善

科技创新扶持体系

一是创新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设

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为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新的方案。如 2011

年，常州市通过设立 1 亿元常州市中小

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发展基金，专项用于

风险代偿，撬动了 20 亿元的“区域集优”

债务融资，开创了中小企业新的融资模

式。同时，常州市财政还对金融机构为

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企业主承销有价证

券进行奖励，对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企

业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给予补助，鼓

励金融机构参与企业票据融资。此后，

这一模式逐渐在省内发展起来。截至

2013 年，省财政通过集合票据累计融资

7.3 亿元。

二是设立风险补偿奖励。省财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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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促进科技创新，江苏省

财政部门从加大财政投入，整合专项、

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创新扶持方式，推

广政府采购，促进人才建设及落实税

收优惠等方面予以支持，取得了一定

成效。

（一）优化财政科技投入，提高财

政对科技的支持力度。财政预算内投入

是保障地方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

源，特别是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江苏省各级财政部门

把财政科技投入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

在年初预算编制及预算执行中的超收分

配都体现了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为更好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按照“整合

存量、优化增量、有进有退、突出重点”

的原则对现有科技专项资金进行整合，

优化了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并重新制定

了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提升了科技

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一是设立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

金，用以支持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

目。设立重大成果转化专项引导资金 10

亿元，用于创新意义重大、发展前景良

好、企业成长性高并有望形成战略产品

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设立产学研

联合创新专项引导资金 2 亿元，通过拨

款、补贴和贴息三种资助方式，支持在

高新区、大学科技园面向新兴产业领域

布局的产学研重大创新载体建设以及企

业联合省内外高校院所在引领未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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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银行贷款增长风险补偿奖励资金，

专项用于鼓励和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加

大对科技项目、小企业等领域信贷投放

的引导性财政扶持资金，如对“十一五”

期间科技贷款年递增 20% 以上的银行，

经考核后，由省财政每年按新增科技贷

款余额的 1% 给予风险补贴。

三是合理运用其他手段，大力支持

技术进步。合理运用财政贴息，设立财

政技改贴息资金，充分调动企业和银行

两个方面增加技改投入的积极性，为产

品研发提供无息贷款 ；试行科技保险，

促进科技创新发展 ；为新兴产业科技担

保提供补偿，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创新

科技券制度，为企业研发新产品，购买

新技术等提供资金支持等等。

（三）积极实行政府首购，支持自主

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是可以影响技术创

新方向和速度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通

过采购价格、采购数量、采购标准制定

等吸引更多资本进入政府鼓励发展的领

域。2006 年江苏省财政厅会同省科技厅

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省自主创新产品认定

管理办法，印发了专家评价工作手册。

2007 年又研究制定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

采购实施意见等系列配套制度和办法，

从全省推荐上报的 425 项产品中认定了

99 项列入省自主创新产品目录。通过对

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及政府对自主创新

产品的优先采购政策，不仅为新兴产品

提供了市场，亦提高了人们对此类产品

的认知，促进了自主创新产品的应用，

从而为该类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四）支持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端人

才，建立创新人才激励机制。科技创新

离不开人才的支撑。通过设立科学技术

奖励专项资金，对获得国家、省科学技

术奖励的个人和单位给予专项或配套奖

励 ；逐年加大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技

人才）专项资金投入，资助优秀青年科

技人才，提升企业原始自主创新能力 ；

设立“江苏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引进

计划”专项资金、“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

工程”专项资金、高技能人才培养专项

资金等，极大促进了科技人才的引进和

培养。

（五）狠抓财税优惠政策落实，引导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税收优惠政策

落实力度，对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和

高新技术企业，充分用好国家给予高新

技术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支持，实行减

按 15%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实施企业

技术开发的所得税加计扣除、加速折旧

等优惠政策，积极培育发展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创新能力强的规模小高新技术

企业。

（作者单位：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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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
强力推进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作为深化改革的首

要突破口，强力高效推进。

立足简政放权 

最大限度让利于民

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

容，2008 年以来，各地不断清理行政事

业 性 乱 收 费。2009 年 至 2011 年 间，包

头市取消和停征收费项目 365 项，每年

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 1.2 亿元。截止到

2013 年底，包头市剩余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 85 项。2014 年年初，包头市再出重

拳，对其中阻碍和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

发展的收费项目、对不符合现行法规政

□于占江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

神，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

转变，改进政府工作作风，提高政府工

作效率，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把清理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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