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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

的骨干文化企业。

（二）创新财政文化投入方

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1.进一步创新财政文化资金

的投入方式。一是建立健全财政

支持公共文化服务的稳定资金保

障机制，彻底改变财政文化资金

单为“养人资金”现状，建立财

政文化资金“养事”机制。二是

通过政府采购、民办公助、项目

补贴、定向资助、以奖代补、跟

投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乘

数效应”以撬动更多社会资金，

引导和鼓励各类文化机构、社会

组织和个人，参与提供文化产品

和服务。三是在对文化产品与服

务提供者给予奖励或补助的同

时，建立健全文化消费的奖励机

制，鼓励文化消费。

2.创新财政文化资金的管理

方式。一是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激

励约束和绩效管理机制，把向社

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

务作为财政投入的重要依据，提

高财政文化资金在分配与使用上

的规范性和安全性。二是探索财

政扶持政策从“事后奖励”向“事

前培育引导”的转变，由直接投

入向间接投入转变，解决文化企

业特别是中小文化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资金困难。三是在部分财

政文化资金管理中，借鉴与推广

“参与式预算”模式，向社会公开

预算编制过程，广泛接受社会大

众对财政支出计划的评议，主动

邀请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员，参与

部门申报项目预算编制的评审和

监督，充分发扬民主，推行“阳

光财政”。

责任编辑  刘慧娴

力促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改革，逐步完善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

2009年11月，国家批准实施国家技术创

新工程安徽省试点工作，随后，安徽省

出台了实施方案，确定在三个层面上推

进，即以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为

主抓手，加快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产业技术升级，辐射带动全省技

术创新体系建设。至此，覆盖全省的创

新体系试点工作全面铺开。

2011年，国家又将合芜蚌自主创新

综合试验区与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

上海张江示范区作为“3+1”自主创新试

验示范区序列，列入国家“十二五”科

技发展规划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

划，作为重点建设内容。这标志着合芜

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

2.风投体系初具规模。为支持合芜

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发展，推动科技

金融创新，2008年省财政安排了首期5

亿元的省级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旨在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

社会资本，推动创业资本在安徽省特别

是在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内的

集聚，并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引导投

资方向，鼓励投向省内早期创新型企

业，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源配置，促

进自主创新。为进一步推进全省创业投

资活动深入开展，2010年底安徽省财政

又安排专项资金25亿元主要用于支持

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和

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省财政补助每市1

亿元，用于支持各市建立战略性新兴产

□安徽省财政厅

“十一五”以来是安徽自主创新的

重要转折期和特色形成期，安徽省委

省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自

主创新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作为安徽

跨越发展、转型发展的主动力。尤其是

2008年以来，启动了合芜蚌自主创新综

合试验区建设，标志着安徽省走上了独

具特色的自主创新探索之路。经过几年

的建设，安徽省自主创新的实践取得了

显著成效。 

（一）两大体系初步构建

1.创新体系初步建成。安徽省创新

体系建设主要经历了合肥国家科技创

新型试点市、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

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建设三个

层次，逐步形成了从点到面、点面结合，

覆盖全省的创新体系。

2004年11月，国家科技部批准合

肥市为“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 合肥

市开始了探索以提升创新能力、优化创

新环境为主线，集中力量组织实施以技

术创新工程、知识创新工程、产业创新

工程、文化创新工程、创新创业服务工

程五大创新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创

新示范工程。2008年，启动了合芜蚌自

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合肥、芜湖、

蚌埠三市拉开了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的帷幕，着眼企业主体、创新

载体、产学研一体“三体建设”，着力核

心项目、核心企业、核心区域“三个核

心”，着重实施六大创新工程，推进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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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引导资金和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由各市自行安排，省级留用3亿元，专

门设立和扩充省级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极大地活跃了安徽省创业投资的环境

和氛围，吸引了更多创投机构的关注，

有力地促进了创业投资在全省形成规

模效应，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融

资渠道。

（二）四大成果加速涌现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安徽省自主创

新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智

能语音等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实现产业

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加

强，全省70%以上的研发机构、研发人

员、研发经费、专利申请数和省级科技

成果来自企业。2012年，全省有国家级

创新型（试点）企业32家，高新技术企

业1742家，均居中部第一位。全省专利

申请量、授权量、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等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显著前移。自主

创新已成为安徽发展的一大特色、一大

品牌和一面旗帜，成为安徽加速崛起、

全面转型的强大引擎。尤其是合芜蚌自

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成效更为显著，

涌现出一批产业、科技、人才和改革成

果，成为全国“3+1”自主创新试验示范

区之一。

1.产业成果显著提升。以战略性新

兴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2012年，试验区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年

达到6171.5亿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的60.2%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例22.6%，较2008年提

高7个百分点。创新型企业加速成长。

新认定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981家和

创新型（试点）企业134家，分别占全省

的56.3%、51.9%。合肥高新区成为国家

创新型园区，芜湖、蚌埠高新区升格为

国家级高新区。

2.科技成果不断涌现。2012年，试

验区专利授权量23504件，其中发明专

利授权量2207件，分别是2008年的9.4

倍和6.4倍。四年来，试验区重大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合肥全球首个规模化城

域量子通信试验示范网、同等工艺面积

最小的4GTD-LTE基带芯片、国际领

先的生物质成型燃料超焓燃烧发电锅

炉、世界首条高倍聚光光伏发电系统及

组件自动化生产线、国内首个彩色柔性

液晶显示器中试生产线等一批重大科

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建成投产或

开工建设。

3.人才成果加速集聚。试验区累计

共有109人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建立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基地11家、国家级基地3家、

院士工作站18家，引进27名院士以及

由院士率领的创新团队200多人，“115”

产业创新团队98个。启动高校设立创新

岗位、企业与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试点

工作。

4.改革成果初步显现。建立了合芜

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部际协调小组会

议制度，在股权激励、科技金融结合等

方面开展一系列政策试点。中国科技大

创投基金主要在省内投资

特别是对合芜蚌试验区内

早期创新型企业投资，凸

显了省引导基金的政策引

导和杠杆效应。合肥市针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

程中筹资困境也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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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全面启动建设。省直

相关部门联合选派了一批科技特派员和

特聘员，组建了一批股份制产学研合作

实体，建立了46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省、合肥市和企业联合建设的公共

创新总中心进展顺利。省及合芜蚌三市

引导设立的18支风投基金运作良好。省

直部门还制定了22项试验区自主创新

政策实施细则，专利质押贷款、科技保

险试点全面启动。

（三）自主创新层次显著提升

“十一五”以来，省委省政府将创

新驱动发展作为主战略，大幅增加财政

投入力度，大力营造科技创新环境和氛

围，有效地提升了安徽省自主创新的层

次。2012年全省财政科技支出从2008

年23.78亿元增加到96亿元，年均增长

41.7%，推动全省主要创新指标较2008

年呈倍数增长，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增

长3.2倍，专利申请量增长7.2倍、授权

量增长10倍。科技部《中国区域创新能

力报告2012》显示，安徽区域创新能力

跃居全国第9位，中部地区第1位。其

中，专利综合指标居第8位，创新环境

指标居第4位，区域创新潜力居全国前

3位。

安徽省财政在推进自主创新工作

中，积极谋划，主动作为，采取有效措

施，不断推进自主创新深入开展。

（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着力推进

创新推动战略实施。为落实省委省政府

创新推动战略实施，省财政积极筹措资

金，加大财政科技投入，2011年全省财

政科技支出77亿元，位列全国第8位，

占财政支出2.33%，位列第7位。2012

年，全省财政科技支出96亿元。尤其是

2008年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启动

以来，省财政投入力度呈现大幅递增态

势，2008年省财政新增5亿元设立合芜

蚌自主创新专项资金，合芜蚌三市每年

安排15亿元；另外还设立了首期5亿元

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2010年初，

安徽省又启动了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

省建设，每年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其

中1亿元从合芜蚌试验区专项中安排），

合芜蚌试验区及试点省专项增加到6亿

元。2010年底，省财政又集中财力一次

性安排专项资金25亿元，用于支持建

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和风险

投资引导基金。2011—2015年，省财政

每年安排5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

金。大量财政资金的密集投入，为安徽

省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撑。

（二）创新财政投入方式，着力放

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为充分发挥财政

资金杠杆效应，吸引社会资本支持科技

型企业发展，安徽省除采取税收优惠政

策、项目补助等常规性的扶持方式外，

积极探索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专利

权质押贷款等扶持方式。2008年省财

政安排了首期5亿元的省引导基金，至

2012年年底，已引导设立创投基金注册

资金57.3亿元，省财政资金放大效应达

到8.2倍。累计投资117个项目，投资额

达29.7亿元，带动其他方面投资11亿

元，投资总额达40.7亿元。创投基金主

要在省内投资特别是对合芜蚌试验区内

早期创新型企业投资，凸显了省引导基

金的政策引导和杠杆效应。合肥市针对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筹资困境也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于2010年启动了专

利权质押贷款试点工作，出台了实施方

案，明确借款企业可将自己拥有的专利

权向担保机构作质押，经市财政、科技

部门审核、推荐，由担保机构向贷款人

提供担保，取得一定数额的贷款。担保

机构对专利权质押贷款给予全额无实物

担保，市财政对贷款申请给予一定风险

补偿，实现从资金无偿拨付到政策支持

的转变。

（三）加强财政政策引导，着力优

化科技创新环境。2008年，安徽省实施

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以来，

省财政厅不断出台相应政策，积极推进

自主创新工作的深入开展。如先后出台

了《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自主创新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安徽省试点

单位工作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

并配合科技厅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

推进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安徽

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实施办法

（试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

专利权质押贷款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试

行）》等22个文件。这些文件从税收政

策、行政性收费、项目资金补助等方面，

为自主创新提供了一系列优惠、减免、

奖励等扶持政策（包括行政性收费减免、

重点项目奖励、一事一议项目扶持等），

积极引导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围绕

企业主体、产学研一体，向核心区域、

核心企业、核心项目集聚，为全省创新

体系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

（四）完善财政监督体系，着力保障

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为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在设立专项资金之初，省财政

厅便设计了中期考核和年度评估制度，

并每年牵头对合芜蚌三市进行两次监督

考核，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形成

考核报告，提交省领导作决策参考。同

时借助财政监督检查局和省审计厅的

力量，开展专业的绩效评价和专项审计

工作，更加细致深入地对自主创新专项

资金进行评价和审计。并将绩效评价结

果，作为下一年自主创新资金分配安排

的重要依据之一；对于审计发现的问

题，及时整改，并进一步修订完善政策

措施。并要求各市每年都开展自查，认

真分析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每年年初上

报上年度资金使用情况，供创新办作决

策参考。不同层次、多种方式的有效监

督，有力地保证了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的

安全高效。

责任编辑  雷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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