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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科函字〔2019〕5号 

 

对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第 77 号 

提 案  的  答  复 

 

主父文翔委员： 

您好！ 

《关于推动我市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建议》收悉，现答复

如下： 

感谢长期以来对我市科技工作的关心。我局对您的提案进

行了认真研究，认为您的提案非常好。提案中实事求是地提出

了当前我市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情况，分析了现存的短板，同时

对如何改善科技创新现状，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这为我们进

一步做好科技工作，推进全市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启发和

帮助。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加快经济转型

升级的战略支撑，摆在全市发展的核心位置。我局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总体部署，通过加大科技扶持力度、优化科技创新环

境、统筹科技创新资源等措施，有力提升了创新驱动发展能力，

为全市科学跨越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一是全社会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较快。我市持

续引导科技型企业开展科研活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在引进

先进技术和高层次人才、购买研发设备、开展产学研合作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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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大投入，不断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和水平。我市不断加大财

政科研投入，设立了科技创新专项对重大科研项目进行扶持，

有力促进了科技型企业的创新热情和活力。2017 年，我市全

社会研发投入达到 100.45亿元，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31%，

与全省平均水平缩小到了只有 0.1 个百分点。 

二是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我市不断加大培植生

物医药、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

术产业的力度，在科技资源上进行倾斜，切实落实好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补助等政策，引导和支持更多企业申

报高新技术企业。2018年，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99 家、高

企数量达到 369家；共有 263家成功入选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信

息库，是申报积极性最高、通过率最高的一年。同时，高新技

术产业稳步增长,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3412.78 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29.48%。 

三是科技创新平台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市通过宣传培训，

企业能够从自身实际出发，认识到创新平台对企业发展的巨大

推动作用。2009 年，金正大集团通过不懈努力，获批承建了

国家级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从此企业的发展日新月

异，走在了国家肥料行业的最前端。到 2018 年，金正大集团

实现年产值 154.81 亿元，纳税 4.45 亿元。我市不断鼓励和支

持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加快建设高水平技术研发

平台，增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先进成果承接转化能力。同时，

我市还设立了科技创新平台补助资金，用于对高层次科技创新

平台的补助和奖励，从 2012 年以来，共发放创新平台补助奖

励资金 160万元。通过以上政策实施，我市培育了一批省级科

技创新载体，重点突破了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截止目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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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共建设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21 家，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151

家，真正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相结合

的技术创新平台体系。 

四是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初见成效。临沂市牢牢抓住科技

改革的机遇，2009 年，临沂市把四家科研单位合并成立了临

沂市科技合作与应用研究院，获批建设了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2015 年投资 5.9 亿元，建成 16.8 万平米的大型科技创新

创业综合服务平台——临沂应用科学城，目前，已有中科院临

沂技术转移中心、山东省科学院临沂分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资源中心山东分中心、临沂市中德创新中心等机构和科技型

企业正式入驻。同时，我市还重点做好临沂科技服务中心、山

东（临沂）中医药传承与应用研究院等公共平台筹建工作，鼓

励和支持企业及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

空间。到目前为止，全市共建设国家级孵化器 3 家、省级 18

家，国家级众创空间 7 家、省级 27 家，国家“星创天地”6

家、省“农科驿站”67 家，省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1 个，创业

孵化面积达到 150 万平方米。 

五是科技金融合作有序推进。近年来，我市不断把科技

和金融进行融合，引入了金融机构参与科技创新工作。2015

年，我市在费县设立了第一家科技支行，自 2016 年以来我市

大力推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市共有 11 家企业通过专利质

押融资 9700 万元，已经逐步开始发展，但是整体来说还处于

初始阶段，贷款规模和企业数量还比较有限。我市召开政银企

对接会 4 次，通过为中小企业答疑解惑，促进企业与银行深度

合作，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帮助企业解决好生产

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为辖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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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加快科技型民营企业培育。坚持提质与增量并举，

引进与培育并重，按照扶优扶大原则，着力培植一批核心技术

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引领重要产业发展的创新型企业。

加快培育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引导企业开展各类技术创新活

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促其由小变大，集中培育一批“隐

形冠军”、“科技小巨人”企业。实施科技型小微企业升级高

新技术企业计划，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集

中打造一批“顶天立地”的创新型大型骨干龙头企业。 

二是强化科技产业集群打造。发挥好现有国家级科技产

业园区、基地的作用，完善全域协同发展格局，重点打造电子

元器件、信息产业、大健康产业、木业、新型肥料等五大科技

产业集群，推动莒南县花生加工产业和罗庄区轻合金深加工产

业创建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推进农业科技“三位一体”

创新体系建设，发挥现有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的示范引领作

用，支持市级农业特色科技园建设，增强 29个农科驿站和 2000

多名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加快引进转化先进农业科技成果，实

现三产联动，助力农业“新六产”发展，推进科技扶贫和精准

扶贫工作。 

三是构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扩大市级科技财政

资金投入规模，研究制定市级企业研发费用财政补助政策，加

快设立市级科技专项产业基金、市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金，

增强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搭建银政企金融对接平台，加大专

利质押贷款，力争专利质押融资额突破 1 亿元，真正为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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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认真做好临沂科技服务中心、山东（临沂）中医药传承与应用

研究院等公共平台筹建工作，力争年内正式运营；坚持建管并

重，鼓励和支持企业及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科技企业孵化

器、众创空间，推动临沂应用科学城升级为国家级孵化器，力

争新增孵化面积 20 万平方米，实现孵化载体县区全覆盖。 

五是打造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采取定向招聘、自

己培育和以人才引人才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引进和培养临沂现

代产业急需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尤其是两院“院士”、国家“千

人计划”、“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以及

各类带资金、带技术、带项目的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建

立科技人才发挥作用政策保障机制，增强科技人才在主导创新

中的话语权，赋予科技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

权和资源调动权，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科技工

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您的更多关注和支持。 

 

 

 

                          临沂市科学技术局 

                               2019 年 6 月 6 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临沂市科技局资配科  电话：7570023 

抄送：市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