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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CR—2021—0010005

济宁市人民政府文件

济政发〔2021〕11 号

济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宁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济宁高新区、太白湖新区、济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推进办公室），市政

府各部门，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济宁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宁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5 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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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化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统筹科技创新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市企业发展和产

业升级，以科技创新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激发企业创新动能

1. 促进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对首次认定和再次认定的高

新技术企业给予 10 万元奖励，获省“小升高”补助的企业不再

重复支持。在县（市、区）完成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目标任务

的基础上，按照每增加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补助 5 万元的标准安排

工作经费，每个县（市、区）最高 50 万元。对进入省、市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市财政分别给予 3 万元、1 万元奖励。

2.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经税前加计扣除认定的企业研

发投入，在享受省企业研发财政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市级再按认

定总额的 1%给予配套补助，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鼓励规模以上企业纳入研发统计范围，对首次纳统且

研发经费不低于 100 万元的企业，市级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励；

对研发经费 100 万元以上且较上年度增长超过 20%的再次纳统企

业，市级给予 3 万元一次性奖励。设立研发投入强度“红线”制

度，对上年度研发投入强度低于 1%的企业，原则上不支持其申

报市级以上创新项目、研发平台和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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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企业建设自主研发平台。对新获批的国家级技术创

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平台，市财政给予 100 万元研发经费

补助；新获批的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重点人才工程人选工作

站等研发平台，市财政给予 50 万元研发经费补助；新获批的省

级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研发平台，市财政给予 30 万元研

发经费补助。

4. 落实企业创新普惠性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使用共享科

学仪器设备产生的费用，在省“创新券”补助基础上，市财政再

给予 20%比例配套补助。实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贷款

风险补偿机制，给予最高 35%的贷款风险补偿。

二、引领产业创新升级

5. 支持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围绕“231”先进制造业和优

势主导产业，每年设立 10 项左右产业“强链补链延链”关键技

术攻关项目、10 项左右先进技术成果产业化示范项目，每个项

目按其研发经费投入一定比例给予资助，最高 100 万元，并优先

推荐申报国家、省重大科技专项。

6. 推进产业创新载体建设。经省级备案的新型研发机构，

绩效评价优秀的给予最高 20 万元研发经费补助。对新认定的国

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给予 50 万元一性次补助。经国家或省

认定（备案）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文化与科技融合基

地、大学科技园等双创载体，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上市（挂牌）

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绩效突出的，市财政分别给予最

高 30 万元、15 万元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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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按省税务系统出具的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的技术交易额的 1.5%给予技术输出方奖励，每家每年最高奖

励 100 万元。每年优选一批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技术合同登记机

构、技术经纪（经理）人，机构每家每年最高奖励 20 万元，技

术经纪（经理）人每人每年最高奖励 5 万元。同一主体、同一项

技术不重复奖励。

8. 加大社会资本投入。拓宽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和

引导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科技

创新。对于投资机构确定投资（服务）的科技项目，支持济宁城

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宁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市属

国有投资机构按一定比例跟投，加速项目落地建设。

三、提高源头创新水平

9. 拓宽产学研合作路径。“中字头、国字号”知名高校院

所在我市建立研发机构、中试基地、科创园区的，由市政府“一

事一议”签订共建协议，对其建设运营给予支持。对于企业与高

校院所签订的产学研合作项目，择优按企业支付合作费用的 5%

给予补助，最高 20 万元。

10. 激励人才创新创业。对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的支持，参

照《关于实施“智汇济宁·才绘圣城”工程加快集聚新时代创新

创业人才的若干措施》（济发〔2020〕13 号）等政策标准执行。

支持科技人员深入企业建立“科技特派员”基地，每年评选 10

家左右创新创业绩效突出的基地，进行通报表扬和给予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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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大科技奖励力度。对获得国家科技奖项（自然科学奖、

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前三位完成人中的我市人员，市财

政按照特等奖 200 万元、一等奖 100 万元、二等奖 50 万元给予

一次性奖励；获得省科技奖项前两位完成人中的我市人员，市财

政按照一等奖 30 万元、二等奖 20 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开展市

级重大科技成果评选，每年在市级层面进行表扬和立项支持。

四、提升区域创新活力

12. 加速推进创新谷建设。制定支持济宁创新谷发展的政策

措施，市级统筹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支持创新谷建设重大科研机

构和基础设施、开展产业关键技术研发、落地产业化项目等。

13. 支持县域产业协同创新。支持县（市、区）以产业链协

同创新模式，探索创建创新创业共同体或创新联合体，3 年内建

成 10 个创新创业共同体、10 个创新联合体，逐步实现重点产业

链全覆盖。对于创新绩效优秀的共同体或联合体，其开展的协同

创新项目优先纳入市级重点研发计划给予研发经费补助。

14. 积极推进开放创新。对在我市举办的高层次、品牌性区

域间科技合作活动给予支持。对于我市建成运营的海外研发平台

或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的，市财政分别给予 100 万元、30 万元研发经费补助；新认定为

省级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的，市财政给予 50 万元研发经费补助。

经科技部、省科技厅立项的我市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按照实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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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资金 50%的比例给予配套奖励，最高 100 万元、50 万元。

五、强化创新保障能力

15. 完善创新发展激励考核机制。成立全市创新发展领导小

组，加强对创新工作统筹规划、协调推进、督查考核等职能。对

县（市、区）科技创新工作定期调度，对主要创新指标定期通报，

并纳入对县（市、区）综合考核。对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作用突

出、研发投入总量和增幅较大的科技企业、高校院所、人才载体

等，从市级层面给予表扬奖励。建立完善科研诚信和创新容错制

度，加快形成公平开放的创新创业生态。

16. 构建多元化投入和高质量服务体系。保障全市创新发展

财政经费稳定持续投入，市财政整合设立全市创新发展专项资

金，用于上述政策措施落实兑现。促进科技、金融、财税、人才

等创新发展政策有效衔接，对政策落实情况定期开展专项督查和

评估。发挥市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鼓励金融、社会资本支持科技

创新，持续提高全社会创新活力。深入推进科技创新领域“放管

服”改革，提高科技创新政策执行效率和落地力度。建设综合性

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构建“一站式互联网+”科技服务体系。

本政策措施自 2021 年 5 月 16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15 日。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济宁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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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