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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科函 匚zO19〕 46号

潮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对市政协十二届

三次会议第 3号提案的会办意见

市工信局 :

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致公党潮州市委会提出的 《关于促进

潮州市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第 3号 )收悉,经我局认

真研究,现对提案有关问题提出如下会办意见:

一、科技工作情况

近年来,潮州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把科

技创新工作摆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位置,作为全市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和经济结构调整总抓手,深入调研,主动服务,重点抓好

科技创新
“八大举措

”重点工作任务,出 台了市
“
科技创新 18条”

及一系列配套实施细则,对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孵化育成体系及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等给予大力支持,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

政策体系,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成效显著,科技综合实力进一步增

强,为 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一是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R&D经费占GDP比重稳步增长 ,

⒛17年我市R&D(研 究与开发 )经费占GDP比重为 0.71%,比 ⒛16

年的 0.65%增 长 0.06%,指数排名粤东西北第 5位 ,增速排名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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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近年来，全市共有 7 项科技成果获省科学技术奖，其中

2015-2017 年连续三年摘取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二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构建以成长壮大为主线

的创新型企业培育路线，为高企培育储备更多种子企业，目前累

计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56 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 45

家；累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01 家，同比上一年度增长 40.28%，

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引导骨干企业和龙头企业建立省、市级以上创新平台，累计建设

市级工程中心 109 家、省级工程中心 55 家、重点实验室 1 家；

鼓励探索建立形式多样、机制灵活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模式，省

级新型研发机构实现零的突破，达 2 家。

三是创新经济动能稳步壮大。出台了《潮州市促进科技创新

发展若干措施》及 9 个配套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营造良好的科

技创新政策环境；实施推进与商业银行的科技信贷风险准备金的

合作，我市出台了《潮州市科技信贷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市

科技局分别与市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签订了科技企业

信贷风险准备金业务合作协议，财政共投入科技风险准备金 900

万元，入池企业 8 家，完成信贷业务 3650 万元；推动产学研融

合发展，我市先后与中科院广州分院、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科

研机构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全市共有 170 多家企业与 50 多

所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吸引了一批专家教授担任企

业科技特派员。

四是创新载体建设步伐加快。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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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分中心获省委省政府授牌，于 4 月 3 日正式挂牌运作，市政

府分别与武汉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韩山师范学院签订共建

省实验室合作协议，引进了武汉理工大学张联盟院士团队和华南

理工大学赵谋明教授（长江学者）团队，将开展陶瓷材料、食品

科学与技术两个领域的研究；先进陶瓷材料创新研究中心一、二

楼的装修改造项目基本完成，部分仪器设备已准备进行安装调试，

接下来将逐步向企业提供检验检测等技术服务，进一步提升科技

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孵化育成体系“提质增效”，累计建设科技

企业孵化器 7 家、众创空间 6 家，其中省级孵化器 2 家、国家级

众创空间 1 家、省级众创空间 1 家；孵化面积达到 9.4 万平方米，

在孵企业达到 158 家。

五是创新人才结构不断优化。依托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抓好

科技人才的引进工作。加大力度推进申报实施“扬帆计划”等省

级人才项目。从 2014 年第二批“扬帆计划”以来，我市引进科

研创新团队立项数量依次为 1、2、3、4 项，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立项总数累计 10 项，累计获得省资助 3600 万元。

二、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自主创新能力现状及存在问题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竞争的核心，是新常态下我国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引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助燃剂”。我国

与发达国家科技实力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这些年来，

重引进、轻消化的问题还大量存在，形成了“引进—落后—再引

进”的恶性循环。当今世界科学进步日新月异，技术更替周期越

来越短。当前的先进技术，不久的将来就可能不先进了。如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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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新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难以摆脱跟着别人后面跑、

受制于人的局面。

实践告诉我们，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最近的中美贸易战

中制裁中兴公司、打击华为公司的例子，更是给予我们一个警告。

先进的工业制造严重依赖于先进制造装备和高品质的原材料，目

前大部分高端精密装备技术被国外厂家所把持，进口装备成本负

担重，而且部分高端规格被列入禁止对我国出口行列，严重制约

了我市部分产业向高端发展，存在重大的风险；缺乏高品质的原

材料供应也是关键，以我市龙头企业三环公司亟需的电子陶瓷粉

料为例，我国电子陶瓷上游粉料产业尽管目前有规模化供应的电

子陶瓷粉体，但是普遍存在粉体尺寸不均一、易团聚、纯度不高、

批次间性能指标不稳定等问题，而进口粉体价格高昂，有些敏感

材料限制对华出口，严重制约着下游高端电子元件的发展。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意识薄弱。我市属粤东西北欠

发达地区，工业以陶瓷、食品、不锈钢制造等传统产业为主，企

业传统发展模式尚未从根本上改变，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质量与

省内其他先进地市相差甚远，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比更是差距

明显。像三环集团这类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具有国际优势和核心

竞争力的企业数量极少，绝大部分的企业把寻找有利的行业类型

和贸易机会作为企业的主要发展途径，满足于低水平的传统生产

贸易模式，对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化技术装备应用认识不

足，缺乏创新精神、创新动力不足，忽视了自主创新、对提升企

业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导致了我市企业在贸易中面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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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自主权竞争的风险，特别是在核心关键技术、高品质的原

材料供应、先进生产装备配套方面，缺乏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

科技人才存在结构性紧缺。我市以传统陶瓷、食品、服装、

不锈钢等特色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也有少量的新材料、生物医

药、光源等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个别发展较好的高新技术产

业如新材料、生物企业引进了一批高层次人才，解决了企业的人

才储备。但是，我市高层次创新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缺乏，由产

业性质、城市环境、创新氛围等一系列因素引起的对高层次创新

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吸引力不足的问题，严重地制约了我市传统

产业的发展企业，企业普遍存在“招人难，留人更难”的问题。

这对传统产业实施创新发展、加大新装备和新技术应用形成了严

重的制约。

三、下一阶段工作措施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市科技局将坚定

不移走创新发展道路，奋力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强化科技金融

人才三方面支撑的要求，以新的更大作为开创我市创新发展新局

面，有效促进我市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

（一）全力推进重大创新驱动政策落实落地。一是强化创新

服务，加强引导管理，通过媒体报道、论坛、讲座、培训、展览

等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多形式、多渠道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

良好环境。二是强化政策支撑，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政策环境，

重点围绕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粤府〔2019〕1 号），结合我市实际制订出台系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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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和配套实施细则，以系统完善的扶持政策推动科技创新加

快发展、均衡发展、持续发展。

（二）加快省实验室潮州分中心建设。在省科技厅的指导下，

以建设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潮州分中心这个重大创新

平台为契机，加强与各合作高校的紧密合作，开展广泛、持续、

深入的联合共建。借鉴国际国内成功经验，积极探索“政府主导、

高校或科研院所管理、企业参与”的实验室管理运作模式，激发

各类主体创新激情与活力。通过省实验室建设倒逼产业优化布局

加快形成产业集聚，逐步提升我市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实现产业

转型升级。

（三）加大力度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一是加快推进自主核新

技术研发，努力提升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地方财政科技投入额度等主要指标；全力推动潮州市优势产业骨

干科技型企业参与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专项申报；深入发掘、

积极发动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力争省级以上科技奖提名。二是发挥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通过分类指导、因企施策，推动建设市级以

上研发机构，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比例。三是加

大政策引导和辐射带动，布局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加强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力争 2019 年高企数量突破 130 家。四是创建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城市，健全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体系，推进每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提高。

（四）深化产学研合作，大力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一是推进

协同创新，支持我市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



重点推进与武汉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佛山

科学技术学院等高校合作,助力高质量发展。二是积极引进创新

创业团队,加大力度推荐申报
“
珠江人才计划

”
等省级人才计划

项目,重点依托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加快建立一支满足我市产业

和社会发展需求、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五 )强化科技创新创业服务能力。一方面加快完善孵化育

成体系建设,推动孵化育成体系
“
提质增效

”,开展
“
以认促建

”

和分类指导,围绕我市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建造孵化载体,对

符合一定条件的孵化载体培育对象,通过认定市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与众创空间,加快发展一批孵化载体;鼓励引导孵化载体专业

化,推动已建的孵化载体提升服务水平,升级获得国家级、省级

评定。另一方面要强化科技金融结合,进一步加强与大型商业银

行的对接合作,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效应,加大对科技型

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推动一批应用型科技研发和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落地,为科技创新创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