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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义的企业创新平台 技术翻译官

资源路由器

问题修理厂涉企科技创新平台

狭义的企业创新平台

目前由财政支持、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所有创新平
台企业都可以申请建设，平台就是广义上的企业创
新平台。

主要指具有研发功能的创新平台，不包含以服务功
能为主的创新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研发机构。

通过政产学研用协同，把高校院所的科研能力、企
业的产业化需求、政府的政策资金“打包”成一个
实体。

平台把高校、科研院所的论文、专利“翻译”成企
业能直接用的工艺图纸，帮助企业将实验室技术转
化为实际产品。

平台把政府的补贴、高校的实验室、产业链上下游
的订单“连”到企业，促进了资源的高效对接与利
用。

平台可以集中多方力量解决行业共性难题，比如如
何用甘蔗渣造环保餐具，推动了行业技术的创新与
进步。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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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意义



建设企业创新平台，提升国际竞争力，应对
美国“对等关税”等挑战，以科技创新为支
撑，通过自主创新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增强
国际竞争优势。

国际科技竞争

建设企业创新平台是破解内外需动能转换、
提升供给质量、推动制造业转型、保障民生
及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的关键，是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工具。

国内高质量发展

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态势



核心引擎
企业创新平台助力广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技术赋能、资源赋能和战略赋
能，打破“低端锁定”，驱动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区域创新的关键
跳板。

区域创新
广西通过建设企业创新平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西南支点”，构建“技
术—产业—标准”输出体系，面向东盟开展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实现从跟跑到
规则制定的转变。

广西加快企业创新平台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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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企业创新平台建设情况



科学与工程研究类创新平台

广西实验室
自治区最高战略级综合性科研基地，聚焦优势学科与东盟合作，引领高质量
发展。

广西重点实验室
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核心，集聚人才资源，解决重大科学问
题并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1

2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创新平台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依托行业龙头的工程技术实体，具备全链条研发能力，服务企业技术升级与自我造血。

04

03

02

广西工程研究中心
面向重大工程需求，主攻关键技术攻关与核心装备研制，强化科技成果工程化验证。

广西企业技术中心
企业自主设立的内部创新中枢，统筹技术规划、研发、标准制定及人才培育。

0101 广西技术创新中心
政产学研协同的成果转化枢纽，提供技术供给与金融支持，驱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广西制造业创新中心

多主体共建的跨界协同平台，覆盖技术研发至商业化全链条，构建制造业创新生态。

广西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研究基地

专注科技成果工程化放大与产业化，破解转化瓶颈，加速技术落地为生产力。

概念验证中心

解决转化“最初一公里”的新型平台，通过四阶段验证助力跨越技术死亡谷。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创新平台



依托企事业单位、高校院所等多元化建设主体，为在孵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共享设施和
专业化孵化服务。

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类创新平台
广西科技企业孵化器

为小微创新企业和个人创新创业者提供包含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
空间等在内的创业场所和综合服务平台。

广西众创空间

提供科研设备、数据等资源，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如广西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广西
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等。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以管理运行模式创新建设的创新平台

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新型研发机构等

以引育人才为主要功能建设
的创新平台

院士工作站、专家服务站、博士后工作站、技
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引才引智示范基地等

特定历史时期建设的创新平台

千亿元产业研发中心、工程研究院等 以特色产业集聚和创新
发展建设的创新基地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火炬特色产
业基地、创新型产业集群、文化和
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等

创新功能区
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农业科技园区、可持续发展
议程和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实
验区、创新型城市（镇）、大学科
技园等

其他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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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企创新平台业务主管单位一览表



国科发基〔2017〕
250号：根据国家战
略需求和不同类型科
研基地功能定位，对
现有国家级基地平台
进行分类梳理并优化
整合。

01

广西“科改33条”：
对自治区各部门管理
的创新平台进行优化
整合，按照三类布局
建设，对定位不清、
交叉重复等平台进行
撤并转。

02

桂科基字〔2022〕49
号：明确到2025年初
步建设成布局合理、
定位清晰、管理科学、
开放共享、多元投入、
动态调整的具有广西
特色的科技创新平台
体系。

03

《创新条例》第二十
条：鼓励企业通过自
建或兼并收购建立创
新平台；直属国企应
建自治区级以上平台；
支持企业联合建立创
新平台。

04

桂科组办字〔2022〕
14号：加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研发机构建设；
完善备案管理功能；
实现研发机构全覆盖
等目标。

05

企业创新平台建设方向



部分扶持企业创新平台的政策

创新平台科研经费补助
《广西科技创新条例》对国级创新平台给予千万科研经费补助。

研发机构奖补政策

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

《关于促进全社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的实施意见》明确，对经评定的自治区级创
新研发平台，按广西重大科技创新基地等自治区有关扶持政策给予奖补。对世界
500强、国内100强在广西新设独立研发机构，经认定并在广西实现产业化目标
后，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奖补。

广西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明确定向补助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重大创新平
台建设；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支持引育、建设高水平科技研发平台和实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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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扶持企业创新平台的政策

技术转移奖补政策

“广西科改33条”第19条明确，支持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自治区财政按技术合同交易额和引进境外技术交
易额的比例给予奖补，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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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孵化器奖励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规定，对新认定的国家级、自治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分
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的奖励性后补助经费支持。

科技项目支持

根据《广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优化实施方案》，未来自治区将择优支持新认定创新平台，对绩效评估
为“优秀”等次的择优延续支持，扩大“包干制”范围。



企业创新提质发展措施
以科技项目资助的方式，对成功创建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和自治区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的给予财政资助；对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实验室等给予立项支持。

管理服务优化
广西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增设企业研发机构备案、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研究基地建设认定等
功能窗口，便利企业相关业务办理，通过精准施策方式分类分层地推动企业研发机构建设。

部分扶持企业创新平台的政策



04
PART

企业培育创新平台的五个一



战略定位定方向：企业要立足广西产业禀赋与国家战略需求，了解外部需要什么；同
时要研究行业和自身，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才能明确平台的主攻领域。

创新平台分企建：不同规模和市场地位的企业，所具备的经济实力与科研基础能力也
不一样，因此有必要根据企业类型，有区别地设计适合企业自身需要的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方向。

一个精准的战略定位



一个精准的战略定位 

龙头企业：转变格局，以建立能带动上下游
产业发展，重点解决行业关键技术的创新平
台为方向；

规上其他企业：通过自建、兼并、收购等方
式，建设企业内设创新平台。

中小企业：以联合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
等其他创新主体，共建企业创新平台。

规上工业企业：以提质升级为目标，力争创
建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高水平企业创新
平台。



企业创新不足原因
企业单打独斗，与高校、科
研院所缺乏交流与合作，缺
乏资源的共享与协同。

产学研协同创新

国家与自治区政策鼓励企业
创建科技创新平台时加强产
学研协同创新，企业需“科
技体检”，梳理技术短板与
资源缺口，对接区域创新网
络，联合共建创新联合体等。

降低研发成本
降低研发成本，推动各合作
方独立的人才、设施、场地、
设备、资金、渠道优势形成
协同创新的集成优势；促进
资源高效整合，提升整体创
新能力。

一套高效的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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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评价僵化
目前企业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僵化，股权激励、

成果分成等政策落地困难，难以吸引高端人才。

招聘难题
企业位于距离市区较远的产业园区，生活不
便、保障不足，高级研究人才、成果转化人

才招聘难、流动快。

产学研协同解决
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方式解决企业人才资源

不足的问题。

校企双聘制
积极实行“校企双聘制”+“项目经理制”，
引入高校专家团队参与企业研发，由企业技术
骨干负责落地。

短期聘用
允许非研发岗位技术骨干兼职参与研发，通
过劳务合同等明确权责；引入退休专家或自
由职业者。

落实激励分红机制
落实研发人员、成果转化人员的股权激励、
分红机制，打造一支稳固的实战化科技人才
队伍。

一支实战化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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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与资金
有项目才会有成果，有成果才可能通过转
化获得支持企业持续创新与发展的资金，

实现创新平台运作的良性循环。

科技项目支持
通过科技项目支持目前已成为财政支持企
业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企业应积极组织
申报自治区重大专项等科技计划项目。

立项注意事项
部分企业为套取财政资金，将已产业化技
术包装为“在研项目”申报，导致资金未

用于真实研发，资金流向不明。

一批标志性攻关项目



一套可持续保障体系

资金保障
科研投入与产出是成正向关系的，投入越多，科研产出越多，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效果越好；
部分创新平台认定条件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也是有一定比例要求的。

企业实际投入研发经费少

企业研发费用财会制度不健全

对创新的长期价值认识不足，热衷于短期收益项目，研发投入过度依赖政府
补贴，自筹能力弱，导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偏低。

企业内部会计制度不健全，未建立规范的研发费用辅助账，对科研费用投入的统计归集不
完整，导致数据失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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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可持续保障体系

完善会计管理

完善企业内部财务会计管理，依照

会计准则设立研究开发费用支出辅

助账，详细登记每个研发项目的费

用，准确归集企业年度研究开发费

用支出情况。

优化研发投入结构

优化研发投入结构，设立年度研发

预算并优先保障核心技术攻关；建

立内部创新激励机制，将研发成果

与团队绩效挂钩，试行技术骨干

“项目分红+股权激励”。

建立创新容错机制

建立创新容错机制，允许一定比例

的研发经费用于探索性项目，破除

“怕失败”思维；引入第三方审计，

确保数据与税务申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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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技术红娘：企业科技特派员在企业科技创新
平台创建中扮演“技术红娘”角色，精准对
接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团队，通过横向课题
有效解决企业产线痛点，促进技术创新与实
际应用深度融合。

深度解读政策：企业科技特派员需密切关注
官方政策发布，深度解读政策精髓，通过
“企业画像”精准定位资源需求，以通俗易
懂的方式向企业管理者阐述政策红利，激发
创新平台申报热情。

助力创新发展：为有效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发
展，企业科技特派员需全方位提升企业创新
平台创建能力，强化技术研发与市场对接，
助力企业实现长期稳健发展，共创科技创新
美好未来。

政策导购：作为“政策导购”，企业科技特
派员厘清政策盲点，将复杂的申报条件转化
为企业易懂的需求清单，助力企业精准把握
政策导向，提升申报积极性与成功率。

结语



THANKS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