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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

确了成都要建设“五个城市”，排

在首位的就是建设“创新驱动先

导城市”，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创

新为引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

式，基本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中

心”。

作为西部首个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成都高新区将肩负成

都“南拓”使命，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全力打造国际创新创业

中心。

根据《方案》，成都高新区分

别设立50亿元大企业大集团创

新专项资金、50亿元协同创新专

项资金、50亿元领军人才专项资

金，支持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

用，鼓励校地军民协同创新发

展，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设立 50 亿元大企业大集团

创新专项资金，实施大企业大集

团“创新军团”计划——支持大

企业大集团骨干人员创业，符合

条件的，给予启动资金和房租补

贴；支持大企业大集团购买非关

联创新创业企业产品或服务，按

交易额 5%给予补贴；鼓励大企

业大集团自建并为创新创业企

业提供研发平台服务，经认定

后，给予平台建设经费和使用费

补贴；鼓励大企业大集团设立技

术创新中心，符合条件的给予最

高200 万元补贴；鼓励大企业大

集团并购重组创新创业企业，对

满足条件的企业给予奖励。

设立 50 亿元协同创新专项

资金，大力支持政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和军民融合创新——深化

科技成果“三权改革”，鼓励创新

创业企业租赁高校院所科技成

果、高校院所按职务科技成果发

明人占成果所有权70%以上比例

共同申请或分割发明专利，支持

科技成果收益权流通兑现，并对

相应做法给予补贴；引进专业技

术转移机构，对经认定的重大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给予“一对一”

专项支持；推进与电子科技大学

等省内知名高校合作，加快建立

产业创新促进平台，对符合条件

的平台给予资金支持；制定出台

支持军民融合创新专项政策，遴

选培育一批民营优势企业进入

军工装备科研、生产领域，打造

民用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卫星

及应用军民融合特色产业园区。

设立 50 亿元领军人才专项

资金，大力实施“菁蓉·高新人才

计划”——围绕主导产业发展方

向，设立创客项目、创智项目、金

融商务项目、技能大师项目、人文

名家项目和创新创业人才奖、成

就奖，大力引进和培育顶尖创新

创业团队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鼓励高层次人才柔性创业。

进一步培育企业创新能力，

将制定出台支持科技创新专项

政策，对成功申报国家、省、市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

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

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围

绕成都高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领域开展技术应用开发项

目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资助；

对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的企业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对获

得国际国内发明专利、中国专利

奖的企业给予奖励，同时对知名

跨国公司、国内龙头企业、国家

科研机构、国家重点大学在成都

高新区设立独立法人资格、符合

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发展方向

的研发机构和研发总部，引入核

心技术并配置核心研发团队的

将给予“一对一”专项支持。

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创办创

新创业企业，加快打造国际创新

创业示范基地。成都高新区对

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启动资金、

房租等补贴，并设立创新创业奖

项，对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企

业、载体、服务机构等给予表彰

和奖励；支持社会力量建设运营

符合成都高新区产业发展的孵

化载体；鼓励企业和机构建设应

用测试平台等公共技术平台，为

中小企业开发者提供便利优惠

的技术服务。

支持国际合作开放创新创

业，加快建设中德、中古、中新等

中外合作平台，引进、创建国际

型创新创业企业、载体、孵化器

等；加快建设“中国—欧洲中

心”；支持企业引进国际先进技

术，对购买国际PCT 发明专利、

形成产品并实现销售收入等给

予资金补贴；对经认定的国际型

公共服务平台按服务金额的2%

给予不超过200 万元补贴；支持

开展国际性在线创新创业活动，

支持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自由

贸易账户、境外本外币融资等国

际金融服务，符合条件的给予资

金奖励。

同时，成都高新区还将支持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开展知识产

权战略制定、数据挖掘、专利预

警以及知识产权运营等工作。

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集聚发

展，搭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

台，并根据相关工作成效给予资

金支持，打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

护环境。

成都高新区创建全球创新高地
本报记者 龚友国/文高武辉/摄

出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5条，“东进南拓”率先起航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

出，要“增强西部经济中心功

能”，为此，将着力构建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

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城

市、国家服务业核心城市和国家

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城市”，并提

出“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

行先试效应，促进创新要素同产

业转型升级有效对接，推动‘成

都制造’向‘成都智造’、‘成都创

造’转变，提升成都在全国、全球

产业体系分工中的竞争优势”。

“先进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

脊梁。”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按照市委的重大部署和

要求，进一步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

模式、新业态，提升供给水平，融

入全球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核

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

高质高新现代产业体系。

《方案》提出，成都高新区将

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

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型

生产方式，全面提升企业研发、

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

平。进一步发挥智能制造龙头

企业示范带动效应，加快形成一

批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打造智能

制造示范区。

（下转第十一版）

培育壮大新经济，建设高端高质高新现代产业体系

设立3个50亿创新资金，全面强化创新供给能力

成都高新区全力打造国际创新创业中心

2017年是全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深化之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今年要把改善供给侧结构

作为主攻方向。而在中国西部，目

前正在举行的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明确提出，今后五年，成都将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标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作为西部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和

自贸试验区核心区，成都高新区将

如何把握成都市“深化改革开放，聚

力创新发展”和成都天府空港新城

规划建设等重大机遇，深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国际创新创

业中心，助推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4 月 27 日发布的《方案》明确，

到 2020 年底，成都高新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产业、科

技、人才、土地、金融、环保等政策

体系更加健全，在更高的水平上实

现新的供需平衡。值得关注的是

《方案》提出，今年要力争为实体经

济企业减负50亿元以上。

该《方案》提出，设立 3 个 50 亿

创新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大企业大

集团创新、校地军民协同创新、领军

人才引领创新，全面加强创新供给

能力建设；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并围绕重点产业打

造良性产业生态系统，建设高端高

质高新现代产业体系；优化企业梯

度培育体系，真金白银扶持企业发

展，着力培育一批成都本土领军企

业；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力

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用地成

本、用能成本；突出提升社会事业、

城市建设、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公共

供给能力。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坚持全球视野国际标准，抓住国

家级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区、天府新区国家级新

区“五区叠加”发展机遇，从产业、

要素、制度三个层面着手，着力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释放改

革红利、开放红利、新区红利、创新

红利和政策红利，全面提升城市能

级水平，着力打造全球创新高地。

坚持全球视野，
发挥“五区叠加”优势

4 月 27 日，成都高新区

对外发布《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出台 55条实施

细则。成都作为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成都天府作为空港

新城，由此获得“东进南拓”新

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