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泉州市 2020要2022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各县渊市尧区冤数量统计表渊单位院家冤

科技论坛

摘要院 本文分析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现状袁列
举国内其他主要城市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举措袁
提出完善扶持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政策建

议袁 积极引导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变被动为主动袁
充分利用政府科技扶持政策袁 激发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袁吸引科技创新人才袁实现高质量发展遥
关键词院科技型中小企业曰转型升级曰传统产业曰高质

量发展

2023 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遥 当前泉州

市产业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袁 通过完善

野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

业冶梯次培育链袁大力创新发展野晋江经验冶袁贯彻实

施野强产业尧兴城市冶双轮驱动方针政策袁加快推进

科技创新野四个倍增冶计划和抓创新促应用专项行

动袁有力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遥 但是泉州市科

技型中小企业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袁如传统产

业比重过高尧企业研发投入偏低尧缺乏科技人员等遥
为此袁探索一条推动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

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基

本情况
1.入库企业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截至 2023 年 10 月袁泉州市入库科技型中小企

业共 2587 家袁 占福建省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

库企业总数的 35.48%袁 且每年呈现稳步增长的态

势袁数量仅次于福州袁位居入库福建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数第二渊见图 1袁厦门单独审核袁不计入全省总

数冤遥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尧生物医药尧新材料和高端

装备等高新技术领域袁入库企业包括福建科立讯通

信有限公司尧泉州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尧福建太平

洋制药有限公司尧伟顺渊中国冤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尧
泉州众志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等福建省知名科技

创新企业遥 在地域上袁数量靠前为晋江市尧南安市尧
石狮市和丰泽区等渊见表 1冤遥

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路径探析

谢惠阳

图 1 2020要2022年全省渊除厦门外冤排名前四名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渊单位院家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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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入库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研发投入情况尧吸纳人

才情况尧拥有知识产权数等方面遥 2021 年袁入库企

业研发投入为 18 亿元袁 共吸纳高级技工 1776 人尧
中级以上职称 1692 人尧硕士以上 564 人曰取得玉类

知识产权 1803 件袁域类知识产权 15736 件曰15 家企

业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渊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尧院士专

家工作站冤袁350 家为高新技术企业袁21 家企业主导

制定了行业标准遥 2022 年袁入库企业研发投入为 64
亿元袁 取得玉类知识产权 2878 件袁 域类知识产权

55058 件,536 家为高新技术企业袁22 家企业主导制

定行业标准袁17 家企业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渊工程技

术研发中心尧院士专家工作站冤遥 总体来看袁泉州市

科技型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正不断增强遥
3.科技型中小企业保持活力持续增长

在后疫情时代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产总额仍

保持增长态势遥 2021 年入库企业的资产总额 614.14
亿元袁 销售收入为 503.27 亿元袁 利润总额 22.25 亿

元曰2022 年袁入库企业的资产总额达 1033.8 亿元袁销
售收入为 920.13 亿元袁利润总额 29 亿元遥 从数据来

看袁在面临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尧国际贸易脱钩尧2021
年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袁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营状

态仍然保持持续向好袁体现野泉州模式冶民营经济坚

韧活力遥
4.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行业聚集度高

根据 2020要2022 年入库企业统计行业分布

看袁 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尧软
件信息技术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遥 其中袁制造

业类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据比较高的份额袁可见

制造业仍然是泉州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遥在

技术革新方面袁2022 年袁软件信息技术以及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在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总额比例

水平稳步提升袁 知识产权数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袁但
是其他行业的知识产权数量和保护意识同步提升遥
在经济产出方面袁2020要2022 年制造业在资产总

额尧主营业务收入尧纳税总额等重要指标占据突出袁
紧随其后是软件信息技术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遥

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存在

野堵点冶
1援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待提高

拥有高价值的 I 类知识产权能够体现企业核

心竞争力袁但是大多数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

技术创新含量相对较低的 II 类知识产权袁 反映了

企业在研发投入强度尧吸纳人才等方面仍然需要提

高遥 2022 年袁入库企业分布在前三的行业是信息技

术服务业渊291 家冤尧制造业渊1290 家冤以及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渊174 家冤袁拥有 I 类知识产权数量分

别为 188 项尧2358 项尧210 项袁平均每家企业拥有的

I 类知识产权数量仅为 员.源怨 项遥 II 类知识产权数量

分别为 7500 项尧42146 项尧3334 项袁 平均每家企业

拥有的 II 类知识产权数量仅为 圆愿.苑猿 项遥 2021 年袁
入库企业中拥有 I 类知识产权的仅为 420 家袁占比

为 27.25%曰拥有 II 类知识产权的企业为 937 家袁占
比为 60.8%遥 拥有 I 类知识产权的入库企业数量较

低袁大部分入库企业拥有技术创新含量相对较低的

图 3 2022年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行业领域分布渊单位院家冤

科技论坛

图 2 2020要2022年泉州市具有高企资格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渊单位院家冤

32



II 类知识产权袁即外观设计尧实用新型尧软件著作权

等遥从数据来看袁I 类和 II 类知识产权数与深圳尧广
州等先进地区存在较大差距遥 2021 年袁广州拥有 I
类知识产权数达 14435 项袁 拥有 II 类知识产权数

达 155376 项遥
2.企业参评入库积极性有待提高

目前袁泉州市地区企业以传统产业居多袁主要

分布在鞋服尧家居尧水暖尧建材和五金机电等行业袁
高新技术领域企业偏少遥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

是以企业自愿自主申报为主袁企业参评与否取决于

企业对政府政策宣传知晓度以及政策扶持资金投

入力度遥申报流程繁琐和收集申报材料复杂是导致

企业不愿意积极参评入库的主要因素遥科技型中小

企业由于发展压力大尧存在缺乏专业的科技项目申

报人员尧入库后无直接奖补等情况袁导致企业主对

地方政府推动参评入库的举措积极性不高遥

3.科技中介服务水平良莠不齐

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多处于初创阶段袁以外

来人员创业为主袁 对本地区政府政策了解不够透

彻袁因申报流程繁琐和程序复杂尧缺乏科技项目管

理专职人员等客观因素造成不能及时有效获得政

策信息袁享受政策优惠措施遥 多数泉州市科技型中

小企业有科技中介服务需求袁但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良莠不齐袁进一步阻碍了企业参评入库积极性遥 因

此需要进一步规范科技中介市场袁 减少中间环节袁
引导财政扶持资金注入科技型中小企业中袁重点打

造一批优质科技中介机构遥
4.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重视度亟待提高

目前在泉州市级层面还未专门出台针对科技

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袁只有安溪县尧惠安县尧
台商区出台过鼓励企业参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

具体奖励政策袁具体见表 2遥

国内其他城市发展科技型中小企

业举措
1.无锡市高度重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工作

无锡市高新区高度重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

培育工作袁并出台了叶无锡高新区科技创新型企业

发展阶段认定管理试行办法曳叶关于进一步推动科

技创新创业实施意见曳等一系列政策法规袁按照初

创期尧加速期尧成熟期等 3 个阶段给予精准支持袁制
定了叶无锡高新区关于加快推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高科技园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曳等野1+N冶科技创新政

策体系袁持续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现尧培育和

支持力度遥 2022 年袁无锡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

企业首次突破万家袁达到 10651 家遥
2.深圳市实施金融赋能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2020 年袁为加快构建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

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冶科技创新产业链袁深圳市科

技创新委员会发布叶深圳市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贷款

贴息贴保项目管理办法曳遥 办法规定院渊1冤贷款利息

按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的 50%予以资助袁 其中袁对
于首次获得贷款渊指在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内获得的

首笔贷款袁以企业的征信报告为准冤的申请企业袁按
照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的 70%予以资助遥 渊2冤小额

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按照实际支付保费 50%予以资

助袁单个申请企业每年获得本项资助不超过 50 万

元遥 渊3冤担保费用按照实际支付担保费用的 50%予

表 2 泉州市地方政府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措施

科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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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助袁 单个申请企业每年获得本项资助不超过

30 万元遥 渊4冤单个申请企业本年度获得贴息贴保资

助不超过 100 万元袁 累计获得贴息贴保资助总额

不超过 300 万元遥 2022 年袁深圳市立项资助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贴保专项 410 个项目袁总计资

助金额 4253.26 万元遥
3.重庆市印发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

动方案

重庆市印发 叶重庆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渊2022要2025 年冤曳渊以下简称叶计划曳冤遥
叶计划曳提出袁力争到2025 年袁新培育科技型中小企

业达到 1 万家以上遥 通过孵化培育尧技术创新能力

提升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尧聚集创新资源要素和优

化科技服务等 5 个方面袁 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

新发展遥
推动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的思路
1.鼓励开发关键共性技术袁提高企业核心技术

竞争力

聚焦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瓶颈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需求袁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联合高校尧
重点科研院所开展野揭榜挂帅冶重大科研攻关袁对
具有原创性尧前瞻性尧战略性新兴成长领域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进行长期系统性支持遥 设立科技型中

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袁 不断支持拥有核心技术的

企业获得稳定的科研经费资助袁 加快实现 野卡脖

子冶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自主可控发展袁提升科技

型中小企业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遥
2.激发企业入库积极性,把控企业创新发展指标

推动企业参评入库能够有效提升本地区科技

创新指标遥 重点依托野一区九园冶即泉州高新区主

园区尧鲤城高新区尧泉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尧泉港新

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尧石狮高新区尧晋江五里高

新区尧 南安光电信息产业基地尧 泉州高新区清濛

园尧中国国际信息技术渊福建冤产业园和福建泉州

渊湖头冤光电产业园袁众创空间尧孵化器等科技型企

业集聚区袁积极推动企业参评入库遥 将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渊福建窑泉州赛区冤与评价相关联遥 同时将科

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量纳入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尧

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考核体系遥
3.优化科技服务流程袁简化惠企政策申报流程

规范科技服务中介市场袁 引进与培育一批高

水平尧业务精干的优质科技服务机构袁推动科技中

介服务机构建立起政府尧企业尧高校院所之间沟通

渠道袁提高科技政策与企业的对接效率曰根据财政

部尧国家税务总局和科技部叶关于进一步提高科技

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曳袁
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

费用袁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袁在按规定

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袁再按照

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曰 形成无形资

产的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袁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遥 应充分利用政策红利袁简化惠企

政策申报流程袁 及时梳理反馈企业申报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存在的问题袁 做到让企业应享尽享

政策遥 开展申报全流程网办袁实行科技型中小企业

评价业务在线申报尧在线审查袁为科技型企业提供

高效便捷服务遥
4.加强企业扶持力度袁推动科技型企业提档升质

聚焦新技术尧新材料尧新工艺尧新智能尧新模式

等领域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袁攻坚半导体尧精细化

工尧生物制药尧能源电子等技术密集型行业袁实施

科技型中小企业专项行动培育计划袁 培育一批具

有野独角兽冶潜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袁积极兑现科

技创新券袁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提档升质遥
5.推行科技型中小企业用才新机制袁提供智力

支持保障

实施野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创新项目冶引才模

式和野人才+项目+资金冶育才模式袁引进一批科技

型中小企业领域的高层次人才袁 引导其聚焦该领

域开展关键技术研发曰成立野泉州市科技型中小企

业人才创新共享联盟冶, 常态化开展各类项目尧技
术尧人才专题培训活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保障遥
（作者单位：泉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建设发展总

公司）

参考文献
[1] 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

科技论坛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