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发行科技创新券

推出上海市科技创新券的试点政

策，积极探索并建立引导和激励机制。4

月20日科技创新券开始线上申领，截至

年底，已有1024家企业及14个创业团队

通过审核，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医药、新材料等多个高新技术行业，累

计获得5000多万元的科技券额度。

扩大受益范围，申请对象增
加非企业法人的创业团队

扩大服务项目，增加市级
技术平台提供的技术服务

对象：全市的中小微企业
（规模符合《中小企业划
型标准规定》的要求）和
创业团队（入住上海市科
技孵化器创业苗圃）

额度上限：10万元

科技创新劵

完善补贴机制，5万元以
下的补贴比例达50%

1

2

3

4

简化申请流程，采用网
上申请，无须递交纸质
材料

2.3 培育企业技术创新主体

在创新活动日益复杂、多元的背景下，立足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链，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全链

条设计创新政策，积极与社会力量协同，深化调整资金扶持方式，加大扶持力度，激发科技型中小

企业创新活力。

财税政策扶持力度加大

继续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税收优惠普惠性政策，切

实提高政策便捷性和兑现率。

2014年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643
项（累计9897项），涉及单位548家

2014年落实成果转化项目扶持资金
6.84亿元（累计52.45亿元），获贷款
贴息261.74万元（累计16449.94万
元）

2015年新认定“高新”企业1467家
（累计6071家），新认定“技先”企
业18家（累计253家）

2014年度“高新”企业所得税减免额
108.85亿元，“技先”企业所得税减
免额4.03亿元，两类企业各种税收优
惠政策减免总额近200亿元

2014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335亿元

免税额83.75亿元，比上年增长15%

受惠企业5852家，比上年增长20%

享受项目25982项，比上年增长13.14%
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
税收优惠

认定企业
税收优惠

“高新”“技先”

高新技术
成果转化
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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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创新创业大赛打造集聚创业者、创业服务组织和创投机构，实现互帮互助的创新

创业服务平台。

2015年“创业在上海”创新创业大赛成功举办

围绕“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新形势、新要

求，积极改变科技型中小

企 业 创 新 资 金 的 组 织 方

式，使其更接“地气”。

政府与社会资本协同扶持初创期和小微企业

聚焦小微、初创企业1380项

成立时间不足5年

年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内

扶持对象

设立分赛点开展创业服务

以投资人视角筛选项目

组织方式

拓展投资前保障项目

引导社会资本集聚并投向
创新创业

支持类型

采取事后立项事后补贴方式

一次定额补助企业创新活动

管理方式

科技型
中小企业
创新资金

共有3000个初创企业和团队进行
比拼

规模是上年的3倍

共征集服务机构48家，其中42家
作为分赛点

开展创业活动200余场

共吸引赞助商2家、金融机构3家、
投资机构639家

服务内容包括大赛指导、投融资服
务、专业技术服务、人才服务和媒
体宣传等

宣传量多、面广、有深度、有强度

SMG 5个频道在黄金时段进行200
余次公益广告

“创业在上海”微信号发布信息平
均阅读量千余次，浏览量近十万次

创新创业
大赛

创业主体更加

“大众”化

创业服务更加

注重市场发力

创业活动更加

开放集聚

创业宣传更具

辐射效应

科技小巨人工程品牌效应持续释放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35家
企业中，29家曾获科技小巨
人工程扶持，占比82.9%；
2014—2015年在创业板上
市的企业有7家，全部为科
技小巨人（含培育）企业

在全市80余家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中，1/3以上联盟发起
单位为科技小巨人（含培
育）企业，超过国有大型集
团、转制科研院所或事业单
位发起的联盟数量

全市累计科技小巨人（含培
育）企业1427家， 43家已
上市，平均研发投入比重达
6.79%；泰坦科技、天演建
筑物位移、通路快建等一批
小企业成为细分行业的“隐
形冠军”

“科技小巨人信用贷”受到
企业和银行普遍欢迎，上海
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家机构
纷纷拓展此项业务

科技小巨人企业

创业板沪企主力军 发挥行业带头作用 受到银行的青睐 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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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围绕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要求，制定落实《关于服

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施更加开放的国内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办法》和《关于完

善本市科研人员双向流动的实施意见》，谋划“十三五”科技人才规划，健全科技人才培养支撑体

系，提升科技人才服务效能。

充分利用科学家月度座谈会、高级科技人才联谊会、科技启明星联谊会等平台，促进人才交流。加

强人才综合服务，持续做好千人专家科技政策计划的推送及辅导，积极开展走访接访，做好在沪院士生

活服务等。为人才发挥智力优势搭建平台，通过开展系列咨询和学术活动，为科技人才建立参与政策咨

询的渠道。针对上海新兴产业发展实际，积极开展紧缺人才培训。

提升科技人才服务效能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为贯彻落实“22条”意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作用，制定出台《关于鼓励和支持本市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

若干措施》，从建立健全以创新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

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优化科技创新人才管理体

系和制度等9方面推出了相应措施，激发了全市国有企业的科

技创新活力。据统计，2015年上海市国资系统企业计划投资

3545.62亿元，其中80%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

领域。

6月16日，市科委会同市经济信息化委修订发布《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工程实施办法》。新办法围绕企

业创新需求，淡化管理、强化服务，推出三大举措。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工程实施办法》修订发布

结合科技小巨人企业成长规律，将资助方式调整为后补助

采取“放”的思路，鼓励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开展创新能力建设，验收评估时从成长潜力、创新能力、市场竞争
力、社会贡献等方面进行评判，分级资助

强化服务功能，围绕小巨人企业的创新需求，在科技金融、技术转移转化、全球化发展、协同创新、人才培养
等方面搭建服务平台，引导企业建立开放式创新的环境

三
大
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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