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云政办发 〔２０１７〕１０５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促进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

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７〕４３号)精神,推进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意

见:

一、加快产业培育和转型升级

(一)支持指导县域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突出重

点,谋划布局,面向国内、国际市场需求,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促进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聚集发展,打造 “一县一品”,提升县域

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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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城镇化地区整合集聚创新资源,推动烟草、水电、

冶金、化工、能源、建材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大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艺研究开发,以及新一代信息网络、智能制造、绿色

制造等产业关键技术推广应用,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物医药

和大健康、电子信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发展

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三)支持农产品主产区围绕高原特色农业重点领域,加快

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强化主要粮食作物、特色经济作物、地

方特色畜禽资源、淡水鱼类、林木等新品种推广应用,提高良种

良法覆盖率,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建立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协同发

展,打造全产业链,促进农业与农产品精深加工、旅游休闲、教

育文化、健康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

创意农业、跨境农业、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新业态,推动商业

模式创新.实施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科技行动,引领支撑和服务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建成一批农业优

势特色产业基地县,提升我省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水平.

(四)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

态产品为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的适宜

产业,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突破

技术、贸易壁垒,促进县域特色产业绿色化、品牌化、高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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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科技厅、农业厅、林业

厅、环境保护厅、旅游发展委、移民局,各州、市人民政府按照

职能职责分工负责)

二、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

(五)构建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环境,

培育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 “升规”,培育

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行业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提升

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充分利用好 “科技入滇”对外合作交流机

制,鼓励县域内企业加强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用合

作,加强科技成果和先进适用技术的转化和产业化.

(六)充分发挥产业基金作用,支持引导县域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通过产业基金进行融资,降低融资成本.探索建立支持科技

型企业上市融资、“投贷保”联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创业投资基

金、科技保险、科技创新券等科技金融结合服务方式,分担分散

县域科技创新风险.

(省科技厅、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教育厅、金融

办、财政厅、统计局,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云南银监局、云

南证监局、云南保监局,各州、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职责分工负

责)

三、加快培育集聚创新创业人才

(七)以科技创新专业人才、科技型企业家、科技管理服务

人才 “三支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快培育集聚创新创业人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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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着力发挥科技型企业家的关键作用,支持其整合技术、资

金、人才等资源,加快企业创新发展.积极争取国家 “万名专家

服务基层行动计划”“西部和东北地区人才援助计划”“中国博士

后科技服务团”等高层次人才服务项目支持.支持科技领军人

才、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等到县域开展创新创业服务,引导

高校毕业生到县域就业创业.深入推进院士 (专家)工作站、专

家基层科研工作站、新农村工作队和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探索

推广 “科技镇长团”“博士服务团”等模式,发挥乡土人才等农

村实用人才作用,提升县域人才集聚和创新管理服务能力.

(八)落实国家和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法规政策,采取

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建立院所高校科技成果产权长

期激励机制等措施,让创新人才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得到

合理回报,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

(九)继续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带头人轮训计划、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

人培训计划,培育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

(省科技厅,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教育厅、农业厅,各州、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创新创业载体建设

(十)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区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农业科技园区等创新创业平台,推动符合条件的科技园区升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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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农

业科技园区.

(十一)建设覆盖１２９个县、市、区的县域科技成果转化中

心,探索多元化、个性化服务模式与运行机制,组织和协调科技

型企业、科研平台、科技人才和团队、科技成果落地.鼓励有条

件的县、市、区开展政策先行先试,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县.

积极争取建设国家级创新型县 (市)、创新型乡镇.

(十二)加快发展 “互联网＋”创业网络体系,建设一批众

创空间、“星创天地”,促进创新创业与就业.鼓励国家和省级重

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在县域开展应

用示范,实现开放共享,鼓励技术转移、科技咨询、知识产权等

科技服务机构,面向县域开展服务.

(省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教育厅、知识

产权局,各州、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职责分工负责)

五、促进县域社会事业发展

(十三)加大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生态安全保障、资源循

环利用等领域核心关键技术转化应用力度,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十四)围绕重大疾病防控、优生优育、毒瘾戒断等人口健

康重大问题,加强疾病防治技术普及推广,建立更为完善的县域

疾病监控、诊断技术体系,全面提升我省边疆重大疾病预防诊疗

水平和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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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开展集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科技教育、医疗卫生

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综合技术集成与应用,推动科技成

果更多惠及民生改善,全面推进 “幸福云南”建设.

(十六)加强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的引进、集成创新和推

广应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推进绿色

建筑和低能耗建筑、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和智慧城市建设,提

高城镇化与城市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结合地方特

色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加大对经济发达镇、特色小镇等的支持

力度,建设美丽乡村.

(省科技厅、环境保护厅、卫生计生委、住房城乡建设厅、

发展改革委、文化厅、教育厅,各州、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职责

分工负责)

六、实施科技扶贫示范

(十七)完善省、州市、县三级联动科技扶贫机制,支持科

技人员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推进科技

扶贫示范县建设,重点围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需要和农民脱

贫致富的意愿,探索 “院士 (专家)＋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院士 (专家)科技驿站、“互联网＋科技扶贫”等新模式,

汇聚先进适用科技成果,建立与需求相匹配的科技成果供给包,

实现科技成果在县域转移转化,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支撑引领作用.

(省科技厅、农业厅、扶贫办,各州、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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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分工负责)

七、加大科学普及力度

(十八)深入开展农业科技教育、就业创业、技术推广、成

果转化培训和农村科普活动,重点扶持一批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 (分校)、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农村

科普带头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切实提高

农民科学素质.

(十九)加强基层科技创新 (操作)室、科普活动站 (室、

中心)、科技图书室、科普画廊、文化馆 (站)、“美丽云南微科

普”微信平台、“彩云书屋”等基层科普基地及少数民族地区科

普工作队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组织开展 “百名

专家下基层”科普讲学活动、“科技致富能手”下乡等特色科普

宣传活动,推动在县域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

良好氛围.

(二十)充分发挥县级学会、企业科协、农技协开展农村科

普的独特优势和科技社团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纽带作用,支

持在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济组织中建

立科协组织,面向县域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普及和信息服务.

(二十一)建立健全校内外相结合的县域科技教育课程体系,

加强青少年科学工作室、中小学科普实验室等各类学校和青少年

科普教育阵地建设,鼓励开展科技馆进校园、青少年科学体验、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夏令营等活动,提高县域中小学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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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

(省科协,省科技厅、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文化

厅按照职能职责分工负责)

八、落实和完善科技创新政策

(二十二)加强政策落实与衔接,督促指导县域构建县级科

技创新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及国家和省实施转化法有关规定,适时制定 «云南省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条例»,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在县域转移转化的法治

环境.贯彻落实 «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促进各级财政用

于科学技术经费稳步增长,推动落实 «实现２０２０年全省 R&D

经费投入占 GDP２５％的实施方案»,促进县域研发经费投入水

平大幅提升.加大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

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研发设备加速折旧等普惠性财税政

策落实力度,激励县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健全支持采购创

新产品和服务的政策,加大采购力度,鼓励采用首购、订购等方

式支持县域企业发展.推动我省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政策在县

域落实落地,制定落实鼓励科技人员服务边远、贫困、少数民族

地区的奖酬政策.加大政策宣传普及力度,面向县域企业等创新

主体加强政策培训解读,建立县域科技创新政策落实监督评估机

制,加强政策落实部门协调配合,完善政策实施程序,切实扩大

政策覆盖面.

(省科技厅、法制办、财政厅、地税局、审计厅、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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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厅、工业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委,省国税局,各州、

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职责分工负责)

九、实施保障

(二十三)加强服务与指导.推动省、州市、县三级联动,

强化县、市、区科技管理队伍建设,提高县、市、区科技部门管

理和服务能力,加强对乡镇科技工作的指导.推进落实国家创新

调查制度,探索建立研发经费投入季度监测制度.

(二十四)加大支持力度.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州、市要加强

对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扶持,积极支持县域开展科技创新创

业,推动科技创新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和载体在县域落地,引导

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支持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县、

市、区在科技管理、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人才吸引等方面探索

先行先试改革措施.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９月３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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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管委会.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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