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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电子公文

电子公文专用章

武隆府办发〔2023〕45 号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武隆区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乡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武隆区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划（2023—2027

年）》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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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区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划

（2023—2027年）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进一步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化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

支撑作用，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按照“政府引导、部门协同、

社会参与、增量提效”工作思路，健全完善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

导，以企业投入为主体，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支撑，提升社会资本

投资的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研发投入体系，全面激发全社会

研发投入积极性，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激发创新活力，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以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世界

知名旅游目的地和绿色创新示范区提供科技支撑。

二、工作目标

2023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突破 1.8 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0.64%；到 2025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突破 2.7

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0.8%；到 2027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

入总量达到 4 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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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措施

（一）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激励作用。

1. 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加强财政保障力度，确保财政

对科技投入持续稳定增长，增幅不低于同期财政增速。在具体预

算安排时，要重点向科技计划项目倾斜，支持应用研究、技术研

究与开发以及基础研究等，带动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

长。积极争取国家、市级重大科技项目、平台在武隆的战略布局，

加大上级资金对武隆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牵头单位：区财政

局；责任单位：区科技局、区发展改革委、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

相关单位）

2. 建立研发导向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类财政扶持资金支持

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重点支持申报各类财政扶持资金。将研

发投入作为工业园区评价重要指标，指导工业园区将研发投入高

的重大项目纳入各类重点项目库，在用水、用电、用地等方面给

予重点保障。（牵头单位：区财政局；责任单位：区工业园区管

委会、区发展改革委、区科技局、区经济信息委、区金融服务中

心）

3. 发挥财政科技专项资金引导作用。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国

家、市级科研项目时加大配套自筹资金投入。大力促进科技与金

融的融合，积极推动政府与银行、担保机构、基金公司等金融机

构协同联动，探索部分科技财政资金采用贴息等方式支持企业开

展科技研究，进一步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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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局；责任单位：区科技局、区经济信息委、区金融服务中

心）

（二）强化企业研发投入主体地位。

1. 加大规上工业研发投入力度。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政府引导推动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

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促进企业“小升

规”，壮大规上工业企业群体，确保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

逐年增长。加强工业企业创新平台建设，引导和支持企业设立研

究院、研发工作室等新型研发机构。实施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

和研发机构覆盖行动，推动规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开展研

发活动。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入统企业每年研发投入增速不低于

15%，每年新增研发入统企业 6 家，到 2027 年，辖区内规上工

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占比达到 60%以上，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

企业达到 80%以上。（牵头单位：区经济信息委；责任单位：区

工业园区管委会、区科技局、区工商联）

2. 加大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力度。鼓励区内国有企业加大科

技研发投入，“一企一策”科学合理设定研发投入强度考核指标。

国有企业在编制年度财务预算和投资计划时，形成研发资金投入

和研发项目制度安排；在对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中，要提高创

新指标考核权重。强化国有企业研发机构建设，鼓励和支持创建

国家级、市级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和博士

后工作站等研发平台和创新载体，获评年度在企业经营业绩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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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给予加分奖励。深入实施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攻坚行动，2023

年，国有企业一、二级公司以及有条件的三级公司完成研发费用

会计科目独立设置，并有一定研发投入；到 2025 年，国有企业

研发（R&D）投入强度达到 0.6%以上；到 2027 年，区属国有企

业实现研发活动“全覆盖”，国有企业研发（R&D）投入强度

达到 1%以上。（牵头单位：区国资委；责任单位：区科技局、

区旅游产业〔集团〕公司、区城市发展〔集团〕公司、区工业发

展〔集团〕公司）

3. 加大规下企业研发投入力度。鼓励规下企业尤其是中小

微企业开展研发活动，通过加大政策创新力度，搭建服务平台，

帮助其引进研发团队和开展研发活动，争取更多企业入统，促进

全区研发投入实现较大提升。（牵头单位：区科技局；责任单位：

区经济信息委、区市场监管局、区统计局、区工商联）

4. 推动各类企业归集入统研发经费。推动规上工业企业、

特一级建筑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建立独

立的研发机构，一级会计科目设立研发投入，归集好研发经费，

每月按时、规范、全额报统研发费用。（牵头单位：区科技局、

区统计局；责任单位：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

农村委、区商务委、区国资委）

（三）加大研发政策支持力度。

1. 落实创新普惠性政策。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技

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落实落细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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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精特新”企业所得税优惠、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

引导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鼓励科技型企业普遍建立研发准备

金制度，加大对核心技术攻关和重点研发项目的奖补力度。鼓励

企业开展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生产。（牵头单位：区财政局；责

任单位：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区科技局、区经济信息委）

2. 推动金融赋能科技企业。优化融资服务，在放贷条件、

利率利息、审核时限等方面降低门槛、放宽时限，提升对高新技

术企业的融资规模。建立科技金融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各有关部

门协调合作，构建“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发展新模式。建立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白名单”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向“白

名单”企业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持续推进科技型企业知识价

值信用贷款试点，完善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完善小微企业贷

款风险补偿机制。实行科技企业上市培育行动，充实科创板上市

后备资源，大力推动科技企业挂牌上市。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在贷

余额增速、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总额增速保持渝东南区县前两位。

（牵头单位：区金融服务中心、人行武隆支行；责任单位：区科

技局、相关金融机构）

3. 加强人才政策支持力度。对市级以上高层次科技创新人

才按照申报单位注册地实行属地管理，在人才落户、医疗保险、

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大武隆英才培育力度，每年评定一

批武隆英才。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加强前沿领域科技人才团队的引

进与培育，对符合条件的人才，在申报人才计划时予以重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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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顶尖人才团队按相关政策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提供综合支

持；对高层次人才、重庆英才和武隆英才主持开展的科研项目和

主导建设的科研平台予以重点支持。（牵头单位：区委组织部；

责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委、区教委、区科技局、区人力社保局、

区农业农村委、区卫生健康委、区国资委）

四、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区科技工作领导小组作用，

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统筹调度推进行动计划的实施。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

力。

（二）强化统计工作。加快建立统一管理、科学分工、各方

联动、信息共享的研发投入统计工作机制。按照研发统计制度，

加强对企业、研发机构科技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定期组织开展

研发投入统计专项培训，提高研发投入统计数据质量。

（三）完善考核评估。加大考核力度，将研发经费投入情况

作为“创新报表”和单位年度目标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既加强

过程管理，又强化结果考核，将企业每月研发活动、研发投入和

研发机构设置情况纳入相关部门的年度任务和目标考核，建立定

期通报制度，强化对研发投入指标的动态监测和督查推进。

（四）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在研发经费提升工作中的新

思路、新举措、新经验、新成效，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扎实推

进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落实，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 8 －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监委，

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6 月 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