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部火炬
文件

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国科火字 (2020) 183 号

关于印发《创新型产业集群评价指引(试行)))的
通知

(此件主动公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各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为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推进创

新型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科技部火炬中心研究提出了旨在充

分发挥评价导向作用、以评促建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评价指引

(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坠卢胡是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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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产业集群评价指引〈试行〉

为深入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链创新

链协同升级，根据科学技术部印发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认

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13) 230 号)，制定本指引。

第一章总贝 IJ

第一条充分发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称"高新

区")的产业集聚作用，按照"一区一主导产业"加快建设创

新型产业集群(下称"集群" )。进一步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着力攻克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创新能力

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区域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新技

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条强化评价工作是新时期推进集群建设的重要

举措。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下称"火炬中

心")将不断完善集群动态监测和评价工作体系，并根据评

价结果，对集群建设进行分类指导和推广示范，全面落实以

评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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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评价对象

第三条集群是指产业链相关联企业、研发机构和服务机

构在特定区域集聚，通过分工合作和协同创新，形成的具有跨

行业跨区域带动作用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组织形态。

第四条集群布局以高新区为区域重点，以战略性新兴产

业为产业重点。集群产业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是省级政

府确立的重点方向或建设目标:是所在高新区以"一区一主导

产业"为原则规划的主导产业，并应具备良好发展基础，拥有

领先核心技术、广阔市场前景和独特品牌影响。

第五条集群产业链中的企业、研发机构和服务机构应形

成协同创新机制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机制，形成知识生产、

分享、保护与运用的有效机制 o

第六条集群应有专业化服务平台机构，能够配合集群所

在地政府或高新区，承担集群运行、统计、监测、协调等日常

管理与服务工作 o

第七条集群名称规范为"集群所在地行政区划名(或集

群所在高新区名) +集群产业分类名+创新型产业集群"。其中

"集群产业分类名"一般应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表〈国家统

计局， 2018) 的第三层或第二层分类名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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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评价管理

第八条申请纳入评价管理的集群，应由地市级科技主管

部门或高新区管委会组织编制集群建设规划(规划期三年) ，

并提出书面申请，报省级(含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科技主管部门口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后，向火炬中心书面推

荐。

第丸条火炬中心负责申请材料的受理、审议和确认。符

合条件的，经火炬中心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者确认为

创新型产业集群，纳入评价管理。

第十条依据火炬统计调查制度和集群评价指标体系，火

炬中心组织开展集群年度统计与评价。根据需要，对集群运行

关键指标开展季度或月度监测。

第十一条评价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o 以集群年度总结

与评价为主要内容，火炬中心编辑出版年度发展报告。

第四章以评促建机制

第十二条建立以培育和发展为核心的集群建设推进工

作体系。集群建设实行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充分发挥评价导

向作用，着力形成以评价结果促进集群建设的有效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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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以评价结果为主要依据，重点培育建设 100 个
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加快形成若干万亿级产业规模和一批千

亿级产业规模、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产业技术体系完备、大中

小企业融通发展、处于国际国内领先地位的国家创新型产业集

群。

第五章评价工作体系

第十四条火炬中心负责组织开展集群评价，省级科技主

管部门负责指导和推进地区集群评价，地市级科技主管部门或

高新区管委会作为集群建设单位，具体负责所辖集群的评价工

作。

第十五条加强集群火炬统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评价工

作数据基础水平。以集群产业链为依据，集群火炬统计包含集

群建设单位所辖范围内的集群产业链相关联企业、研发机构和

服务机构。

第六章附则

第十六条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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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创新型产业集群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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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创新型产业集群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权重 二级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指标 (%) 指标 (%) (%)

1.纳入省级政府或部门产业发展规划 6
位势 8 2.纳入地市级政府或高新区年度工作计划 2

发展 3.支持集群建设的政策措施 3.2
环境

20 政策 8 4.支持集群建设的工作推进体系 4.8
5.公共服务能力 2

社会 4 6.创新创业活动 2
7.营业收入丰 7
8.实际上缴税费总额* 3.5

规模 17.5 9.集群企业总数* 3.5
10.集群人员总数* 3.5

集群 11.营业收入净利润率 7.5
产业

50 效益 15 12.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 7.5
13.高新技术企业占比 3.5
14.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比 5.25

创新 17.5 15.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 5.25
16.当年形成标准数 3.5
17.国家级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数* 6.3

培育 10.5 18.在孵企业数. 4.2
19.研发机构数事 4.8

创新 30 技术 12 20.创新服务机构数* 3.6
服务

21.产业联盟组织数事 3.6
22.金融服务机构数 e 4.5

金融 7.5 23.当年获得的风险投资额* 3
标"."者为创新型产业集群火炬统计指标，其余定量指标由统计指标计算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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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说明:

1、纳入省级政府或部门产业发展规划

集群建设已经成为省级政府经济社会或产业发展的战略目

标，并纳入区域或产业发展规划。

2、纳入地市级政府或高新区年度工作计划

集群建设已经成为地市级政府或国家高新区的发展重点，

并纳入评价年度工作计划。

3、支持集群建设的政策措施

围绕集群建设制定了系列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人才战略、

政府采购、土地保障、创新创业、产业链拓展等。

4、支持集群建设的工作推进体系

建立了省级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组织推进、地市级科技主管

部门或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建设推进的工作体系，并有专业

化集群服务平台机构。

5、公共服务能力

集群所在区域的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口主要包括教育、卫

生、交通、休闲、社区等 o

6、创新创业活动

与集群发展相关联的创新创业活动规模与频次口主要包括

会议展览、人才培训、双创赛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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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营业收入

评价年度集群产业中所有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

8、实际上缴税费总额

评价年度集群产业中各类企业上缴税费额的总和。

9、集群企业总数

评价年度集群产业中各类企业数量的总和 o

10、集群人员总数

评价年度集群产业中各类就业人员数量的总和。

11、营业收入净利润率

评价年度集群产业中各类企业净利润占营业收入的比值。

12、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

以评价年度为基准，近两年集群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

计算方法: ~r Yt二羊!...+Yt-l-Y 叫 ]xl00% 。其中 y: 年度营业收入 ;t:
L 飞 Yt-I Yt-2)

评价年度 o

13、高新技术企业占比

评价年度集群产业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集群企业总数的

比值。

14、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比。

评价年度集群产业中各类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的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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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

评价年度集群各类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与集群人员

总数(万人)的比值。

16、当年形成标准数

评价年度集群各类企业当年独立承担或参与制定的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数量。

17、国家级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数

评价年度集群内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

间总数。

18、在孵企业数

评价年度集群内各类孵化器(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

园、众创空间等〉在孵企业总数。

19、研发机构数

评价年度集群内各类研发机构的总数，包括大学、研究院

所、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新型产业技术研

发机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省级及以上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

20、创新服务机构数

评价年度集群内各类创新服务机构的总数，包括科技企业

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转移机构、产品检验检测机构、

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人才服务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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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产业联盟组织数
评价年度集群内产业联盟组织的总数，包括产业联盟、产

业技术联盟、产业协会、产业理事会等。

22、金融服务机构数

评价年度集群内金融服务机构的总数，包括创业风险投资

机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科技金融服务机构等。

23、当年获得的风险投资额

评价年度集群各类企业当年获得的风险投资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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