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截至目前，晋江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有 252
家。“晋江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 2018年的 115
家，到 2019年的 165家，再到 2020年的 252家，
晋江高企培育迈入快车道。”蒋家兴指出，高新
技术企业对于晋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数
据显示，2020年晋江高新技术工业企业实现
规上产值 1304.1亿元、同比增长 4.6%，占规
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22.1%、同比增长0.5
个百分点。

当前晋江正抓紧在创新主体梯次
的培育，建立晋江市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库。2021年以来，共计组织
66家企业申报科技小巨人企业，

同比增长 88.57%；组织 220家企业
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占泉州

总申报量的 24%，同比增长 56.03%；新
增认定12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企

业培育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壮大科技企业群

落。实施规上企业“三个覆盖”和高企倍增两大
工程，积极在骨干企业布局建设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企业创新实验室，培育一批科创领军企
业、“专精特新”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打
造高科技高成长型企业梯队。支持头部企业联
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实验室，组建创新联合
体，加强关键技术、自主技术联合攻关，实现市
场“点题”、企业“作答”、平台“助力”的良性循
环，力争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100亿元、高
新技术企业突破1000家。

接下来，晋江市科技局将推进实施规上企
业研发活动、研发机构、发明专利“三个覆盖”，通
过政策引领、服务引导、项目引路等多种方式，促
进创新要素加速向企业聚集，推动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完善自主研发体系，形成全社会研发投入
稳定增长机制。力争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20%
以上，规上企业研发活动覆盖数增加100家。

推进科技型企业梯队化发展，壮大“科技型
中小企业—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省高培育库
入库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集群，力
争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 210家，高企总量突破
366家。同时，进一步强化龙头企业示范带动
作用，引导龙头企业或行业骨干企业，联合高校
院所、科研平台共建实验室，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和前沿技术探索，提升产业链尖端创新能力，塑
造产业核心竞争力。

晋江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科技创新，要坚定不移推进人才强市战略，发挥实体制造根基和重大科创平台抢先布局优势，紧盯创新资
源转化质效，树立数字思维，顺应万物互联发展趋势，推动科技创新与品牌优势、市场优势充分嫁接，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变革催生发展新动能。

晋江市科学技术局：

抓好科技强创新 聚高质量发展动力
改革创新是“晋江经验”的动力源

泉，敢为人先是晋江的城市基因。
一直以来，晋江始终把科技创新

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五年
来，晋江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1%以上，集聚院士工作站19家、各类
高层次人才超5000人……注入并延续

“科技基因”的晋江，正源源不断地释
放动力，焕发着新的生命力。

“此次晋江党代会，市委报告中提
出的全力落实‘七个着力’工作主抓手
中，把‘着力构建全方位科技创新体
系’放在了第一位，这些都让全市科技
工作者为之振奋，同时也倍感责任重
大。”晋江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蒋家兴表
示，接下来，晋江市科技局将从全产业
链创新、创新主体倍增、载体平台提
质、创新要素提升、科技人才强基等方
面着手，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融会贯通，营造要素高效协
同、资源高效配置的创新创业生态，为
担纲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主力领军
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本报记者 柯雅雅

3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专
题部署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从今年1月1日起，制造业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
提高至100%，同时改革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清缴核算方式，“政
策出来后，晋江市科技局和晋江
市税务局也积极向企业宣导，这
个政策对于我们这类型的企业
而言是很大利好。”得知最新关
于制造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的政策时，信泰集团总裁办副主
任许剑飞深受鼓舞。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近年
来信泰集团在研发方面投入持
续增加，仅去年研发费用就较
2019 年提升 60%，“2021 年公
司预计研发费用支出将在去年
的基础上再提高 10%，该政策
执行后，相当于企业所得税又
可以税前多列支一笔不小的成
本费用。政策的持续加码，让
我们增添了研发新技术的信
心。”许剑飞表示。

其实，除了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晋江还不断推进高
企所得税优惠、企业研发投入
分段补助、本级科技创新扶持
政策等科技财税惠企政策落到
实处。

2021年以来，推动 270家
企业（增加106家）申报享受企

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金额
10.2亿元，同比增长 29.1%；推
动52家企业（增加6家）申报享
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
3.7亿元，同比增长 13.1%；推
动 247家企业（增加141 家）申
报省级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分段
补助资金 1.13亿元，同比增长
31.1%；推动 219家企业（增加
79家）申报享受本级科技创新
奖励扶持资金3577.80万元，同
比增长78.9%。

据悉，今年召开的 2021年
晋江市“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企
业创新发展大会上，晋江推出
聚焦“科技创新”这一主题，围
绕企业、人才、平台三大创新主
体，配套科技创新、创新人才、
空间要素、营商环境、制造业、
服务业、金融业、旅游业、现代
农业、文化产业等10份政策。

“我们将进一步落实科技
财税惠企政策，同时推进科技
金融深度融合，用好国家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子基金、创
新引导基金、晋江高新产业基
金等科技基金，以及更多社会
资本向科技型企业倾斜，让科
技创新更加‘如鱼得水’。”蒋家
兴表示。

目前，晋江的科技创新平
台与企业开展了很多科研合
作，平台的作用和效果正在逐
步溢出。这其中，如何突破成
果转化推广应用“最后一公里”
的瓶颈，是关键的一步。

“晋江要全面激活科技创
新平台和高校的作用，坚持以
企业孵化和成果转化为导向，
优化完善现有高水平科研平台
运行机制，全面放大其支撑晋
江科技创新、制造业装备提升、
机器换工、产业转型升级和培
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的

‘引擎’作用。”蒋家兴指出。
近年来，晋江加强海峡科

技大市场、国家技术转移海峡
中心晋江分中心运作，推动福
州大学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晋江技术转移中心启动运作。
2021年以来，累计征集全市企
业技术需求26项；累计登记技
术合同40项，合同金额5023万
元；吸纳技术合同118项，金额
2.4亿元。

接下来，晋江市科技局将
坚持传统创业与高新产业并
重，立足“4341”产业布局，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
与高新产业协同发展。

一方面，推进高新技术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瞄准鞋服、纺
织、建材和食品等四大优势主
导产业，大力发展新材料、新工
艺、新装备、新应用，重点突破
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
件、先进基础工艺、高端装备等

“卡脖子”环节，拉长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推动传统制造业向
中高端迈进。

另一方面，推进创业孵化、
成果转化壮大高新产业，依托
集成电路、智能装备、医疗器械
等产业基地载体，强化龙头企
业、核心项目支撑，持续聚集上
下游企业、配套供应商，做大做
强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医
疗健康等高新产业，带动高技
术制造业扩能提升。

同时，将深化科技成果转
化“百城百园”行动，加快补
齐技术转移链条短板。完善
提升海峡技术转移中心、海
峡科技大市场等创新服务平
台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
务体系。吸引一批高校、科
研院所来晋设立成果转化中
心，支持企业发起设立技术
转移机构，加强职业技术经
理人和技术经纪人队伍建
设，推进落实新时代科技特
派员制度，促成技术合同登
记金额达 1亿元以上。

在晋江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包括福
大科教园在内的9大公共科技创新平台不断
落地晋江，从产业链的前端到后端全方位渗
透，真正发挥智慧引擎的作用，让晋江的创新
创业创造氛围日益浓厚，让晋江国家创新型
县（市）建设持续突破，聚高质量发展动力，为

“晋江经验”再续新篇。
针对产业链条的薄弱环节，从2012年开

始，晋江便不断引进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鼓
励企业与一些高水平科研平台进行产学研合
作，积极对接引进一批高端装备制造、原辅材
料项目，参与到科研课题立项、研究、结题的
全过程，进一步补齐晋江鞋服产业链的短
板。去年开始，晋江市公共科技创新平台统
一进行归口管理，并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晋
江以集成改革为抓手，优化平台运行机制，实
现平台效能大跃升。

现如今，在成功引进建设中国科学院大
学福建学院智能制造学院、福州大学晋江微
电子研究院、中轻卫生用品研究院等高校研
所，培育海峡青年创客坊、鸿盛果蔬等省级众
创空间(星创天地)等基础上，形成三大本硕
高校、9家公共科技创新平台、14家泉州市级
以上“双创”孵化载体的创新版图。

党代会报告指出，要设立科创委员会，加
快推进世纪大道“双创”活力走廊、科创新区、
金井产教融合区等平台载体建设，塑造“一廊
两区多平台”高品质科创空间。

接下来，晋江市科技局将加速“一廊两区
多平台”落子布点，加快国科大智能制造学
院、福大微电子研究院、海西纺织新材料研究
院科研楼、中关村中试熟化服务平台等重大
平台建设，争创鞋服纺织省级制造业创新中
心，筹建食品产业公共创新服务平台，进一步
做强大院大所大平台版图。

强化高校院所原始创新策源能力，紧密
结合重大技术需求“揭榜挂帅”、产学研协同
创新重大项目，完善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常态
化服务企业工作机制，促进高校院所科研成
果高效转化为生产力，实现更多从“1”到“N”
的突破。

加强对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滚
动开发和建设运营，引进专业产业运营商，建
设一批专业化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星
创天地等产业创新综合体，打造科技型企业
和新兴产业的培育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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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全域科创版图
载体平台提质

壮大科技企业群落
创新主体倍增

创新生态优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落实科技财税惠企政策
科技创新“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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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中科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在介绍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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