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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创新券是一种有效促进科研机构服务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 提高科技资源的共享和使用效

率的财政政策工具。 本文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 ， 对北京市、 上海市和浙江省实施的创新券工作进行实地

调查和研究篇结归纳了 目前创新券的组织和实施模式并给出 了 当前创新券工作存在的不足和制 约因素 ，

最后提出 了发放全国流通的创新券 ，
促进国 家科研机构服务创新创业的中小微企业的若干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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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券是一种政府免费向中小企业发放 、 专门在有关学者的不断呼吁下 ， 我国地方政府逐渐

用于购买技术创新服务的有价凭证
［

１
１

。 企业获得政认识到了创新券的做法和功效。 ２０１ ２ 年 ９ 月 ， 江

府发放的创新券后 ， 即可利用创新券向科研服务机苏省宿迁市政府出 台了 《关于宿迁市科技创新券实

构购买科研服务 ， 科研服务机构持创新券到政府部 施管理办法 （ 试行 ） 》 ， 标志着创新券在国内的正

门 申请兑现 。 因此 ， 创新券在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 式实施 之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也发放了创新券 。

创新 、 加强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上起到了重要推到 ２０ １５ 年底 ， 中 国已有 １３ 个行政地区出台 了创新

动作用 。券政策 。 创新券在国内 的发展呈现由市县中小城市

自荷兰于 ２００４ 年推出创新券这项政策之后 ，（ 区 ） 向省 、 直辖市和中心城市扩展的特点 ， 其中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取发放创新券的方式来支持中省级 （ 直辖市 ） 出台政策的行政地区有 ８个 ， 分别

小企业技术创新 ，
中 国也不例外 。 ２００９ 年

，
世界是北京市 、 上海市 、 浙江省 、 江苏省 、 山东省 、 辽

银行和中 国科技部等的专家撰写 了 《 中国 ： 促进以宁省 、 广东省和贵州省 ；
还有 ５ 个地区 目前只是在

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 书中首次引入了
“

创新券
”

城市 （ 区 ） 试行 ，
分别是湖北省武汉市 、 安徽省马

的概念 。 创新券在推动科研机构支持中小企业方鞍山市 、 河南省洛阳市和焦作市 、 四川省成都市以

面的作用开始吸引 国 内学者的关注 。 ２００９ 年 ， 王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香坊区 。

咏红等
ｎ ］

介绍 了爱尔兰开展创新券的情况 。 ２０ １ ２年
，目前 ， 国 内对创新券 的研究主要集中两个方

郭丽峰和郭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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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借鉴国外政府发放创新面 ，

一

是总结国外创新卷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 如

券的经验基础上 ， 较早提出 了我国政府发放创新券王咏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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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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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红兰和何

支持中小企业的建议 。婷 ＇ 二是创新券政策实施和效果评估 ， 如 ： 朱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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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厅共同组织实施创新券工作 。 浙江省科技厅还专

但是 ， 对于国内创新券的组织和运行模式 、 存在问门成立了由科技厅长任组长的公众创业创新服务行

题以及如何更好地推进创新券支持创新创业中小企动领导小组 ，
负责推广应用创新券和科研仪器设备

业
， 则缺乏深入的研究 。 为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推开放共享工作 。

动作用 ，
促进国 内科研机构更好地提供技术服务 ，１

．
３ 由专门机构组织实施

支持
“

太众创业 、 万众创新
”

工作 ， 我们采用调查创新券的具体组织实施 由科技部门 的下属机

研究的方法 ， 选取创新券工作开展较好的北京市 、构进行 ， 主要负责组织创新券的 申请 、 发放和监

上海市和浙江省作为调查地区 ， 分析当前国 内创管等事项 。 上海市 由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

新券的开展方式 ， 研究创新券工作实施中存在的问理中心来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 可 以接收创新券服

题 ， 并提出促进创新券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的若干务的研发机构都必须由该平台认可 。 浙江省 由科

建议 。技厅下属机构
——

科技信息研究院来组织实施 。

１ 娜袅的細叫 ｉ
ｆｅ絲細触 Ｔ娜離麵＃賴力、么 ＠

１

责创新券的 日 常运营和管理 ， 具体办删新券的

调研发现 ，
为了推动创新券工作的顺利开展实申请 、 发放 、 兑现及组织评价 ， 确定专业服务机

施
， 地方政府采取如下支持措施来推动创新券在本构和推荐机构 ， 完成年度工作报告及领导小组交

地区的开展 。办的其他事项 。

ｌ
．
ｉ 出台政策办法北京市创新券的实施方式非常有特点 ， 即利用

政策文件先行 ， 北京市 、 上海市和浙江省都出中介机构协助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申请和使用创新

台 了推进创新券工作的相关政策文件 ， 用于指导和券 。 针对北京市小微企业数量众多 的现状 ，
北京

规范本地创新券的有序开展 。 上海市的 《关于试点市科委从长期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科技服务机构 、 孵

开展上海市科技创新工作的通知 》 （ 沪科 〔 ２０ １５ 〕化器中遴选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作为推荐机构 ， 负

１０５ 号 ） 、 北京市的 《首都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责代理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的创新券申请和发放工

法 （试行 ） 》 （ 京财科文 〔 ２０ １４ 〕 ２５ １５ 号 ） 、 浙江作 ； 同时 ， 针对大学和科研院所拥有多家实验室 、

省的 《关于推广应用创新券推动
“

大众创业 、 万众 工程中心的现状 ， 为减少科研人员的工作负担 ， 从

创新
”

的若干意见 （ 试行 ） 》 （ 浙科发政 〔 ２０ １５ 〕提供服务的高等院校 、 科研院所和企业等机构中遴

２０ 号 ） 和 《公众创业创新服务行动方案 》 （ 浙科发选出一个专业服务机构 ， 作为该单位负责创新券的

条 〔 ２０ １５ 〕 ２ １ 号 ） ， 对创新券的 申请 、 发放 、 兑现唯
一对外机构 ， 其职责是接受企业申请 、 审核业务

以及适用对象都给出 了详细规定 。 浙江省的辖属市的真实性 、 组织实验室开展科技服务 、 接收并兑现

县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办法 ， 如杭州市出 台了 《关创新券等 。

于推广应用创新券的通知 》 （杭科合 〔 ２０ １５
〕
５７号 ） 。 １ ．４ 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创新券工作效率

１ ． ２ 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为 了提高创新券的 申请和发放效率 ，
在当前

创新券的实施涉及财政部 、 科技部等多个部门 。 政府提倡
“

互联网 ＋
”

的指引下 ， 北京市 、 上海市

为协调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 ，
北京市和浙江省都成和浙江省三地都建立了专 门 的创新券工作平台 ，

立了 由科技部 、财政部等多个部门成立的领导小组 ， 发放电子形式的创新券 ，
创新券的 申请 、 核查 、

负责创新券工作的协调和管理 。审批 、 发放 、 支付和兑现都通过网络信息系统实

北京市由市财政局 、 市科委联合成立领导小组现 ； 申请者在网上 申请获得电子创新券 ，
直接用

实施创新券工作 ， 由市财政局 、 市科委主管领导任来购买科研服务机构的服务凭证 ， 科研服务机构

组长 。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创新券的政策制定 、 决策 凭借获得的电子创新券申请兑现 。 借助信息平台 ，

指导 、 监督审批 、 绩效评价及研究 ，
确定创新券实科技部门也实现了对创新券及其使用单位的全流

施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 。 浙江省 由省财政厅和科程管理 ， 见表 １ 。

—

１ ２
—





？

创新政策 与管理 ？

表 １ 创新券服务平台
＇

地区创新券平台网址

北京市首都科技创新券 申报系统ｈ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ｘｘｆ

５

－

ｈ
ｊ

． ｃｎ

上海市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 台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ｓ
ｇ
ｓ ｔ ． ｃｎ ／ｋ

ｊ ｑ／

浙江省浙江省科技创新 服务平台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ｚ
ｊ
ｓｔ ｉ ．

ｇ
ｏ ｖ ． ｃｎ／

２ 如新券的１史用万式满足以下条件 ： 不具备法人资格 ，
还未注册企业

；

２ ． １ 创新券支持对象创业项 目须具有产品研发及转化所需的测试或研发

各地都对创新券的支持对象进行了 比较明确的工作 （ 不包括仅限创业文本策划的项 目 ） 。 上海市

划分 。 目前 ， 创新券按照支持对象可分为两类 ：

一

则把入驻上海市科技孵化器创业苗圃 的创业团 队纳

类是北京市 、 上海市和浙江省 以下的市县发放的创人创新券的支持范围 ，
须满足条件为 ： 不具备法人

新券 ，
支持对象是本地的 中小微企业 ， 另外还把创资格 ， 还未注册企业 ；

人住上海市科技孵化器创业

业团 队纳入创新券的支持范围
；
另一类是浙江省的苗圃

；
创业项 目需具有产品研发及转化所需的测试

支持对象一创新载体和执行单位 。或研发工作 （ 不包括仅限创业文本策划 的项 目 ） 。

２ ． １ ． １ 中小微企业２ ．
１

． ３ 创新栽体

北京市规定使用创新券的小微企业条件是 ：浙江省省本级财政发放的创新券不直接支持企

（ １
） 在 中关村 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 内注册 ，

具有业
，
而是支持创新载体 ，

包括省级科技创新服务平

独立法人资格 ， 在职正式职工不多于 １００ 人
，
营业台 、 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 、 省部属科研

收入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 ，
注册资金不高于 ２０００万元 ，院所 、 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和省级企业研究院等 。

具有健全的财务机构 ， 管理规范 ，
无不良诚信记录 ；还结合科技成果转化实绩 ， 对各市 ， 县 、 市 、

区 （ 以

（ ２） 自 申请支持前两个年度以来 （ 但不要求企业下简称市县 ） 创新券支出作为绩效部分给予奖励 。

开业时间 ）
， 除创新券专项资金外 ，

未获得过任何杭州市创新券也支持创新载体 ，
对杭州市科技创新

市财政资金支持 ；
（ ３ ） 与开展合作的单位无任何服务平 台 （ 以下简称市级平台 ） 和杭州市引进科研

隶属 、 共建 、 产权纽带等关联关系 。院所共建科技创新载体 （ 以下简称市级载体 ） 以创

上海市规定创新券适用的中小微企业条件是 ：新券形式予 以补助和补贴 。

（ １ ） 在本市注册并在本市纳税的 中小微企业 ， 企２ ．２ 创新券支持活动范围

业规模符合 《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 （ 工信部联２ ． ２ ． １ 技术服务

企业 〔 ２０ １ １ 〕 ３００ 号 ） 的要求 ；
（ ２ ） 与开展合作政府 明确规定了使用创新券可 以 购买的科技

的单位无任何隶属 、 共建 、 产权纽带等关联关系 。创新服务活动 ， 主要是与科技创新活动有关的测

浙江省台州市规定创新券使用对象的条件是 ：试检测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检索查新等 。 北

在市本级注册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 优先支京市规定 ： 创新券只对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与指

持在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名次的企业 ，
经国家 、 定实验室 围绕科技创新创业开展的测试检测 、

合

省 、 市认定的科技型企业 ， 即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作研发 、 委托开发 、 研发设计 、 技术解决方案或

术企业 、 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 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 购买新技术新产品 （ 服务 ） 等科研活动给予资助 。

农业科技企业 、 市级及以上知识产权试点 （ 示范 ）上海市规定 ： 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 ５２％ 台

企业及科技企业孵化器内在孵企业。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和 １ ２４ 家上海市专业技术服务

２ ． １ ．２ 创业团队平 台提供的 ８６６ 项研发服务 ， 其测试检测 、 合作

为响应 中央政府提出 的支持创新创业号召 ，
北研发 、 委托开发 、 研发设计 、 技术解决方案等 ，

京市和上海市还扩展了创新券的支持对象 ， 利用创都可以使用创新券 。

—

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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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２ ． ２ 非技术服务券兑付总额 ３０％ 的补助额度 。 省财政对各市县在

浙江省部分地区扩展了创新券的使用范围 ， 将创新券奖补政策支持范围内的支出 ， 结合科技成果

其支持的活动扩展到与技术开发相关的更广泛活转化实绩作为绩效因素给予奖励 。 省奖励资金由市

动 ，例如科技政策咨询 、会计服务 、专利 申请费用等 。 县统筹用于创新券推广应用工作 。

另外 ，
各地的创新券都规定 ： 国家规定的强制２ ．４ 创新券的面额

监测不在创新券的支持范围之内 ， 如法定认定 、 执传统的创新券 ，
面额是固定的 。 北京市发放的

法检查 、 商业验货 、 医疗服务 、 强制检测等 。创新券是有固定面值的 ， 限额 ５０００元 ， 每次至少

２
．
３ 创新券的类型使用 １ 张 ， 最多可使用 ４０ 张 。 而上海 、 浙江的创

根据支持对象不同 ， 创新券有使用方式不同的新券都是电子凭证的 ， 都没有规定创新券的具体面

两种类型 ：

一

种是普通的创新券 ， 用于补贴企业的值 ， 只规定了单个企业或者创业团队能够申请的限

研发成本 ；

一

种是奖励券 ， 用于对实施创新券的相额。

关单位和机构进行奖励 。２ ．Ｓ 创新券的兑现

２ ． ３ ． １ 普通券创新券需要在有效期内 由持有者到相关部门 申

目前 ，
创新券主要是针对企业和创业团队 ， 用请兑现。 不过 ， 上海和浙江发放的创新券与北京的

于补贴中小微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支出 ； 低于或等略有不同 。

于
一

定额度的 ， 予以全部兑现 ； 超过
一

定额度的 ，上海和浙江发放的创新券 ， 都是在创新券所涉

按照一定比例予以兑现 。及的服务发生后的第 ２ 年 ，
由创新券持有者向科技

上海市的创新券采用事前申请 、 事后补助的方部门申请兑现 。 浙江省规定 ： 省级创新载体凭收取

式
，
符合补贴要求的技术服务 ， 其金额在 ５ 万元及的创新券 ，

向发放创新券的市县财政 、 科技行政部

以下的部分按照 ５０％ 的 比例核定 ， 超过 ５ 万元的门兑现 ， 省财政在第二年的 １ 月底之前对省级载体

部分按照最高不超过 １５％ 的比例核定 ； 最高补贴提供奖励 。 上海市规定 ：
２０ 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 至 ２０ １６

不能超过 １０ 万元。 浙江省管辖市县的创新券的使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研发服务平台受理中小微企业和创

用方式和上海市类似 。业团 队的科技创新券兑现申请 。

北京市的创新券直接面向 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北京市的创新券则是每年定期兑现 ， 由专业服

队 。 对于首次 申请创新券的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 ，务机构凭创新券和相关证明材料 ，
到创新券办公室

可获取并直接使用最高不超过 ５ 万元 （ １ ０ 张 ） 的登记 ，
经专家评审合格后予以兑现 。

创新券 ， 超出 ５ 万元的部分 ， 参照非首次申请的创２ ．６ 风险控制和监管

新券额度核定 。 非首次申请创新券的小微企业和创为了防止企业和机构作弊 ，
套取政府资金 ， 政

业团队的创新券额度 ，
采取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核府在出台的办法中都加强了对违规隹用创新券的监

定 。 核定比例如下 ： 每年度符合补贴要求的业务合督管理 ， 并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 。 采取的措施包

同金额在 １０ 万元及以下的部分 ， 按照最髙不超过括 ： 利用高技术建立创新券的防伪标志和号码 ， 规

５０％ 的比例核定 ； 超过 １ ０万元至 ５０ 万元的部分 ，定创新券不得转让 、 赠送 、 买卖等 ， 并对弄虚作假

按照最高不超过 ２５％ 的比例核定 ； 超过 ５０ 万元至行为规定了处罚细则 。 例如 ， 北京市规定 ： 创新券

１００万元的部分 ， 按照最高不超过 １０％ 的比例核定；不得转让 、 赠送 、 买卖等 ， 在创新券申请过程中 ，

超过 １００万元以上的部分 ， 不再予 以创新券补贴 。企业 、 创业团队 、 推荐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等不得

最高补贴不超过 ２０ 万元 。提供虚假信息 。 浙江省规定 ： 对通过创新券骗取财

２ ． ３
．
２ 奖＃卜券政资金的企业 、 创业者和省级创新载体 ， 浙江省有

浙江省的省级创新券采用奖励补助的方式 ， 推关部门将根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 ， 视

动省内创新载体为省 内中小型企业提供科技服务 。情节轻重对有关责任单位 、 责任人实行限期整改 ，

办法规定 ： 根据开放共享实效 ， 省财政于每年 １ 月给予警告 ， 停拨或追回财政资金 ， 列人信用
“

黑名

底前 ， 对省级创新载体给予不超过上年度实际创新单
”

， 不再给予科技项 目和财政科技资金支持等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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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政策与管理 ？

理。 构成违纪的 ， 由有关部门对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新券必须要匹配 自有资金 ， 超过规定额度的创新券

处以纪律处分 ； 涉嫌犯罪的 ，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按按照
一

定比例兑现 。 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投人 自有资

规定处琿 。金用于研发活动 ，
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人效果明显 。

３． ２ ．３ 伐 ■技资逋的共享
ａ備獅麵 ， 獅了科織鮮舰区欤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
创新券的发放和兑发达地区的资源共享 ， 提高了国家现有科技平台的

现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开展 ，
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服务能力 。 例如 ， 浙江省长兴县利用创新券 ，

通过创新券方式获得了政府资金的补助 ， 提高了企鼓励本地企业购买和获取上海市科研平台的科技服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 创新券加强了企业和科技研发务
’
推动了技术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科技资源共

服务机构的联系 ， 有利于科技资源在产学研之间的享 。

自 由流动 ， 实现了科技资源在市场中的优化配置。３ ． ２ ． ４ 创新券成为中介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有

３ ．１ 实施情况 ｉ力抓手

上海市的创新券政策 自颁布实施以来 ， 截至 目北京市调研发现 ， 原有的科技孵化器 、 大学科

前共计审核通过了７３２ 家企业及 １４ 家创业团队的技园等科技平台 ， 缺少支持小微企业的具体举措 。

科技创新券申请 ， 发放创新券总额度为 ３７３０ 万元 。 通过实施创新券政策 ， 科技服务机构成为创新券 申

７３２ 家企业中 ， 处于新
一

代信息技术和生物产业领请和发放的中介和平台 ， 既为企业和科研院所搭津

域的最多 ； 企业人数不超过 ２０ 人的小微企业超过了共享渠道 ， 也为科技服务机构提供了具体政策工

半数 以上 （ ５４ ．０％ ） ；
其中有 ３６． ３４％ 的企业获得具 ， 丰富了科技服务机构的服务手段 ，

提高了服务

过高新技术企业或市区两级小巨人及小巨人培育企能力 。

截至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
浙江全省发放创赫

４

１８３４ ．６２ 万元
，
其中使用 了６６０． ５２ 万元 ， 涉及 ４８虽然创新券已经在全国

一半以上的行政区域内

家创新载体 ， 提供服务 １０３９ 次。 ２０ １４ 年北京市发开展实施 ， 在推动科研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方面取

放创新券 ４０００ 万元
；
截止到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 北得了

一

定成效 。 但调研发现 ， 当前创新券工作还存

京市 已经发放创新券 ２０００ 多万元 。在
一

些问题 ， 制约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 。

３ ．２ 实施成效４ ．１ 创新券的异地使用 问题

３
．
２

．
１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产学研更加緊密创新券存在使用地区限制 问题。 各地科技部门

合作 对创新券的使用地域给出了 比较明确的规定 ， 不但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利用创新券 ， 可以购买科研对申请创新券的企业或者创业团队有所属地限制 ，

、

机构的研究开发服务 ， 加强了企业和研究院所之间而且对创新券的使用对象和使用范围也有明确规

的联系 ， 也为科研机构开拓了市场业务 ，
带动了高定 。

校院所 、 务型企业提升服务意愿 、 服务能力与服目前 ，
除浙江省长兴县的创新券可 以在上海市

务质量 ， 提髙了科技资源支撑创新的效力 ， 进而活异地使用之外 ， 其他地区的创新券都严格限制在本

跃了科技服务市场 ， 激活了企业创新活力 。 例如 ，地使用 。 比如 ， 北京市发放的创新券只能在北京市

浙江省政府发放的创新券推动了科研机构的业务开内的科研机构使用 ，
上海市的创新券也只能在上海

展
；
仅 ２０ １５ 年上半年 ， 浙江省的

一

家企业科研机市内的科研机构使用 ；
已经在全省开展了创新券的

构
——

温岭泵与 电机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

就接收浙江省 ， 企业直接用于购买科技服务的只是省级以

由创新券支持的服务 １７０次 ，服务金额超过 ３０万元 。 下地方政府发放的创新券 ， 在实施过程中 ， 市 、 县

３ ． ２ ． ２ 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入 ， 提高财政资金的 都要求创新券在当地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平台使用 ，

放大效应不能在省内其他地区内 的科研机构或者技术平台使

北京市 、 上海市和浙江省都规定 ： 企业使用创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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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义 朱欣乐 高金鹏 ： 创新券在我国的组织实施模式及存在问题研究
一一基于北京市 、 上海市和浙江省的调查分析

对创新券使用地区的限制性要求 ， 影响了创新技服务 。 不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

一些地区片面理

券的流通使用 ， 限制 了中小微企业获取异地科技服解了创新券的作用 ， 将原来以常规方式支持科技计

务的能力 ，
也降低了创新券的使用效力 。划项 目的资金 ， 借以创新券的形式发放 ，

尤其是一

４ ．２ 创新券的兑现时间问题些地方还发放大额度的创新券 ，
允许使用创新券购

企业和创业者利用创新券购买服务的资金 ， 要买硬件设备 ， 这实际上背离了创新券的本意 。 因此 ，

么是企业先行垫付 ， 然后在规定时间 申请兑现 ， 如需要规范创新券可以购买的科技创新服务类型 。

上海市的创新券 ； 要么是科研机构先 自行承担 ， 如４ ．Ｓ 服务机构的认定问题

北京市的创新券 ， 企业只要交付创新券就可以获得目前的创新券只能在政府授牌的科技服务机构

科研机构提供的服务 ， 然后由科研机构持有创新券 使用 ， 由科技部门审批和公布符合条件的科研机构

到科技部门报销 。和技术服务平台 目录 ， 企业和创业团队持申请到的

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 ， 目前创新券的兑现是有创新券到这些科研服务机构购买服务即可 。 随着创

时间限制的 。 创新券的兑现时间有两种 。

一种是一 新券的不断推广和实行 ， 有更多的科研机构和中介

年分多次报销 ， 如北京市规定在上下半年各兑现一 机构想加人到创新券的服务序列中 ， 为 中小微企业

次 ， 浙江省长兴县规定兑现申请时间是当年度的 ７服务 。 因此 ，
如何确定众多新加人服务机构的资质 ，

月 ３ １ 日和次年的 １ 月 ３ １ 日 。 另
一

种是在创新券发 保证其服务质量 ， 成为创新券具体组织管理部门的

放后第 ２ 年的某个时间段集中报销 ， 如上海市规
一个难题 。

定 ， ２０ １ ５ 年发放的创新券 ， 需在 ２０ 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ｇ

至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由研发服务平台统一受理中５ 胃＃

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的科技创新券兑现申请 ； 浙江当前中央政府提出 了
“

大众创业 、 万众创新
”

省也规定 ， 省本级的创新券要到第 ２ 年的 １ 月 份兑的战略 目标 ， 因此为创业者和中小微企业提供科技

付 ； 浙江省平阳县规定 ， 创新券要在第 ２ 年的 ４￣服务 、 促进企业快速成长非常重要 ， 而创新券则是

５ 月 份集中审核兑现。 因此 ， 企业或者科研机构的
一

种有效推进科技服务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和创业

支出并不能很快获得财政资金的报销 。团队的政策 。 为推动创新券工作在国 内更深入地开

使用创新券的中小微企业本身缺乏资金 ， 创新展 ，
解决当前创新券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 促进国内

券兑现间隔时间太长 ， 严重影响了使用创新券的中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科技服务 ， 现提

小微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现金流 ， 对其经营发展造成出如下建议 ：

了
一定程度的困难 ， 同时也影响了科研机构人员的（ １ ） 发行全国通用的创新券 ， 建立全国创新

积极性 。券服务平台 。 选择创新券政策实施和推广较好的地

４ ．３ 财政资金的拨付使用问题区
， 试点搭建跨地区的区域创新券实验区 ； 并和地

目前与创新券配套的财政资金是延续科研项 目方政府合作 ， 推动国家大型仪器 、 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资金拨付方式 ， 上一年提出财政预算 ， 第二年拨 等科技资源的利用和共享 ，
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创业

付资金使用 。 而创新券的申请和发放则是按年度进者 。

行 ， 企业申请的创新券在
一

个财年内可能存在未能（ ２ ） 由科技部和财政部制定出 台全国统一的

全部用完和兑现的情况 ， 因此就会产生符合条件的创新券使用和兑付办法 ， 缩短创新券的申请和报销

创新券金额与预算不匹配的现象 ， 导致财政预算资期限 ， 解决 目前创新券匹配财政资金的预算使用时

金出现结余和上缴问题。 为了符合财政预算周期 ，间问题。

大部分地区都选择在第二年度才开始兑现创新券 ，
 （ ３ ） 建立全国 的创新券支付系统 。 可引入有

这也是创新券不能及时兑现的原因之一 。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 ， 开发创新券支付系统 ， 推

４． ４ 创新券的规范使用 问题动创新券在全国的流通使用 ， 促进全国科技资源的

目前各地在创新券的使用上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充分共享和使用 。

创新
， 利用创新券为中小微企业购买各种形式的科（

４
） 加强科技型 中小企业诚信体系建设 。 在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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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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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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