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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辽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紧扣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创新体系，建立完善科技企业梯

次培育机制，不断壮大科技企业群体规模，创新主体培育工作取得新突破。

完善顶层谋划
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十年来，通辽市积极践行创新发展

理念，坚持系统谋划，突出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持续优化。对科技管理机

构进行重塑性改革，出台《关于促进科技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辽市深入落实

“科技兴蒙”行动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编制《通辽市“十三五”科

技创新规划》《通辽市“十四五”科技创新

规划》，提出全市新时期科技创新主攻方

向和重要举措。

政策支撑体系不断完善。印发了

《通辽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通辽

市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认定管理办法》《通

辽市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试行）》《通辽

市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试

行）》等制度性文件，确保各项工作有章

可循。

在政策层面打好“组合拳”，充分落

实各项奖补措施。严格兑现落实高新技

术企业所得税优惠、企业研究开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等各类科技创新

政策，有效激发企业创新创造的积极

性。2022年对公开征集梳理出符合奖

补条件的50个项目，发放第一批奖补资

金1147.8万元。

培育创新主体
高新产业取得新成效

十年来，通辽市坚持企业在科技创

新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

法，创新主体不断发展壮大。

围绕创新主体能级提升，持续深入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入库科技型中小企

业培育“双倍增”行动，建立科技型企业

梯次培育机制，筛选出龙头企业、创新成

长企业和中小潜力企业，重点跟踪摸排，

形成高企申报后备企业梯队。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从14家增加至44家、增长2.1

倍，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增加至58家、

专精特新企业增加至17家。

研发投入大幅提升，通过建立常态

化督导服务机制，坚持“一企一案”“一需

一策”，引导和帮助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积

极开展研发活动。数据显示，2021年通

辽市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6.2亿元，比2019年增加4.1亿元，比

2020年增加1.48亿元；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

之比）为0.44%，比上年提高0.07个百分

点，全市研发投入经费和强度连续两年

实现大幅增长。全市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提升至494件，每万人拥有1.74

件，同比增长1.34倍。

科技部门聚焦企业关切，主动面向

通辽市科技型企业开展科技帮扶，在服

务上下功夫，在精准上出实招。采取实

地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零距离、面对

面协调解决企业困难问题，听取企业意

见建议，有效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增强市

场主体活力，以稳企助企惠企暖企推动

全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共走访调研

50余家企业，召开8次企业座谈会，有效

解决了一批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为企业

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做强承载功能
创新平台能级大提升

十年来，通辽市坚持把平台载体作为

关键抓手，加快建设步伐，做强承载功能，

形成有利于创新成果迸发的“场效应”。

高能级创新平台不断涌现。首家外

籍院士专家工作站——“蒙医药文化传

承与创新研究院士专家工作站”获批成

立、联合建设了“邹学校院士创新团队工

作站”，通辽科技大市场、内蒙古科创中

心通辽分中心等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正

在加快推进。

创新平台建设数量再创新高。目

前，全市共有市级以上创新平台272家，

其中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达到 218

家。成功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3个

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园区。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高质量发展，全

市市级以上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总数达

48家。其中，市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

范基地5家；市级专业化技术研发与中

试公共服务平台 5家；市级众创空间 5

家、自治区级众创空间9家、国家级众创

空间 1家；自治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家；自治区级星创天地18家、国家级星

创天地4家。各类在用孵化服务场地总

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

科技项目带动
核心技术实现新突破

十年来，通辽市坚持把技术创新作

为战略基点，聚焦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以承担实施重大科技项目为牵引，着力

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科技项目量质齐升。近年来，全市

共谋划实施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500

余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专项等连续实现零的突破，中央引

导地方科技专项获批数量为11项。

项目成果应用不断走向高端。全市

共荣获自治区级以上科技进步奖45项，

其中，“东北地区旱地耕作制度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和“风沙灾害理论与防治技

术应用”2个科技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增强协同创新
开放合作实现新提高

十年来，全市实施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的科技合作战略，与二十几家高校和

科研院所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

校市、校企合作持续深入。通辽市

大力实施“4+8+N”合作机制，积极推进

各类科技创新主体与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的协同合作，切实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通过加大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

力度，全市科技支撑产业转型发展的能

力得到了持续提升。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实 现 翻 番 。

2019—2021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分

别达到0.10、0.18和0.19亿元，连续三年

实现翻番增长。今年1—9月份，全市共

认定登记技术合同14项，成交额0.76亿

元，已远超去年全年总额。

强化科技服务
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

十年来，通辽市持续汇聚科技服务

资源，探索科技服务新模式，搭建服务对

接桥梁，全力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

里”。

科技服务工作扎实有效。持续深入

开展惠企政策宣讲活动，组织开展了科

技大讲堂等贯宣活动，组织国内知名高

校、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技术交

流对接活动10余场次，举办线上线下各

类讲座培训40余场次，参训企业达到千

余家，参训人数达到2000余人次。从多

方面解读通辽市对企业创新发展的若干

科技政策，现场发放惠企政策汇编等，切

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确保政策宣传活

动落在实处。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十年来，通辽

市科技局不断完善科技特派员支持政策

和机制，组织选派和鼓励支持科技特派

员深入农村基层一线开展科技创新创业

服务，取得了显著成效。共累计选派科

技特派员4622人（次），组建产业科技特

派员服务团9个。据不完全统计，科技

特派员直接引导、参与创办领办企业、合

作社等 220多个，服务当地企业、合作

社、农民协会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670

多家，服务各类基地80多个，开展实用

技术培训农民6万多人次，推广新技术

560余项，辐射带动农牧户31万户，累计

产生经济效益97亿元。

营造科技创新良好氛围。连续十年

围绕不同主题举办“科技活动周”等品牌

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

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推动

科普资源向社会公众开放，营造了良好

的创新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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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吨无人驾驶自卸车在霍林郭勒市投入运行。 李军 摄

内蒙古蒙医药工程技术研究院技术人员进行蒙医药研究。
张启民 摄

甘薯产业工厂化育苗。 侯显峰 摄

全国首台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机车在国家电投内蒙古
公司上线试运行。 柴亚超 摄

科技人员在田间调研。 胡建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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