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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党的十五大确立的我

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安徽民营

科技企业带来十分有利的发展机遇，民

营科技企业实现了快速、健康、持续的发

展，在“加快发展，富民强省”、实施“科教

兴皖”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

技成果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科

技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已成为安徽省科技进步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经济建设中最具活力的增长点。

当前，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呈现以

下态势：

——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中共

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

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强调

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民营科技企业。科

技部、国家经贸委出台了促进民营科技

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安徽省科技厅召

开了全省民营科技企业工作会议，积极

协调创造有利于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政

策环境，颁布了民营科技企业认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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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安庆、芜湖、淮南、马鞍山、阜阳、铜

陵、淮北、蚌埠、亳州等市党委或政府先

后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出台了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的政策和措施。民营科技企业在申报各

类计划项目、人员出境、职称评定、投融

资等方面不能享受国营同等待遇的问题

得到初步解决。

与此同时，民营科技企业的区域局

部环境也不断优化。1998年和1999年，

原国家科委和科技部先后批准在安庆和

合肥建立国家民营科技企业示范(园)

区，省科委(厅)也于1999年和2000年

批准建立天长省级民营科技企业示范区

和蚌埠民营科技工业园。2000年．安庆

示范区进区企业达到28家。实现技工贸

总收入4．5亿元。建筑面积6070平方米

的创业服务中心大楼投入使用．进驻企

业12家．预计技工贸收入可超过1500

万元。合肥民营科技企业园区2000年元

月奠基开工，规划面积2平方公里，首期

工程“九通一平”已经完成，已有15家企

业入园，正式签定了土地转让合同，首期

规划0．5平方公里土地已全部出让结

束。有6家企业已进入施工建设阶段。入

当地经济发展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2000

年，全省有民营科技企业3917家，从业

人员达93208人。2000年技工贸总收入

达112亿元，上交税收5．6亿元。对其中

625家年技工贸总收入100万元以上企

业发展情况测算表明，年增长率为

7．2％。

——规模实力进一步壮大 2000

年，全省资产总额超千万以上的企业有

179家，亿元以上的企业达20家。全省

技工(农)贸总收入超千万元以上的民营

科技企业达180家，超亿元企业20家。

三联集团、科苑集团等一批企业重视技

术创新，还在内部管理、营销策略、资本

运作等方面表现出独到之处，并有望成

为大中型企业集团。截至2000年，安徽

省得到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

金28个项目、总计1882万元的资助，其

中大多数项目是由民营科技企业申报

的。

——研发投入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2000年全省民营科技企业累计投入开

发经费10．4亿元，占全年技工(农)贸总

收入的9．3％，高于国有企业研究开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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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投入的平均水平。民营科技企业在安

徽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很多领域占据着重

要的地位，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

新生力量。在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74l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高

新技术企业占80％以上，实现技工贸总

收入91．76亿元。

近年来，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的数

量、规模、效益的增长都很快，但是，与全

国先进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综合经

济指标居中等偏下，省内地区间发展也

不平衡。当前安徽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社会认识水平有待提高。民营科

技企业是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经营机制的新型经济实体，包括国有、集

体、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个体等多

种经济成分，主要从事科技成果以及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等活动。有些地方和部门包括少数领导

对“民营科技企

业”的概念不清，

认识模糊：社会上

对民营科技企业

也存在一些偏见；

民营科技企业不

能平等地参与市

场竞争，其合法权

益得不到保护；面

向民营科技企业

的服务体系不健

全；许多民营科技

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企业反映的融资难、征地难、上项目难、

出国难、引进人才难等问题在一些地区

和部门仍然存在；对民营科技企业的管

理政出多门，甚至相互矛盾。

2．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有待健全。民

营科技企业多是靠自筹资金创办和发展

起来的，主要从事科技成果的转化活动

以及科技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和销

售，开发风险大，国家投入极少。在产业

化生产阶段，需要一定的固定资产和流

动资金投入，由于可供担保的实物资本

量较少，商业银行为了确保资金安全，都

不愿意向民营科技企业提供借贷。省内

虽有一些地方设立了信贷信用担保机

构，但是实力不强，能力有限，手续繁

琐。民营科技企业呼唤建立规范的多元

化投融资市场，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也

需要一大批风险投资企业、咨询中介机

构和专门人才。

3．民营科技企业自身素质有待加

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初期有单一投资

主体的，也有混合投资主体的，产权结构

复杂，在研发过程中，又产生了技术和智

力成果等技术要素的分配问题，这就使

得一些企业特别是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

业产权不清，技术要素无法参与分配，创

业者或研发者的资本不能量化到个人，

挫伤了这些人员的积极性，造成人才流

失，技术外泄，制约和阻碍了民营科技企

业的持续发展。一些企业缺乏现代企业

意识，组织制度不健全，内部管理不善，

小富即安，规模上不去。有些企业不重视

技术创新，满足于现有产品和规模，企业

的管理水平下降，效益停滞不前。少数企

业生产经营不规范，影响了民营科技企

业的声誉。

“十五”期间，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通过新建、吸引、转制、重组等方式，支持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营科技企业，扩大民

营科技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进一步提高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高科技含量，积

极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

化，为安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作

出更大贡献。政府要不断地研究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制定相应的政策，

强化服务手段和措施，为促进民营科技

企业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营造环境。

企业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明晰

产权关系，优化产权结构，探索和运用一

些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增

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增加研发投入，努

力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十五”期末，全省民营科技企

业可望发展到7000家，年技工(农)贸总

收入突破400亿元，从业人员达20万

人。其中年技工贸总收入百万元以上的

企业达1000家以上；引导企业通过资产

重组、资本运营，调整结构．规范管理，扩

大规模；培育若干家资产过亿元、在全省

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大型民营高新技术企

业或企业集团。

——“十五”期末，建成安庆、合肥

两个国家级和天长、蚌埠两个省级民营

科技企业园区，完善园区的创业服务中

心、生产力促进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等基

础条件，孵化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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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优惠措施，优化发展环境，在

条件成熟的地区，再组建若干个民营科

技企业示范园区。

——到2015年，全省民营科技企业

可望发展到9000家，年技工(农)贸总收

入突破800亿元，从业人员达40万人，

其中年技工贸总收入百万元以上的企业

达2000家以上。重点培育若干家资产过

10亿元、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大型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

——到2015年，初步形成适合民营

科技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培育出一批

企业制度完善、管理水平先进和创新能

力较强的民营科技企业，民营科技企业

的总体数量有较大增加、产值及占全省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较大提高，主要

指标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通过“树点、抓片、建网、带面”等多

种工作方式，全面推进我省民营科技工

作。

——树点 在全省选择50家不同

类型的民营科技企业进行培育试点(省

科技厅直接抓3—5家)，组织实施“民营

科技企业示范工程”，采取试点企业、咨

询机构或专家联合运作的模式，重点就

制约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管理、产权、融

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战略、信息等环

节，开展诊断与咨询，提出对策和建议，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实现持续发展，为全

省民营科技企业树立典型。

——抓片在重点指导、扶持、宣传

和规范现有的民营科技企业园区发展的

基础上，加强对民营科技企业园区工作

的指导和协调，简化审批手续，鼓励有条

件的市、县、企业投资建园．争取再建立

若干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

民营科技企业园区(“十五”期间全省共

建10家)；充分总结试点经验，制定“安

徽省民营科技园管理办法”，在现有民营

科技企业园区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和完

善不同类型和运行机制的民营科技企业

创业服务中心等孵化机构，营造局部优

化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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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网 积极筹建安徽省民营科

技促进会．组织骨干民营科技企业，咨询

中介机构和管理专家参加，市、县建立相

应机构，形成工作网络。充分发挥桥梁和

纽带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了解

情况，联系企业，联络感情，交流信息，疏

通渠道，提供服务。在安徽科技信息网开

辟民营科技专栏，链接中国民营科技网，

为民营科技企业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

——带面通过“树点、抓片、建网”

带动全省民营科技企业实现持续发展，

制定促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的政府规章

或地方性法规，编辑《民营科技企业政策

指南》，做好民营科技企业统计，营造有

利于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

和社会环境。组织新闻媒体，开展对民营

科技企业的系列宣传活动，扩大影响，争

取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1．已建立的各类科技发展专项资

金向民营科技企业开放，并逐年增加资

金总量。对民营科技企业在实施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时，视其商品化、产业化不同

阶段，采取贷款贴息、贷款担保和股权投

资等方式给予资助。

2．各级政府面向企业的科技经费，

应一视同仁用于民营科技企业研究开发

项目，并以项目为纽带，促进产学研的紧

密结合，提高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

3．鼓励和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在最

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技术成果的同时，高

度重视技术创新。，对民营科技企业从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引进高新技术成果，并

成功实现转化的，由企业提出申请，经所

在地科技行政部门认定，所在地政府应

给予一定的成果转化补助经费。

4．进一步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营

科技企业，降低科技人员创办企业的“门

坎”。在创办企业所需要的注册资金、专

门营业场所、专职人员等环节减少或逐

步取消限制，提高企业的诞生率，允许国

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在不

侵害本单位的技术经济权益的情况下，

在职或离岗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对离岗

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允许在2

年内回原单位工作，并保障其享有与连

续工作的人员同等的福利和待遇。鼓励

外省市科技人员和海外留学人员带高新

技术成果来我省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经

认定，可优先享受政府有关扶持资金的

支持，产品可优先列入政府采购目录。

5．鼓励国有科研机构整建制地转

化为民营科技企业，或与企业相互参股

投资改造成股份制民营科技企业。鼓励

中小型国有科研机构通过股份合作制、

职工集体承包和租赁经营等方式转化为

民营科技企业。对科研机构转制成为民

营科技企业的，在5年内继续享受科研

机构税收政策优惠待遇。

6．健全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的政策

法规体系，制定《安徽省发展民营科技企

业条例》，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健康发展提

供法律保障。

《民营科技企监政策指南》出版

民营科技众搬筵采鼹鼹藿辘麓经营露

巽裔较高科技含量的企艘。她建我慝经瓣体

桶双革稀穰捷体制苏革审涌现出来隧黼生

攀物，是科技入爨在市场经济体溯下，实现

科学技术岛现实生严力转亿辫镶六创举。

为了鼓动和扶持爵黪科接企娃的发餍，

窝家稻省敷疯铡定了许多蔽策、瓤霞、法

规。雀科技学政簸法规处将爸类散见予报秘

鼹奄关致敕件壤熊、罄理、；[编成《民营科
技建煦陂豢捂南》一嚣，以辩为鼹徽&营科

技众娃的发展髓～臀之力。

本书分为六章：～、法律法勰籀；=、重

要文献篇；三、规章政策篇；麟、纂金计划篇；

五、学术研讨藕；六附录。本静睬全文手U发对

民骛科技企业发糕鹰熏要糖蒋意义的法律、

送规文献，政策、基金、计期等文体外，还收

集了有美羽学拳探讨文鼙稻煎要匏信患般

秀隐蛞，对指舄窿营科技企业薅好、甩足各

竣馥藏，指导经慧赛黢舔太有益处。

如需戴书，谴写省科技厅政策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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