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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 2022 年玉林市 

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创业专项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局、玉东新区科技和工业局，

市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年广

西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22〕40 号)、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玉林市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的通知》（玉政办函〔2022〕65 号）的工作部署，为做好 2022

年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创业专项工作，市科技局牵头制定了《2022

年玉林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创业专项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科学技术局 

2022 年 8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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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玉林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创业 
专项实施方案 

 

根据玉林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为提升我市优化营商创

新创业工作水平，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特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实施“科技强玉”三年行动方案，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力

度，持续增加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

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围绕重点产业链持续培育认定一批

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构建顺畅高效的技术成果转化体系，提高

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比例；推动创新要素高效配置优化科技金融服

务，扩大无形资产质押担保业务规模；优化科技企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动态管理；加大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力

度；加快建立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后备库；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

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比例，鼓励企业建立自治区级研发和创新

服务平台，引导全社会提高研发经费投入比重。 

   二、主要措施 

    (一)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力度。 

   持续增加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

完成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 101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

242 家。下达各县（市、区）、玉东新区、各开发园区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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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牵头单位:市科技局;配合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玉东新区管委、各开发园区管委；完成时限: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积极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围绕重点产业链持续培育认定一批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深

入实施“千企技改”工程，推动新产品、新技术产业化。(牵头

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配合单位:市科技局，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完成时限:2022 年 11 月 30 日) 

   （三）构建顺畅高效的技术成果转化体系。 

   围绕玉林市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

研究基地培育建设；配合科技厅建立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以及

推进自治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推荐申报自治

区级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研究基地 3家；组织开展技术合同登记、

科技成果登记工作。(责任单位:市科技局。配合单位：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完成时限:2022 年 11 月 30 日) 

   （四）提高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比例。 

   配合自治区科技厅推行“揭榜挂帅”等新型项目组织方式，

推荐技术攻关类和成果转化类科技项目 3 项以上。(牵头单位:

市科技局;配合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完成时限:2022 年

11 月 30 日) 

   (五)推动创新要素高效配置。 

   积极向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等单位宣传《广西壮族自治

区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桂科成字〔20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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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配合自治区科技厅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试点工作。

配合自治区科技厅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试点工作。(责任

单位:市科技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

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教育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完成时限：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六）优化科技金融服务。 

   扩大无形资产质押担保业务规模，“桂惠贷—科创贷”贷款

金额比 2021 年增长 10%。(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配合单位：市

财政局、科技局，人民银行玉林市中心支行、玉林银保监分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完成时限：2022 年 11 月 30 日） 

  （七）优化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动态管理。 

   组织申报自治区级及以上创新平台10家以上。(牵头单位:

市科技局。配合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

委；完成时限：2022年11月30日）。 

   （八）加大对国家级专清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力度。 

组织推动企业申报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大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力度，为申报第四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提供政策指导等服务。(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配合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应急局、生态环境局、税务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完成时限：2022 年 11 月 30 日）。 

   （九）整合科技资源，加强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 

学习贯彻《广西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绩效考核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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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科技局。配合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完

成时限：2022 年 11 月 30 日）。 

   （十）建立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后备库。 

贯彻落实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政策，加大培育力度，加快

建立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后备库。持续梳理更新全市既有的自治区

企业技术中心清单；建立玉林市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培育清

单。(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配合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完成时限：2022 年 11 月 30 日）。 

（十一）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质效。 

依托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组织参加技术经纪人培训。(牵

头单位:市科技局。配合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完成

时限：2022 年 11 月 30 日）。 

   （十二）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 

引导全社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研究与开发（R＆D）经

费投入强度力争达到 0.6%。(牵头单位:市科技局。配合单位：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国资委、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各开发园区管委；完成时限：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分项指标牵头单位要切实发挥牵头

抓总作用，将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创业指标纳入工作重点，精心组

织部署，积极协调各方，确保指标任务按时完成。各县（市、区）、

各开发园区管委及各有关部门要把加强科技创新工作作为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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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二）强化工作落实。各有关单位要落实专人负责，进一步

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分工。进一步加强与自治区相关部门沟

通对接，主动汇报工作中需要自治区协调解决的问题，争取支持。

持续对标对表先进营商环境水平，对惠企政策落实等企业反映强

烈的问题，做到多走访调研，多宣传落实，不断提高企业对我市

创新创业指标的满意度。 

   （三）及时报送材料。各分项指标牵头单位要积极与其他责

任单位沟通联系，并按照市政府、市营商办有关文件的要求，及

时将相关材料报送至市营商办。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莫发坤，电话:0775－2825121，传真:0775-2807606，

电子信箱:gxylskjj@163.com。 

                       

附件：2022 年玉林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创业指标任务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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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玉林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创业指标任务分工表 

对应

市任

务分

解表

序号 

指标 

名称 

自治区

目标 

自治区 

具体任务 

我市相应的 

目标任务 

细化任

务序号
细化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237)

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不低于

101 家：北流不低于 18 家，容

县不低于 14 家，陆川不低于

11 家，博白不低于 4家，兴业

不低于 8家，玉州区不低于 17

家，玉东不低于 9 家，福绵不

低于 9 家，玉柴工业园不低于

10 家，玉林健康产业园不低于

1家，龙潭产业园不低于 1家。

市科技局，各

县（市、区）

人民政府、各

开发园区管委

164 
创新 

创业 

加 大 创

新 主 体

培 育 力

度 

持续增加国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入

库数。 

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保有量不低于

101 家，保持持续

增加 

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入库数242家

(238)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数

（242 家），北流 40 家、容县

33 家、陆川 40 家、博白 21 家、

兴业 21 家、玉州 32 家、玉东

18 家、福绵 20 家、玉柴工业

园 10 家、龙潭产业园 4家、玉

市科技局，各

县（市、区）

人民政府、各

开发园区管委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市科技局 

市财政局、

税务局，各

县（市、区）

人民政府，

各开发园区

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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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康产业园 3家。 

165 
创新 

创业 

加 大 创

新 主 体

培 育 力

度 

推进产业链创

新 链 融 合 发

展，围绕重点

产业链持续培

育认定一批自

治区企业技术

中心，深入实

施“千企技改”

工程，推动新

产品、新技术

产业化。 

推进产业链创新

链融合发展，围绕

重点产业链持续

培育认定一批自

治区企业技术中

心，深入实施“千

企技改”工程，推

动新产品、新技术

产业化。 

(239)

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围绕重点产业链持续培育认定

一批自治区企业技术中心，深

入实施“千企技改”工程，推

动新产品、新技术产业化。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科技局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市 工 业 和

信息化局 

市科技局，

各县（市、

区）人民政

府 

(240)
推荐申报自治区级科技成果转

化中试研究基地 3家。 

166 
创新 

创业 

构 建 顺

畅 高 效

的 技 术

成 果 转

化体系 

围绕自治区优

势特色产业发

展需求，持续

加强自治区科

技成果转化中

试研究基地建

设；建立完善

科技成果评价

机制，持续推

围绕玉林市优势

特色产业发展需

求，加强科技成果

转化中试研究基

地培育建设；配合

科技厅建立完善

科技成果评价机

制以及推进自治

区科技成果转移

(241)
组织开展技术合同登记、科技

成果登记工作。 

市科技局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市科技局 

各县（市、

区）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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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自治区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

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 

转化综合服务平

台建设。 

167 
创新 

创业 

提 高 科

研 项 目

间 接 费

用比例 

对基础研究类

和人才类项目

推行经费包干

制，实施和完

善关键核心技

术“揭榜挂帅”

机制。 

配合自治区科技

厅推行“揭榜挂

帅”等新型项目组

织方式。 

(242)

聚焦“5+6”产业需求，配合自

治区科技厅开展“揭榜挂帅”

项目征集工作，推荐技术攻关

类和成果转化类科技项目 3 项

以上。 

市科技局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市科技局 

各县（市、

区）人民政

府 

168 
创新 

创业 

推 动 创

新 要 素

高 效 配

置 

探索在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

职务科技成果

权属制度改革

试点。 

配合自治区科技

厅开展职务科技

成果权属改革试

点工作。 

(243)

向科研院所宣传《广西壮族自

治区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试

点实施方案》（桂科成字〔2020〕

222 号），配合自治区科技厅

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试

点工作。 

市科技局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市科技局 

市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
信息化局、
财政局、人
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商
务局、市场
监管局、教
育局，各县
（市、区）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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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创新 

创业 

推 动 创

新 要 素

高 效 配

置 

优化科技金融
服务，扩大无
形资产质押担
保业务规模，
“科创贷”贷
款 金 额 比
2021 年增长
10%，科创类政
府投资基金规
模比 2021 年
增长 10%。 

优化科技金融服

务，扩大无形资产

质押担保业务规

模，“桂惠贷—科

创贷”贷款金额比

2021 年增长 10%。

(244)

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扩大无形

资产质押担保业务规模，“桂惠

贷—科创贷”贷款金额比 2021

年增长 10%。 

市金融办、财

政局、科技局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市金融办 

市财政局、
科技局，人
民银行玉林
市 中 心 支
行、玉林银
保监分局，
各县（市、
区）人民政
府 

170 
创新 
创业 

推 动 创
新 要 素
高 效 配
置 

优化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
空 间 动 态 管
理，自治区级
科技企业孵化
器、众创空间
分别新增 7 家
和 17 家，力争
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分别新
增3家和8家。 

 
组织申报自治区
级及以上创新平
台 10 家以上。 

(245)

将组织申报创新平台任务分解
下达至各县（市、区）、各开
发园区（北流 1家、容县 1家、
陆川 1 家、博白 1 家、兴业 1
家、玉州 1 家、福绵 1 家、玉
东 1 家，玉柴工业园区、龙潭
产业园区、健康产业园区各 1
家）。 
 

市科技局，各
县（市、区）
人民政府、各
开发园区管委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市科技局 

各县（市、
区）人民政
府、各开发
园区管委 

171 
创新 
创业 

加 大 创
新 主 体
培 育 力
度 

加大对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培
育力度。 

积极开展第四批
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申报培育
工作，加大对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帮扶培育
力度 

(246)

组织推动企业申报第四批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大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
力度，为申报第四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提供政策指导
等服务。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场监
管局、应急局、
生态环境局、
税务局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市 工 业 和
信息化局 

市市场监管
局、应急局、
生 态 环 境
局、税务局，
各县（市、
区）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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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创新 

创业 

加 大 创

新 主 体

培 育 力

度 

整 合 科 技 资

源，加强大型

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 

学习贯彻《广西大
型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绩效考核暂
行办法》。 

(247)

积极向企事业单位宣传《广西

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绩效考

核暂行办法》。 

市科技局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市科技局 

各县（市、

区）人民政

府 

(248)
持续梳理更新全市既有的自治

区企业技术中心清单。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173 

创新 

创业 

加 大 创

新 主 体

培 育 力

度 

建立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后备

库。 

贯彻落实国家企
业技术中心申报
政策，加大培育力
度，加快建立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后
备库。 

(249)
建立玉林市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重点培育清单。 
市发展改革委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市 发 展 改

革委 

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 

174 
创新 
创业 

提 高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质
效 

依托广西东盟
技 术 转 移 中
心，开展技术
经纪人培训工
作，支持符合
条件的科技人
员从事技术转
移工作。 

依托广西东盟技
术转移中心，组织
参加技术经纪人
培训。 

(250) 组织参加技术经纪人培训。 市科技局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市科技局 
各县（市、
区）人民政
府 

(251)
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安排的科技
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
重分别不低于 2%、1%。 

市财政局，各
县（市、区）
人民政府 

175 
创新 
创业 

加 大 研
发 经 费
投 入 力
度 

引导全社会加
大研发经费投
入力度，研究
与开发（R＆D）
经费投入强度
提高到 1。 

引导全社会加大
研发经费投入力
度，研究与开发（R
＆D）经费投入强
度力争达到 0.6%。

(252)

各县（市、区）规上工业 R&D
经费支出较上年增长 35%以
上。由于兴业县、玉东新区没
有 2020 年基础数，故设兴业
县、玉东新区基础数分别为
800 万元、1000 万元。（以 2021
年国家反馈数据为准）。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市科技局 
市财政局、

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国

资委，各县

（市、区）

人民政府，

各开发园区

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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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玉柴工业园规上工业企业中有
研发活动企业达 10 家以上、中
医药健康产业园 1 家以上、龙
潭产业园区3家以上。（以2021
年自治区反馈数据为准）。 

各开发园区管
委 

(254)
工业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
11.5 亿元。（以 2021 年国家反
馈数据为准）。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255)

国有规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
动企业 1家以上（以 2021 年自
治区反馈数据为准）。规模以上
国有工业企业年度研究开发经
费投入不低于上年度营业收入
的 3%，其他规模以上国有企业
年度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不低于
上年度营业收入的 2%。 

市国资委 

管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