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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加强资金绩效管理，规范苏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资金的运行，提高政策实施效果，上海闻政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受苏州市财政局委托，对 2021 年苏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资金进行绩效评价。

一、项目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 2021 年苏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资金及对应的政策。政策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加快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主要内容包含进入苏州市高企培育库的奖励和认

定高企奖励两类，具体奖励标准为：2017年政策中入库奖励

最高为 20万，高企认定奖励最高为 30万（含入库奖励）；

2019年政策中入库奖励最高为 10万，高企认定奖励最高为

20 万；2021 年政策中入库奖励最高为 5 万，高企认定奖励

最高为首次认定 15万及在苏重新认定 5万。2021 年，苏州

市级层面共支出预算资金 50,361.23 万元，用于 6 个市辖区

2021年入库和 2020年高企认定的企业奖励资金发放。

二、评价结论

运用由评价组研发并经专家确认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

数据采集、问卷调查及访谈等方式，对 2021 年苏州市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资金进行客观评价，最终得分85.90分，属于“良

好”。



三、主要成效

（一）企业留存率、认定出库率双高

截至评价时点，共有 16,241家企业进入过苏州市高企培

育库，其中，16,174家企业正常留存（工商登记状态包括存

续、在业、正常），占比 99.59%。以上结果表明，入库企业

留存率较高，评选入库的企业稳定性较强。

正常留存的企业中，6,945家企业（占比 42.94%）目前

仍在库，其余 9,229家企业（占比 57.06%）已出库，其中到

期出库企业数 1,260家（占比 13.65%），认定高企出库企业

数 7,964家（占比 86.29%）。以上结果表明，大部分企业经

过培育后能够成长为高企并出库。

（二）苏州有效高企数全国排名靠前

截至 2021 年底，苏州市有效高企数达到 11165 家，位

居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北京、深圳、上海和广州，与广州的

差距 2021年更是缩小至 270家。

（三）高企成长为更高阶段企业的比例较高

截至 2021年底，苏州市已认定的高企中有 1,301家成长

为瞪羚企业，444 家成长为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52 家

成长为 A股上市公司（其中 41家为科创板上市企业），有

148家成长为独角兽培育企业。

（四）高企对产业发展的贡献明显

2021年，苏州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与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

值为 52.5%，同口径计算比 2020年同期提高 1.6个百分点，

对产业持续转型升级贡献较大。从重点产业来看，苏州市四



大产业领域（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先进材料）

的高企工业总产值占比从 2017年的 23.39%增长至 2021年的

44.28%，体现出高企对发展壮大四大产业的贡献度逐年提高。

四、存在问题

（一）高企培育政策不够完善，企业培育方法单一

1.苏州市高企培育政策缺乏统一的培育工作标准和要求

苏州市高企培育政策未对入库后可以享受到的具体服

务进行明确，缺少苏州市级层面的指导和考核要求，主要依

靠各县级市（区）科技部门自行开展培育工作。

2.培育服务不到位，有待建立分类扶持机制

首先，调研发现，除了处于国家级高新区和孵化器内的

企业，以及一些明星企业会享受到各级科技部门数据跟踪填

报、针对性辅导等服务外，一般库内企业均表示未享受过针

对性服务，培育服务不到位。其次，各级科技部门未建立企

业分类培育机制，对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均采用“政策

解读+申报辅导”的固定模式进行服务，特定企业的需求难以

被各级科技部门注意到并及时响应。此外，政策仅采用一次

性奖补的形式吸引企业入库，培育方法单一。

（二）高企培育“重量轻质”，工作思路亟需调整

苏州市科技局印发《2021年全市科技创新工作主要目标

任务分解》（苏科资〔2021〕3号），明确当年度有效高企

数的工作目标和攀高目标，并予以考核。在指标的压力下，

各县级市（区）科技部门通过科技招商、提高奖补标准等方

式招引域外企业，通过摸排走访大力引导和鼓励域内企业申



报高企。

在“能报尽报”的工作思路指导下，一部分资质不佳的企

业被推荐上报，“重量轻质”产生的负面作用日益显著：一是

省级科技部门对高企认定标准的执行日趋严格，上报企业淘

汰率大幅上升，高企认定通过率逐年下降。二是获得高企认

定的企业整体质量并不彰显。数据表明，2019-2021 年苏州

高企发明专利占有效专利比重逐年下降。三是高企净增数量

规模预期增长乏力。2021年苏州市高企申报量高速增长，远

超省内其他城市，优质企业资源存量急剧消耗，会导致高企

申报量和净增数量持续增长乏力。

（三）高企持续跟踪服务不到位，高企认定吸引力需加

强

一方面，各级科技部门对企业认定为高企后的持续跟踪

服务不到位，不能及时掌握高企群体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方向，

也未跟进有放弃高企称号意愿的企业。据了解，2020年应参

加复评的高企中，有 16%的高企因高企认定吸引力不足或自

身成长性难以满足复评要求而到期放弃复评。

另一方面，企业获得高企认定后，可享受 15%的所得税

优惠税率。但实地调研发现，部分高企实际未使用该优惠政

策，原因包括：一是部分企业规模较小，企业所得税较少（甚

至无需缴纳），无法享受税收优惠；二是国家 2019 年起大

力推行减税降费政策，实行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高企

从减少纳税额的角度出发，选择按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的较低税率缴税，高企优惠税率的吸引力不足。



五、有关建议

（一）修订苏州市高企培育政策，健全企业分类扶持机

制

首先，评价组建议苏州市科技局对《苏州市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实施细则》（苏科规〔2021〕2 号）进行修订，明确

库内企业全部出库（包括到期出库和高企认定出库）后取消

苏州市级高企培育库；根据江苏省级最新政策内容，适时调

整苏州市级关于高企认定奖励有关政策。在政策中明确对地

方高企培育工作的指导和考核要求，各县级市（区）科技部

门具体细化高企培育方案后报苏州市科技局备案。

其次，各县级市（区）科技部门建立健全分类扶持体系，

在各地现有的培育库和沟通体系的基础上，与税务、人社等

部门进行联动，定期收集企业的人员、营收、专利等关键指

标，及时掌握企业的发展状况。科技部门应当以企业需求为

导向，及时、高效地提供精准服务，帮助企业健康成长。

（二）转变高企培育思路，多措并举壮大企业创新集群

首先，建议苏州市各级科技部门贯彻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理清“量质并举”的工作思路，不盲目追求有效高企数的快速

增长，顺应高企培育成长规律，持续构建创新型企业梯队。

其次，加强与其他政策，如科技项目立项的联动，从而

激发企业高企申报热情。充分利用“苏创投”等国有投资平台

现有资源，在投资决策时，将高企称号作为加分项或优先支

持项，资源向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倾斜，助力企业快速

发展。另外，各级科技部门还应联合招商、人才等部门开展



科技招商工作，积极引进苏州市外高质量高企，确保招引项

目与当地产业禀赋、结构、规划等紧密结合。

（三）加强企业跟踪服务，合理利用中介力量

建议各县级市（区）科技部门参照其他地区成熟做法，

在前期摸排走访、中期申报辅导、后期持续跟踪等阶段引入

优质中介机构，为培育库内企业和已认定高企提供精准服务。



附表

2021年苏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资金绩效评价综合

评分表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标准值 业绩值 得分

A 政策

制定

A1 政策

设立

A101 依据充分性 2 充分 充分 2.00

A102 需求充分性 3 充分 充分 3.00

A2 程序

规范

A201 政策前期调研

充分性
3 充分 充分 3.00

A202 政策制定程序

规范性
2 规范 规范 2.00

A3 政策

内容

A301 政策目标明确

性
4 明确

明确但

不太可

行

3.33

A302 政策内容合理

性
3 合理

比较合

理
2.40

A303 资源分配合理

性
2 合理 合理 2.00

A4 政策

配套

A401 苏州市科技局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健全

不太健

全
1.28

A402 县级市（区）高

企培育配套措施健全

性

2 健全
比较健

全
1.76

B 政策

执行

B1 政策

落实

B101 政策落实规划

完备性
3 完备 完备 3.00

B102 政策任务分解

到位性
2 到位 到位 2.00

B2 实施

执行

B201 县级市应承担

资金到位率
3 100% 100% 3.00

B202 市级预算资金

执行率
3 100% 100% 3.00

B203 资金使用规范

性
4 规范 规范 4.00

B204 苏州市科技局

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4 有效

比较有

效
3.20

B205 县级市（区）高

企培育配套措施执行

有效性

4 有效
不太有

效
3.50

C 政策 C1 产出 C101 苏州高企申报 2 ＞全省 ＞全省 2.00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标准值 业绩值 得分

效果 数量 数增长情况 平均增

长率

平均增

长率

C102 苏州有效高企

数增长情况
2

＞全省

平均增

长率

＞全省

平均增

长率

2.00

C2 产出

质量

C201 受益对象政策

符合度
1 100% 100% 1.00

C202 奖励标准执行

度
1 100% 100% 1.00

C3 产出

时效

C301 政策执行完成

及时性
1 及时 及时 1.00

C4 项目

效益

高企整体规模及运营能力提升

C401 省级以上高新

区内高企数量占比
2

同比增

长

同比增

长
2.00

C402 苏州高企培育

库入库企业留存率
2 100% 99.61% 1.96

C403 苏州有效高企

摘牌率
1

逐年下

降

逐年下

降
1.00

C404 出库高企复评

通过率
2 >60% 62.35% 2.00

高企对苏州科技发展水平促进作用

C405 苏州高企研发

经费投入增长情况
2

逐年增

长

逐年增

长
2.00

C406 苏州专精特新

企业中高企占比提升

情况

3
逐年上

升

2020 年

同比下

降

2.00

C407 苏州高企承担

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项目资金增

长情况

4
逐年增

长

2019 年

同比下

降

2.67

C408 苏州高企发明

专利占有效专利比重

提升情况

4
逐年上

升

逐年下

降
0.00

高企对苏州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作用

C409 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

比重增长情况

4
逐年上

升

逐年上

升
4.00

C410 高新技术产品

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

收入比重增长情况

3
逐年上

升

2021 年

同比下

降

2.00

C411 高企整体利润

率
4

＞近三

年平均

＜近三

年平均
1.80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标准值 业绩值 得分

值，＞

四大产

业整体

利润率

同比增

长率

值；部分

年度高

企利润

率同比

增长率

小于四

大产业

整体利

润率同

比增长

率

C412 高企发展对四

大产业的贡献度
4

逐年提

升

非逐年

提升
3.00

C5 可持

续影响

C501 高企培育配套

机制完备性
3 完备 完备 3.00

C502 高企培育政策

知晓度
2 >=90% 96.75% 2.00

C503 高企申报管理

服务系统建设情况
2

建成并

投入使

用

建成并

投入使

用

2.00

C6 满意

度

C601 受益企业满意

度
5 >=85% 97.06% 5.00

合计 100 - -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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