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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市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秦创原（商洛）创
新促进中心工作情况汇报

一、基本情况

（一）商洛市科技资源统筹中心于 2019 年 8 月在原商洛

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基础上组建，加挂“商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管委会”牌子，副县级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现有人员 19

人。中心内设综合部、资源共享部、技术市场部、科技金融部、

园区指导部 5 个部室，主要承担商洛市科技资源统筹体系建

设、科创资源共享、研究开发、科技金融、成果转化、科技统

计等工作，开展技术转移、创新创业、人才培训、仪器设施共

享、项目策划包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多元化综合服务工作。

（二）秦创原（商洛）创新促进中心于 2021 年 4 月成立，

为正科级全额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现有干部 5 人。主要负责对

接总窗口，管理秦创原商洛飞地孵化器；开展科技经纪人培育，

建设和管理秦创原（商洛）创新驱动网络平台；对接相关高校、

科研院所，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二、主要做法

商洛市科技资源统筹中心和秦创原（商洛）创新促进中心

紧扣创新资源统筹和科创服务体系建设主责，积极组织和参与

相关科技服务活动，持续推动商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科创服

务效能提升，具体可概括为“五抓五促”：

（一）抓机制建设，促全市统筹体系优化。优化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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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融入“一总多区”创新发展格局，抢抓新一轮机构改革机

遇，调整优化县区科技管理体制体系，在各县区科技资源统筹

中心基础上组建秦创原（县区）创新促进中心，全市科技管理

体系更为协同高效。同时针对科创服务业市场信号较弱、技术

供需对接不畅、资源链接不足等现实问题，印发了《商洛市科

技资源统筹体系建设工作导则》，从功能定位、运行管理、重

点任务、综合评价、保障措施五个方面细化了 28 条措施，设

置体系建设、资源统筹、开放服务、科创效能 4 个一级指标，

以及机制建设、创新平台、科技成果、经济效益等 13 个二级

指标，形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全省地市层面首次对县区

分中心运行成效进行评估，推动全市科技资源统筹体系业务能

力提升。

（二）抓资源统筹，促创新资源链接整合。聚焦科创环境

优化，加强政策集成和制度创新，发布《商洛市秦创原创新驱

动平台建设政策包》，涵盖 5 大方面 10 个层次 36 条政策，同

时持续完善科技业务综合服务信息系统功能，巩固拓展秦创原

（商洛）创新驱动网络平台链接聚集功能，动态扩充科学仪器、

创新人才等科技资源数据 10 万条，实现与全省总平台深度互

联共享、助企政策“线上”精准推送。强化创新平台建设，推

进年销售收入 1 亿元以上无研发活动、年销售收入 5 亿元以上

无研发机构的规上工业企业“清零”，目前全市已建成“食用

菌良种繁育平台”等各类创新平台（）个。积极开展各类培训，

举办“加强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等专题培训班 8 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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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科技管理人员和科技工作者 1000 余人次。

（三）抓载体建设，促产业聚集区创建。抢抓全省秦创原

产业创新聚集区建设机遇，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攻方向，依

托商洛高新区、商洛经开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分别策划建

设新能源电池和硅钼两个产业创新聚集区，加速产业、项目、

平台、人才、资金等资源向聚集区高效集聚，新能源电池聚集

区已经省科技厅批复。目前全市主导产业和秦创原聚集区资源

需求一方面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研发投入低，全市主导产业缺

乏共性技术平台和高能级科创平台。另一方面高端人才团队引

进困难，创新资源下沉程度不够，数字化赋能和新场景应用等

方面资源匮乏。

（四）抓协同服务，促创新发展格局优化。积极融入秦创

原“一总多区”发展格局，主动承接西安“双中心”辐射带动，

务实推进科技企业融通创新示范区建设，打造以高新区为主体

的科技企业融通创新核心引领区，成功创建丹凤省级高新区，

柞水县域工业集中区创建省级高新区上报待审。加速高能级科

创平台建设，推动盘龙药业与陕中医共建全市首家省级中医药

制剂及新药研发中试基地，打造商洛企业融通创新和山阳电子

信息两家全省首批省级秦创原高能级科创孵化器，分获省科技

厅批复建设。加强创新资源导入，完成秦创原飞地孵化器空间

腾退、功能优化等整改工作，并与第三方运营机构探索联合运

营，目前已入驻西安交通大学超储超充研究院等创新平台 2

个，科创项目 8 个，企业 1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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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抓创新联动，促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统筹研判创新发展科技需求及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供给，

编制《创新链产业链深度对接耦合图谱》，推动科技需求与创

新资源精准匹配。持续深化“科技双进”行动，围绕新材料、

绿色食品和健康医药等5条重点产业链先后深入各类企业600

余家，了解科技需求开展科创服务，先后促成西交大、西农等

20 所高校与市域 97 家企业达成产学研合作。围绕市域主导产

业发展，策划举办商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

政策宣讲暨项目路演等科技成果对接活动 18 场次，推介成果、

产品等项目 218 个。探索建立“科技副总”柔性引才机制，首

批选派 15 名博士，派驻企业担任科技副总，推动产学研深度

融合。引进西安远诺（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在商设立分支

机构，开展资源对接、成果转化等科创服务。

三、存在问题

一是创新资源总量偏低。全市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

数量较少，科创资源匮乏，尤其缺乏省级以上创新联合体、研

发平台、高能级科创孵化器，科技供给和成果转化不足。二是

市场创新活力不足。受经济欠发达、市场信号弱客观所限，全

链条全要素市场化科创服务体系还不健全，科技供给与创新需

求精准对接还需进一步强化。三是科创服务能力仍需提升。受

地域限制，干部队伍和创新人才数量与质量均偏弱，科创服务

效能仍需进一步提升。四是基层统筹体系力量亟需加强。基层

分中心力量薄弱，特别是县区层面人员力量不足，运行资金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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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存在基础工作推进困难，“上重下轻”的现象。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们将以市场化科创服务体系建设为牵引，持续加

快全市科技资源统筹中心体系建设。

一是构建协同创新发展格局。加强与省资源中心及总窗口

资源链接，按照“延链聚合、集群发展”的思路，以产业园区

为承载、科技企业为引领，加快科技企业融通创新示范区建设，

带动建好秦创原产业创新聚集区，在局部培育贯通“科研-中

试验证-孵化-产业应用”链条的产业创新“小生态”，推动构

建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多区多园联动的差异化融

通创新发展格局，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二是赋能重点产业提质增效。聚焦我市五大条重点产业链

群，用好《创新链产业链深度对接耦合图谱》，以企业技术需

求为导向，建立产学研用常态对接合作机制，按图索骥、精准

匹配，促进“四链”深度融合发展。坚持依托资源、依靠科技，

围绕重点产业链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科技项目策划、储

备、申报、实施等方面持续用力，稳步提高各产业链关键环节

及细分领域创新能力。

三是着力提升科创服务能力。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

同推进作用，推进科技资源统筹体系建设，打造高能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支持知名科创服务机构联合科技干部，开展项目策

划、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科创服务等工作，锻造复合型、专

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加速资源链接导入和优化配置，建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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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导向的市场化科创服务体系，打造和开放一批技术应

用场景，加快异地科技成果中试熟化，畅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的路径，推动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催化全链条

迭代攀升。

四是推进“三项改革”提质扩面。全面落实秦创原建设新

一轮三年行动计划 5 项重点任务，因地制宜深化“三项改革”，

以破题科技成果转化为牵引，加强同省内试点单位合作，广泛

对接市内外优质科创项目，推进“三项改革”系列路演规范化、

常态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金融精

准对接，采取“以演代评”等方式支持优秀项目落地转化。鼓

励企业联合高校院所组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推动科技成果从“样品-产品-商品”加速转化和产

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