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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作简介

认定部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
总局负责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工作。
工作部门：省经信委（科技处）、各省辖市经信委（科技处）

依据文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
2016年第34号令)。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支持政策：

1、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2、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专项。

3、地方配套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奖励。

4、企业创新能力行业领先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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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基本条件

1、企业年度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不低于1500 万元。
2、企业技术开发仪器原值不低于2000万元。
3、企业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低于150人。

当年科技活动经费 累计技术开发设备原值 研发人员数

≥1500万元 ≥2000万元 ≥ 1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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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作简介

全国细分领域的行业领先企业



定义：技术中心是指在全省工业重点产业特别是新兴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中建立的具有技术创新方面示范和导
向作用以及行业促进和带动作用的企业、行业内的技术
经济组织。

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 高新技术产业含义

新能源 新材料
生物技术
和新医药

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软件

节能环保

智能电网 海工装备新能源汽车
物联网和
云计算

高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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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作简介



认定部门：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南京海关联合认定。

依据文件：《江苏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苏经信
科技〔2010〕1081号)

类别：工业、物流业、建筑业、软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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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作简介



省级中心申报基本条件（资格2、关键指标3、否决项4）

资格条件：
1、已被认定为省辖市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1年以上。

佐证材料：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证书、奖牌、认定文件等。

2、企业年销售收入不低于2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不低于1亿元。
佐证材料：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利润表（损益表）。

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年销售<2亿元企业须提供）

市级中心资格 企业销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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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关键指标：
1、企业年度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不低于800万元。

2、企业技术开发仪器原值不低于800万元。

3、企业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低于50人。

当年科技活动经费 累计技术开发设备原值 研发人员数

≥800万元 ≥ 800万元 ≥ 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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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中心申报基本条件（资格2、关键指标3、否决项4）



“红线”否决项：
◆企业两年内未发生下列情况：

1、因偷税、骗取出口退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刑事处理。
2、涉嫌涉税违法已被税务部门立案审查。
3、走私行为。
4、发生重大产品质量事故。

涉税违法 走私违法 质量事故

注：当地经信部门在申报前与当地税务、海关等部门核实
企业有无涉税、走私等违法行为。9

省级中心申报基本条件（资格2、关键指标3、否决项4）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支持政策

★评价优秀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可优先晋级申报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

★经省认定为企业技术中心的企业，其项目经评审为良好
的，优先列入省工业结构与产业升级扶持项目；其项目优先列
入省各类科技计划。

★建筑企业申请特级资质要求必须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船舶、海工装备、光伏、内燃机等行业企业申报工信部
《行业规范条件》（白名单）的前置条件

★地方配套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奖励及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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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苏省重大装备（首台套）保险试点

注：江苏是开展省级层面重大装备保险试点的省份中，唯一采用保
费前置补贴方式的省份。

重大装备保险试点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化运作”原则，其核心是利用财
政资金杠杆作用，激发保险功能，降
低用户风险，加快国产重大装备推广
应用。

重大装备保险试点打破了传统的“谁
投保谁受益”的保险补偿模式，采取
生产方投保，购买方受益的做法。在
产品出险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直接将
赔款补偿给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购买方，免除使用方的后顾之忧。



做人民满意的保险公司

凡生产《名单》所列装备产品的制造企业均
可自主、自愿投保。

《名单》中的企业和产品动态调整。*
承保机构动态调整。*

➢ 哪些产品可以申请江苏财政补贴？

仅对入选《江苏省重大装备（首台套）保

险试点企业及产品名单》的企业产品，江

苏财政给予80%保费补贴。



做人民满意的保险公司

列入《名单》的
企业为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的用
户自主投保。
企业实际支付
20%的保费金额
，80%的保费由
政府补贴。

县（县级市）企
业填写《保费补
贴申请表》并交
由承保机构留存

其他企业填写《
保费补贴申请表
》并交由承保机
构留存

承保机构对申请材
料进行汇总后，向
省经信委和省财政
厅提交材料并抄送
保监局。

省经信委会同省财政厅、
江苏保监局对人保公司保
费补贴资金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确认后，省财政厅
按照规定将保费补贴资金
拨付到承保机构

承保机构填写《保
费补贴资金拨付申
请表》，并附有关
材料交由所在县（
县级市）的经信部
门和财政局审核。

承保机构填写《保
费补贴资金拨付申
请表》交由所在设
区市的经信局和财
政局审核。

江苏省重大装备保险—江苏财政补贴操作流程

前置补贴！！！



江苏企业技术创新有关政策

国家首台套保险试点

主要依据文件：

1、《财政部 工信部 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

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15〕19号）

2、《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16年版）》

（工信部装〔2017〕2号）

2015年3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中国保监会三部委联合组织的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

召开，我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

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会上发布了两份指导文件。



做人民满意的保险公司

对于属于制造工信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16
年版）》（工信部装〔2017〕2号）14个领域产品范围内且投保了“首台
（套）综合险”的企业，经工信部审核后，中央财政给予80%的保费补贴。

➢ 哪些产品可以申请中央财政补贴？

国家首台套保险试点工作



做人民满意的保险公司

符合名录的企业投保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综合保险*，企业须
先全额缴纳保费。

地方企业在指定时
间内（3月15日前）
向所在地省级工信
主管部门提交申请
材料

中央企业通过集团
公司向工信部提交
申请材料

省级工信主管部门、
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对
申请材料核实后，向
工信部报送核实意见
和文件。

工信部会同财政部、
保监会委托相关行
业协会和专家对申
请的制造企业进行
评定。

工信部向财政部提出
推荐建议，财政部按
照预算管理规定向各
省财政厅安排并下达
保费补贴资金。

各省财政厅根据评定合格
后的企业名单向符合条件
的投保企业划转80%补贴保
费。

国家首台套保险试点—中央财政补贴操作流程

中央财政补贴流程

后置补贴！！！



➢ 国家保险试点与江苏省保险试点工作的比较

省首台套保险试点 国家首台套保险试点

保险险种 首台套综合险（专门险种）* 首台套综合险（专门险种）*

试点产品
省经信委《名单》明确

具体企业和产品
工信部《指导目录》界定
产品领域、技术参数

补贴年限 最多3年 据实核算，最多不超过3年

申请材料 相对简单 相对复杂（检测报告、查新报告）

补贴方式 前置补贴 后补贴

补贴比例 80% 80%

注意事项 对于同一产品同一交易，国家补贴、省财政补贴两者不可兼得！



•省质量攻关和共性技术攻关招标项目

•专题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江苏优势支柱产业为
重点

•组织方式：瞄准国际先进水平，针对产业共性质量
问题和瓶颈环节，通过招标的方式，系统组织、协
同攻关、滚动实施、各个击破，集中优势资源，每
年集中支持若干专题，破解我省产业发展的若干关
键技术质量问题，使该领域主要产品技术性能和质
量水平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支持方式：按攻关费用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

•已实施专题：数控板材加工设备、工业机器人、
10m/s 超高速客梯、轨道交通装备、城市污泥自持
焚烧、高性能动力用锂离子电池

•年度攻关专题具体信息及要求请关注省经信委网站
发布的《招标公告》

省重点质量攻
关招标项目

省重点领域
共性技术攻
关招标项目

突破关键

技术瓶颈

•专题领域：《中国制造2025江苏行动纲要》的15大重
点领域和《江苏省重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
领域。

•组织方式：以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建
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为基础，以破解制约行业发
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为核心。

•支持方式：按攻关费用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

•已实施专题：工业大数据元数据规范标准与验证、重
载齿轮热处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高温合金制备。

•年度攻关专题具体信息及要求请关注省经信委网站发
布的《招标公告》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项目

•省经信委负责跟踪的5个新兴产业：
节能环保、软件和新一代信息技术、
物联网和云计算、高端装备制造、海
洋工程装备。

•组织方式：通过所在新兴产业的跟踪
小组向省发改委提交申报材料。

各新兴产业

跟踪小组申报

各地发改委
申报

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专项



《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



允许加计扣除的范围变大：

• 除原有允许加计扣除的费用
外，将外聘研发人员劳务费、
试制产品检验费、专家咨询
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以
及与研发直接相关的差旅费、
会议费等纳入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范围。

• 放宽原有政策中要求仪器、
设备、无形资产等专门用于
研发活动的限制。

• 明确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
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
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
用可以税前加计扣除。



放宽研发活动适用范围：

• 由必须符合《国家重点支持
的高新技术领域》和《当期
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
点领域指南》两个目录范围，
改为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即
除规定不适用加计扣除的活
动和行业外，其余企业发生
的研发活动均可以作为加计
扣除的研发活动纳入到优惠
范围里来。

• 从操作上以及政策的清晰度
方面，由原来的正列举变成
了反列举，只要不在排除范
围之内，都可以实行加计扣
除。



简化对研发费用的归集和核
算管理：

• 原来企业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必须单独设置研发费用
专账，但实际上很多企业可
能没有单独设立专账核算，
申报的时候往往不符合条件。

• 此次政策调整，只是要求企
业在现有会计科目基础上，
按照研发支出科目设置辅助
账。辅助账比专账简化得多，
企业的核算管理更为简便。



减少审核程序，明确追溯政
策：

• 减少审核程序。调整后的程
序将企业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简化为事后备案管理，
有关资料由企业留存备查即
可。

• 明确企业符合条件的研发费
用可以追溯享受政策。可以
追溯享受并履行备案手续，
追溯期限最长为3年。



省经信委科技与质量处 李凯

联系电话：025-83392940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