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
关于征集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工作亮点和经验做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供销合作总社、江苏商贸职业学院、苏合集团:

近期,省 委改革办印发了《关于征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改革亮点和经验做法的通知》。为系统梳理和宣传推广全省供

销合作社改革经验成果,现 向各单位征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亮点及经验做法,具体要求如下 :

,1。重点围绕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任务,在本系统具有首

创性、突破性或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改革经验做法;

2.案 例要求主题突出、逻辑严谨、语言精炼,标题要能够直

观反映出案例的特色亮点,字数笏00字左右,请于4月 睨 日前报

送至省总社发展规划处。

联系人:李晨 025-s3弱9211;邮 箱:hzsyc310@163。∞m。

附件:省 委改革办《关于征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

亮点和经验做法的通知》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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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改革亮点和经验做法的通知

省各有关部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

伟大成就。全省各地区备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思想,以 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纵深

推进改革,一大批重大改革任务取得突破,一大批改革新

鲜经验和有效做法不断涌现。今年中央层面正在谋划和实

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省委深改委第 39次会议明确要

求系统梳理和宣传推广我省改革经验成果,这为在新征程

上进一步谋划我省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夯实了基础,也

必将鼓舞广大群众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上推进改革的信

心和干劲。为此,现向部门征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本领域改革亮点及经验做法,具体要求如下 :

1.重 点围绕中央深改委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点到的重点改革任务(如构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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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体制机制、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改革、扩大制度型开放、深

化农村改革、文化体制改革 ),或者是本领域具有首创性、

突破性或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改革经验做法;

2.案例要求主题突出、逻辑严谨、语言精炼,标题要

能够直观反映出案例的特色亮点(可参照附件材料写法 ),

字数 2500字左右,数量原则上控制在 5篇 以内,经主要

领导审定后,请于 5月 6日 前报送至省委改革办。

联 系 人:杨 可 83393070I377o770418

联系邮箱:sw珂 sggxtc(勿 s。cp.cm(内 网 )

ggxt@126.com(外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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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某地深化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提升科技戊果转移转化效果

近年来,某地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联动实施
“
招、

拍、挂、股、改、投
”6大技术要素市场化手段,加速推

动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在全省域有效转移、精准对接 ,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省企业研发

经费投入、人员数量、研发机构、实施的科技项目、申请

和授权的专利占全社会比重等 5项指标持续保持 BO%一

90%的水平,相关经验在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宣传推广。

-、 探索
“
难题招标

”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聚焦
“
互联网十”、生命健康和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 ,

建立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清单、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

研究清单、国产替代清单、成果转化清单
“
四张清单

”
,

探索
“
揭榜挂帅

”
、
“
赛马制

”
、
“
技术难题招标

”
等攻关模

式,推动企业等技术需求方深度参与项回凝练、设计和研

发实施全过程,形成企业主导的创新机制。zO22年 ,部

署实施
“
双尖双领

”(尖峰、尖兵、领雁、领航四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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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计划)重大攻关项目sOo项 以上,企业牵头或参与达
到 gO%以上,新取得 2⒍ 个国产化替代成果和辊 个重大
转化成呆。

二、打造
“
某地拍

”
,探索技术要素价格发现机制。

建立健全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督体系,建立
“
某地

拍
”
市场化交易定价模式,推动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导向

的科技成果高效转移转化。自20z1年起 ,“某地拍
”
累计

成交 282o项 、成交金额 13.27亿元。迭代升级网上技术
市场 3几建成线下实体科技大市场 s9家 ,汇聚技术转移、

科技金融等 9大类服务机构 zs9家 ,推 出技术交易
“
动态

码
”

和
“
一证通

”
,完善市场信息发布、融资并购、咨询

辅导等服务功能,构建全省域创新资源共建共享平台。
zO22年 1-1o月 ,全省技术交易额达”02.17亿 元,同 比

增长Ω。15%。

三、建立挂牌制度,强化技术要素共享使用杌制。鼓

励高校院所、国有企业创新科技成果内控管理制度,将科

技成果转化成效等与高校院所获得的政府创新资源挂钩。

迭代完善
“
职务成果转化在线

”
应用,建立健全科技成果

信息汇交机制,推动各级科技计划、科技奖励成果信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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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布到网上技术市场,畅通科技成果信息汇交、开放、

共享渠道。

四、推进技术入股,完善技术要素市场评价机制。鼓

励高校院所以研发合作、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作价投资

等形式实现科技成果市场价值,探索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

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
“
技术入股+现金入股

”
等方式参与

收益分配。支持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离岗或兼职创业创新 ,

推动科技成果向中小微企业转移。鼓励企业采取股权奖

励、项目分红、岗位分红等方式,支持科研人员以成果入

股。某县 I4家上市公司中超过半数实行股权激励计划 ,

覆盖科技人员2000余人。

五、改革激励机制,构建科研人员价值实现机制。制

定《扩大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试点范围实施方案》,完 善市场导向、赋权放权、宽容失

败、尽职免责的科技成呆转化政策体系,率先建立
“
内控

管理一赋权审批一转化审批一公开交易
”
成果转化全流程

电子化通道,实现职务科技成果一站式汇聚、转化一站式

审批、收益一站式分配、合同登记一站式办理、流程一站

式监管。高校院所内部审批部门从 5个减少至2个 ,审批

时长从平均 ss天减至31天 ,累 计赋权转化科技成果 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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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某地工业大学
“
转化绩效纳入考核评价体系

”
、省

农科院
“
负面清单制

”
等 2项做法纳入科技部推广的改革

试点典型举措。

六、对接创投资本,健全技术要素市场定价机制。印

发 《关于加快构建科技创新基金体系的若干意见》,发挥

创业投资对技术要素价值发现的先导作用,设立省创新引

领基金,通过设立子基金、贷款风险补偿等方式,引 导社

会资本加大对技术转移早期项目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

投融资支持,累计投资科技企业 3o1家、投资金额 Ω。83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跟投超 sO0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开展
“
某科贷

”“
创新保

”
等创新业务,建立科创企业专属融

资服务项目,累计发放
“
某科贷

”
Tg4。I7亿元,惠及科技

企业 8T9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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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某地构建科技计划绩效评价体系

有力艾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要

用好科技评价这个指挥棒,要坚持以创新质量、绩效、牡

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某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以构建使命任务导向的科技计划绩效评价体系为

突破田,全链条探索科技评价改革,助推区域创新体系效

能和财政科技投入效能双提升,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相关经验得到某部委肯定推广。

一、聚焦
“
谁来评

”,建立科技、财政深度融合的评

价机制。一是做实科技领域的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制定《某

地省级科技计划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 ,以 规范性文

件形式整合科技视角和财政视角的绩效评价,让财政科研

经费的绩效评价更加遵循科研规律、更好融入科技管理工

作。二是建立科技、财政部门
“
联合评价、结果互认

”
的

工作机制。科技、财政部门共同制定绩效评价中长期工作

-7-



计划和年度任务清单,共 同组织具体任务,共 同实施质量

控制,共同确认评价结果。三是持续推进科技计划绩效评

价
“
减表并表

”
。加强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整合科技项

目年度执行报告、分期拨款评估、预算绩效自评等工作表

格,实现
“
一次填报、一表通用

”
。近三年累计减表超⒉3

万份,大大减轻科研单位填报负担。

二、明确
“
评什么

”
,搭建

“
战略目标层层分解、创

新链条有效贯通
”
的评价指标体系。一是突出导向性。指

标体系聚焦
“
四个面向

”
,体现以科技创新质量、绩效、

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强调标志性成果产出和质量,设

置
“
技术突围实效

”
、
“
支撑产业发展实效

”
等新增特色指

标,全面评价科技计划落实国家和省战略需求、引领创新

发展的实质作用。二是突出系统性。按照
“
整体一专项一

项目
”
三个层次分别设置指标体系,全 口径覆盖省级科技

计划备专项、项目及资金,贯通科技创新战略部署到具体

科研项目的预算管理链条,指标设置逐层分解科技战略规

划、政策任务的考核目标,实现项目成果产出、专项目标

达成、整体绩效提升的有机统一。三是突出融合J性。指标

体系在总体框架上符合财政绩效评价共性要求,在具体设

置上体现科技工作和科技评价特点,在项目层和专项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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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作为效益指标,在整

体层以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生态链构建作为效益指标,全
面替换原有的财政效益指标,更好体现促进学科发展、培

养青年人才、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流通等方面价值。

三、探索
“
怎么评

”
,丰富评价的视角和方法。一是

强化整体和专项绩效评价。重点考察科技计划战略布局、

创新政策供给、标志性成果产出、创新体系建设、创新生

态链构建等方面的整体效果,强化科技计划组织实施对支

撑国家和省战略目标实现的作用。二是结合区域创新特色

完善评价专家库建设。鼓励吸纳来自国家实验室、高水平

新型研发机构、科技领军企业、港澳地区的高水平专家参

与科技计划绩效评价,补充吸纳绩效专家、科技评价专家

入库。三是拓展识别标志性成呆的评价方法。对近年来

佣 个科技计划专项俏11个项目,综合采用代表作评价、

技术就绪度评价、用户评价、高质量知识产权评议等方法 ,

探索开展非共识评价,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有价值、有

实效的探索给予肯定。

四、强化
“
怎么用

”
,完善评价结果综合运用机制。

一是保障科技计划顺利实施和目标达成。对标科技计划设

立目标,加强动态绩效管理和风险预警,对评价结呆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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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进行分级处理,建立全流程管理闭环,压实主管部
门和承担单位主体责任,确保科技计划整体绩效目标实
现。二是支撑多评价主体

“
评用结合

”
。引入行业主管部

门、行业用户、行业协会 (学会、研究会 )、 科技服务机
构、投融资机构等主体参与评价活动,建立评价结果共享
机制,推动科技计划绩效评价结果成为行业评价、投融资
决策和成果推广的重要参考。三是强化政府与市场的统

筹、财政科技投入的统筹。通过科技计划布局必要性分析 ,

统筹政府与市场,合理配置科技资源,在市场有效驱动的
应用技术研发领域逐步退出,集 中投入市场不能有效驱动
的基础前沿和重大共性关键核心技术研究,确保始终聚焦
当前及未来发展科技瓶颈、始终服务国家和省的战略目

标。通过科技计划专项全链条差异化分析,统筹财政科技
投入,健全科技计划专项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减
少项目和经费交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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