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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火炬计划介绍

• 科技部火炬中心简介
• 发展历程
• 取得的成绩
• 成功的经验
• 新时期的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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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 成立时间: 1990年10月14日
• 性质: 科学技术部直属事业单位 职工总数:108人

火炬中心行政系统 中心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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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中心承担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
• 基地建设：

•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软件产业基地、特色产业基地、科技
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etc

• 服务机构的指导和支持

• 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创业投资机构、技术交易
机构

• 项目和经费支持

• 火炬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etc

• 政策实施

•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转让、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未上
市企业股权转让代办,etc

• 成果推广和综合服务

• 发展战略研究、国际合作、金融促进、管理培训、统计分析与政
策调研,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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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
高新技术企业、技
术转让、科技企业
孵化器、大学科技
园、未上市企业股
权转让代办,etc

基地建设：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火炬软件产业基地、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etc

服务机构的指导和支持:
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创业投资机构、技术交易机构

项目和经费支持:  火炬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etc

成果推广和综合服务:
发展战略研究、国
际合作、金融促进、
管理培训、统计分
析,etc

火炬中心承担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

企业创新
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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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
------1991年4月,为火炬计划题词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1993年８月, 为火炬计划实施五周年题词

要加强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相互协调，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发展
高新技术和实现产业化的政策环境。要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加快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2004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中央领导论高新技术产业化
及其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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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7月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政府兴办了中国第一个高新区， 1988年5月，在中关村电子一条
街的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高新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 1986－1989年，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成立火炬中心，开始实施
火炬计划。

· 1988年，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武汉东湖诞生，1990年，我国首家大学科技园在东北大
学创立。

· 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高新区并颁布相应政策；

· 1992年7月，批准成立第一家生产力促进中心——山东生产力促进中心

· 1995年，批准设立第一个国家火炬计划软件基地——东大软件园；第一家特色产业基地－江苏
海门新材料产业基地

· 1999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 2000年2月，科技部、财政部、国税总局联合发布《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

· 2003年10月，科技部发布《中国海外科技园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 2007年6月，科技部、财政部联合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 2008年,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二十年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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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计划发展路径和取得的成就

1．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我国快速形成与市场体
系接轨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环境

我们已经建立了56家国家高新区，
• 形成了包括614家科技企业孵化器、62家国家大
学科技园、1425家生产力促进中心、181家火炬
计划特色产业基地、34家火炬计划软件基地、76
家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等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化
服务体系。

• 建立了遍布全国31个省市的地方创新基金和10个
地方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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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计划发展路径和取得的成就

2．推进组织模式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体系

• 20年来，火炬计划坚持从高新技术产业化
发展的内在需求出发，推进组织机制的创
新，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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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计划发展路径和取得的成就

•科技部与中央各有关部门密切合作，不断创新和
探索建立我国基于市场体系下高新技术产业化的
政策支撑系统。

•其次，中央与地方分工协作，形成覆盖全国的、
上下联动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体系。以火炬计
划为载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格局已遍布全国
城镇化区域。

•走出了一条中央和地方联合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
发展的道路，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都得到了
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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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计划发展路径和取得的成就

3．围绕技术创新，催生科技企业成长壮大，培育了我国
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体力量
• 火炬计划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鼓励产学研的结合，注重
引导企业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壮大，从而培育了一大
批创新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骨干高新技术企业。

• 联想、华为、中兴通讯、海尔、用友、新浪、尚德、东软、方正、
同方等高新技术企业，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大胆实践，体现了
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 同时，火炬计划也催生发展了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如大唐电信TD-SCDMA通讯技术、百度互联网中文搜索引擎技
术等，成为我国抢占科技制高点、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和垄断、
推动经济发展的先锋。

• 从1991年的2000家发展到2007年的56000家，仅国家高新
区中年营业收入超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就超过31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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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计划发展路径和取得的成就

• 火炬旗帜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自1999年设立以来，优先支持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高成长性、高附加值、能大量吸纳
就业、节能降耗、环境保护以及出口创汇的
各类企业。
•截至2007年底，在我国申请过创新基金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有4万多家，占总量的1/4以上，其
中获得资助的创业企业超过11980家。在沪深
两地资本市场中承担过创新基金和火炬计划项目
的企业超过全部上市公司的五分之一。



日中テクノビジネスフォーラム（JCTBF）主催「日中ハイテク産業特別研究交流会」講演レジュメ 2009年09月01日

火炬计划发展路径和取得的成就

4．坚持科学发展，推动了我国新兴产业的蓬勃
发展, 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培育地方新的经
济增长点做出了重要贡献

• 全国软件产业在火炬软件产业基地带动下获得迅速发展。
2007年，34家火炬软件产业基地实现软件收入3485.5
亿元，软件出口56.5亿美元，分别占到全国的59.7％和
55.1％。

• 火炬计划催生环保节能产业总体规模迅速扩大。包括太阳
能、风能、绿色电池等在内的新能源和高性能计算机、大
中型数字交换机等高新技术实现了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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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计划发展路径和取得的成就

4．坚持科学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
培育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做出了重要贡
献

• 国家高新区作为火炬创新资源的聚集区，
20年来基本实现了自然生态、企业与社会
的和谐发展，成为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
道路和自主创新道路的先行者，成为带动、
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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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计划发展路径和取得的成就

5．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化人才队伍，繁荣创新文化，奠定
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社会基础

• 在火炬旗帜引领下，众多科技人员、创业者、企业家、管理
者，纷纷汇集在火炬计划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支宏大的产业
化队伍。

• 这支产业化队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增强
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 火炬计划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确立了体现时代特征的“创
新创业，富民强国”的火炬文化，丰富了我国创新创业文化的
内涵。

• 20年来，火炬文化激励了大批具有强烈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
知识型企业家迅速崛起，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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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计划实施20年的成功做法

• 一是依靠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确保火炬计划
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

• 二是把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配置资源并重作为
坚持走中国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的有效手
段。

• 三是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在开放中学习，在改
革中创新，是我国快速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的
重要选择。

• 四是从产业发展规律出发，把扶持科技型中小
企业成长和提升产业集群创新能力作为我国高
新技术产业化工作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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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

• 中国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就是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以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改革开放的大背
景下，立足基本国情，加快我国高新技
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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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火炬计划的重点任务

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核
心，以营造创新环境和促进产业化
发展为主线，以发展科技型中小企
业群体和创新集群为重点，实施火
炬计划，促进技术市场发展，组织
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并
与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技术创新
引导工程协同运作，促进高新技术
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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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火炬计划的重点任务

1．以建设国家高新区为重点，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产业
化宏观发展环境。

2．进一步实施“育苗造林”工程，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从孵化培育、成长壮大和集
群发展阶段系统支持。

3．进一步实施科技金融促进行动，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
业化投融资体系不断完善。

4．进一步实施技术转移促进行动，推动高新技术成果的
转移和扩散。

5．进一步实施科技兴贸促进行动，推动高新技术企业走
出去，大幅度提升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6．统筹和集成相关资源，形成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合力。



谢谢大家!

唐凤泉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计划财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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