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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要点分析二

知识产权、研发课题、收入逻辑关系三

政策解读一



一.  政策解读



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 （国科发火〔2016〕32
号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指引》 （国科发火〔2016〕
195号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 

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

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

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不

包括港、 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

高企定义

    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意义



促进企业科技转型 03

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05

新三板、IPO上市的基
础条件 07

提高企业资本价值04

提高企业市场价值06

资金补贴08

税收减免 01 人才吸引、积分落户02

    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意义



    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意义

2021年资金补贴    新申请最高60万

序号 拨款单位 入库培育 高企初次认定 高企重新认定 其他

1 江苏省财政 不再组织申报 / / /

2 苏州市财政 5万 10-15万 5万 入库后可获得研发
费用20%补贴

3 工业园区财政 10万 10+20万 10万 连续三年不超过30
万元

小计 15万 40-45万 15万



    2. 历年通过情况

江苏省历年高企认定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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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家数 17720 24641 2734 4675 7567
通过家数 10689 14114 2331 3160 4196
通过率 60.32% 53.22% 85.26% 67.59% 55.45%

2019年江苏省 2020年江苏省 2018年苏州市 2019年苏州市 2020年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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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和苏州市高企认定通过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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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历年通过情况

整体通过率逐年递减



    3. 2021年江苏省新形势

通过率：
30%左右通过家数：3030家第1批次情况：

  通过率：
待公布

申报家数：31119家
通过家数：待公布

2021年整体：

通过率大幅度降低



    3. 2021年江苏省新形势

Ø 成立时间短，比如不满3年

Ø 知识产权均在上一年度集中申报

Ø 没有Ⅰ类知识产权，如没有发明专利

Ø 首次参与高企认定

Ø 研发制造类企业销售收入500万以内

Ø 企业人员在10人以下

以下企业可能从严



二.  评分要点分析



高企申报要求

五大必要条件
缺一不可

国科发火【2016】32号

高企评分
满分100分，71分以上合格

国科发火【2016】195号

1、基础条件
2、人员条件
3、高新收入
4、研发费用
5、领域要求

1、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2、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3、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
4、成长性指标



1. 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1、基础条件

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一年以上的居民企业

注册一年以上：即企业申请高企认定时（每年7月申报）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政策要求

1、拥有独立法人资格，如：子公司（√）分公司（×）

2、申报前夕满365日历天数，如：2021年7月成立，第一批（×）第二批（√）

注意事项



2、人员要求

政策：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政策要求

1、企业人员：10人以下从严；
2、社保缴纳：非必要原因，要求全员缴纳，异地代缴；

注意事项

1. 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具体要求：

u 科技人员：
• 企业科技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累

计实际工作时间在183天以上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

u 职工总数：
• 企业职工总数包括企业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在职人员可以通过企业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

费来鉴别；兼职、临时聘用人员全年须在企业累计工作183天以上

u 统计方法：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科技人员数均按照全年月平均数计算。
• 月平均数＝（月初数＋月末数）÷2
• 全年月平均数＝全年各月平均数之和÷12

u 备注：
• 科技人员数的判定，直接影响研发投入的多少（人员工资等）
• 材料上报只需提供申报上一年度的企业科技名单即可

1、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3、产品收入
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近一年总收入的60%以上

1、企业自我定义高新产品大类
2、针对申报上一年度（2021年）收入情况
3、主要产品需要有授权专利支撑
4、建议类别划分不要太多
5、剔除贸易收入，需重点关注
6、名称拟定需优化
7、需有资质会计事务所出具专审报告

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占总收入的60%以上
（以一家环境试验设备举例）

PS01：步入式恒温恒湿箱

PS02：可程式恒温恒湿箱 

PS03：高低温循环冲击试验箱

1. 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近一年主要产品（服务）占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服务）的50%以上



4、研发费用投入

新政策：<5000万元，≧5%；5000万元~2亿， ≧ 4%；>20,000万元， ≧ 3%

案例分析

1、申报要求：三年总研发费用/三年总
销售收入≥ 5%，4%，3%；
2、研发投入比例档位按照上一年度销售
收入判断（掉档需提前预警）；
3、研发投入强度一定程度体现研发实力，
尤其初创企业；
4、需有资质会计事务所出具专审报告
5、有效期内，原则上每年均需达到研发
比例要求；

注意事项

2019 2020 2021 三年总研发费用/三年总
销售收入比例

A企业 4900 20000 21000 3%

B企业 4900 21000 19000 4%

C企业 19000 26000 4900 5%

1. 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5、领域要求

2016年最新领域，符合高新技术企业八大领域

政策要求

1、主要产品（服务）的技术符合高新技术企业八大领域；
2、对应到到三级目录下面的明细，*备注除外的重点排除；
3、非主要产品、部分研发项目，可与主要产品领域有出入；

注意事项

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
围

1、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5、领域要求

2016年最新领域，符合高新技术企业八大领域

1、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以A公司为例

1、主要产品为智能仓储系列设备

2、原定领域：八、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五）新型机械--2. 通用机械装备制造技术
 新型高性能流体混合、分离与输送机械制造技术；利用自动化控制和计算机信息管理等技术装备的起重运输、物料搬运等设备制造技术；

特大型专用构件成形加工技术；其他新机理、节能环保型机械设备专用部件及动力机械技术。

* 技术性能一般的各类普通机械装备制造技术除外。

3、建议调整领域：先进制造与自动化/先进制造工艺与装备/机器人。

案例分析



2. 创新能力评价（评分≥71分可认定）

71分

30分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30分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20分研究组织管理水平

20分成长性指标



（1）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2）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3）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

（4）成长性指标
知识产权获得方式-6分

核心支持作用-8分知识产权数量-8分

技术先进程度-8分

评价指标1
—知识产权

C  
B

 

-加分项： 2分

-企业制定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检测方法、技
术规范的情况

 A

 D

 B

评价指标1—核心自主知识产权—30分



评价指标1—核心自主知识产权—30分

序号  知识产权相关评价指标 分值

1  技术先进程度 ≤8

2  对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 ≤8

3  知识产权数量 ≤8

4  知识产权获得方式 ≤6

5  企业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检测方法、技术规范 ≤2

Ⅰ类  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
国家新药、 国家一级中 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在有效时间内即可

Ⅱ类　  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不含商标） 申请高新，限用一次

自主研发的Ⅰ类知识产权专家认可度会更高



评分细则

（1）技术的先进程度（ ≤8 ）

            A. 高 （7-8分） B. 较高（5-6分）C. 一般（3-4分） D. 较低（1-2分）E. 无 （0分）

（2）对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 ≤8 ）

            A. 强 （7-8分） B. 较强（5-6分）C. 一般（3-4分） D. 较弱（1-2分）E. 无 （0分）

（3）知识产权数量（ ≤8 ）

            A. 1项及以上 （Ⅰ类）（7-8分）B. 5项及以上 （Ⅱ类）（5-6分）C. 3～4项 （Ⅱ类）（3-4分）    

            D. 1～2项 （Ⅱ类）（1-2分）E. 0项 （0分）

（4）知识产权获得方式（ ≤6 ）

            A. 有自主研发 （1-6分）B. 仅有受让、受赠和并购等（1-3分）



1、专利授权时间提前规划

发明专利自申请到授权时间，至少2年，请提前规划安排（高价值专利建议走快速通道）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时间7-14个月，同步规划

软著，登记下证时间1-3个月

2、专利权人需是申请公司，若为个人专利建议尽早转让

3、专利权人为多人，特别是子公司，申报高企仅能一家使用，同步另外一家需出具放弃声明

4、以上专利考核，仅为近三年授权的专利

5、若为重新认定企业，除发明专利仍可重复使用，之前申请高企使用的授权专利，不可再次使用

6、特别注意：二类知识产权务必申报前一年落实，申报全部当年授权一律不予认可！！！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重点关注事项



核心自主知识产权重点关注事项

A公司2021年申报高企，之前3年均未有知识产权，2020年10月开始集中申

请专利，并在2020年11月开始着手转让发明3件，最终转让成功时间为2020

年12月25日，发明专利授权时间为2021年1月，最终授权数可能被核减；

案例分析



2019 2020 2021

研发立项 

•RD表
•立项课题
•立项书、验收报告

• PS 表
•生产批文、检测报告、
用户报告、销售合同发
票、设计图纸、照片等

科技成果 高新产品（服务） 

•专利
•版权
•集成电路布图
•软件著作权

评价指标2—科技成果转化能力-30分

-A.高，5个以上（25~30分）

-B.较高，4个以上（19~24分）

-C.一般，3个以上（13~18分）

-D.较弱，2个以上（7~12分）

-E.弱，1个以上（1~6分）

-F.无，0个以上（0分）

评价指标2-科技成果转化能力-30分



l 制定了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制度，建立了研发
投入核算体系，编制了研发费用辅助账；-6分

l 设立了内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并具备相应
的科研条件，与国内外研究开发机构开展多种
形式的产学研合作；-6分

l 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实施与激励奖励制
度，建立开放式的创新创业平台；-4分

l 建立了科技人员的培养进修、职工技能培训、优
秀人才引进，以及人才绩效评价奖励制度；-4分

评价指标3—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20分

l 相关制度符合企业研发逻辑
l 研发费用辅助账

l 研发机构简介
l 场地设备简介及图片、清单、获各级研发机构证明
l 产学研深入合作：院校本领域技术强，成果产出，费用

l 研发人员科技成果获奖证明（资金发放流水）
l 成果获奖证书
l 创业平台证明、参展证明

l 人员培养进修证明（照片、申请书等过程证明文件）
l 培训照片、培训计划、培训签到、培训文件、考核等
l 人才引进-学历证书、劳动协议、引进说明等
l 绩效评价表格、结果、奖惩证明等

制度文件 执行证明建议重点关注



评价指标4—成长性指标——20分

财务成长性得分重点关注事项

1、若只有一年财务数据，得分为0
2、若第二年度，财务数据为0，得分为0
3、若只有2年财务数据，直接计算，无需除以2

成长性
得分 指标赋值 分数

≤20 分
净资产增长率（≤10 分）

≥35% ≥25% ≥15% ≥5% ﹥0
9-10分 7-8分 5-6分 3-4分 1-2分

 销售收入增长率（≤10分）
≥35% ≥25% ≥15% ≥5% ﹥0
9-10分 7-8分 5-6分 3-4分 1-2分

净资产增长率＝1/2（第二年末净资产÷第一年末净资产＋第三年末净资产÷第二年末净资产）－1
销售收入增长率＝1/2（第二年销售收入÷第一年销售收入＋第三年销售收入÷第二年销售收入）－1



三.  知识产权、研发课题、收入逻辑关系



调研与设计 立项 实验室试验 小试 中试 量产

研究阶段 开发阶段

研发课题

关注事项

u研发活动定义：指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
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

1、研发活动不包括企业对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2、每年研发课题，需要符合领域大类要求，同步名称命名突出技术先进性，避免使用高性能等通用词汇
2、每年课题名称，不能雷同度太高
3、按企业规模，拟定每年研发课题数量，不推荐太少，研发内容体现度不佳，基于企业实际情况，真实合理
4、研发周期建议根据项目难易程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5、不是很推荐项目周期，均从2020.1-2020.12，太巧合了
6、建议每年加计扣除



2019 2020 2021

研发立项 

•RD表
•立项课题
•立项书、验收报告

• PS 表
•生产批文、检测报告、用户报
告、销售合同发票、设计图纸、
照片等

科技成果 产品/高新产品（服务） 

•专利
•版权
•集成电路布图
•软件著作权

知识产权、研发课题、收入逻辑关系

RD IP（授权知识产权） 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以某企业为例：主营产品为OLED材料：空穴传输材料、电子传输材料和蓝光客体材料，
主要用于OLED面板材料，OLED实现自发光的基础

p PS名称：长寿命高效率OLED发光材料

• 性能：长寿命高效率

• 发光：贴合领域电子信息/新型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发光技术，专家很可能第一眼会将

此产品定位于新材料领域，不给专家造成歧义



科技成果转化重点关注事项

1、每个研发课题至少1项专利支撑研发成果（含授权+申请中专利），避免有课题、有研发经费，无成果
（专利）的情况产生，一个专利只能作为一个课题的成果；

2、双报的实用新型、发明仅算为1项科技成果
3、知识产权作为科技成果，未按照研发年度正常申请，集中在申报上年度申请，认可度低

案
例
参
考

科技成果转化

研发课题 科技成果
高新技术产品

序号 RD名称 研发周期 专利名称 专利申
请号 申请时间

RD04 ********物的设计制备与其在
OLED器件性能的研发 2020.1-2020.10

************电子器件及用途 专利号 2020-07-22

长寿命*****发光材料

************和电子器件及用途 专利号 2020-07-22
************和电子器件及用途 专利号 2020-07-22
************和电子器件及用途 专利号 2020-07-22
************化合物和电子器件 专利号 2020-07-06

RD05 ********的高效OLED材料开发与
光电性能研发 2020.3-2020.12

芴************成方法及其电子器件 专利号 20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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