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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无锡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
（草案）》的说明

根据《无锡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对《无

锡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

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草案）》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方面立法体系日趋完备，国家除了

在宪法、民法典等立法中对科技活动做出规定外，还就科学技术

普及、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专利等方面进行了专

门立法。江苏省为贯彻落实上位法，制定了《江苏省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条例》《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江苏省专利促进条例》

等地方性法规，2018 年制定了《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深圳、上海等地通过在科技创新及促进方面立法为创新赋能，为

我市开展科技立法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近年来，市委市政府

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的若干政策措施》

《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创新高地的若干

政策措施》等文件，无锡作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的重要

节点城市，正扎实推进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和产业强市主导战略，

以此为背景探索我市科技创新立法新途径，提升、强化相关政策

性文件规定，有助于补齐科技创新发展短板，激发科技、经济、

金融、教育、财政等全要素活力，破解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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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因此，以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

效能，推进太湖湾科技创新带建设，促进我市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制定一部科技创新促进条例非常必要。

二、制定《条例（草案）》的主要依据和过程

《条例（草案）》制定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条例》以及《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江苏省专利促进

条例》《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等法律法规，参考了深圳、

广州等地科技创新及促进立法的实践。

根据 2021 年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安排，2020 年 10 月，

市科技局成立了条例起草工作小组，在深入调研、专家论证、书

面征求意见、开展风险评估、反复研讨与修改的基础上，形成了

《无锡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送审

稿）》）。《条例（送审稿）》报政府后，市司法局根据立法程序，书

面征求了市政协、市监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县）

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市政府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同时在市司

法局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公布全文，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召开了专家论证会，赴基层召开了立法调研座谈会。在此基础上，

市司法局会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委、市科技局进行多次会商、

论证和修改,形成了现在的《条例（草案）》。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十章七十四条，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主体与人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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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载体、知识产权、科技金融、创新环境和监督管理。《条例（草

案）》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了重点规定：

（一）关于科技成果转化

无锡具有坚实的产业基础，企业技术创新素质比较高，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开展的比较好，为了固化我市已有的做法，《条例（草

案）》一是明确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

二是明确建立成果跨区域转化分配机制，鼓励重大科技成果孵化

项目在市域内部转移，建立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考核和财政

收益共享分配机制，优化产业链布局；三是明确个税递延纳税优

惠政策落实。

（二）关于创新主体和人才

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也是科技

创新促进工作的重要对象。同时，为改善我市人才净流入数量不

大的问题，《条例（草案）》提出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科技创新主体

发展和招才引智。一是支持企业增强自主研发能力；二是推进构

建主体多元的创新联合体；三是引导鼓励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四

是完善人才引进奖励及人才多元化评价机制；五是为高层次人才

尤其是外籍人才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三）关于创新载体

创新载体建设是顺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趋势，打造专业、特

色载体，凸显功能定位，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水平的有

力支撑。《条例（草案）》紧扣高质量和无锡特色两个关键词，立

法保障科技创新载体建设。一是促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 4 —

设，开展激励创新政策先行先试；二是加快建设太湖湾科创带，

健全跨区域统筹协调和联动推进机制，建立发展专项政策体系，

支持布局重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引育高层

次人才等；三是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规划建设体系，加快开发区向现代创新型产业园区转型，完善基

础设施，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培育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四是支

持科技创业孵化载体跨区域孵化，打造专业化、全链条孵化育成

体系。

（四）关于政府投入和创新环境

《条例（草案）》提出了构建科技创新良好生态的具体举措。

一是加大科技创新经费投入，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

为主体、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创新经费投

入体系；二是建立科技创新促进协调机制，保障政策实施的连贯

性和协同性，协调解决科技创新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三是支持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科技公共服务等平台资源共享与科技服务类科

技创新基地建设；四是营造宽容失败氛围，对在科技体制改革和

科技创新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失误，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勤勉尽

责、未谋私利，能够及时纠错改正的，不做负面评价，依法免除

相关责任或者从轻减轻处理。

以上说明和《条例（草案）》，请予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