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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双创孵化载体建设若干措

附件1

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重要

指示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壮大科技型企业队伍，推动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向科

技型企业集聚，带动我省双创孵化载体高质量发展，特制定以下措

施。

一、支持新型孵化载体建设

支持各级地方政府、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双创孵化载体、

企业等单位以自建、参股等多种方式在域外创新资源密集区设立

科创飞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培育、人才引

培等科技创新工作；支持云南实验室、省级创新联合体、大中型企

业等单位，依托产业生态、科技设施、数据信息、场景应用等资

源，围绕我省生物医药、新材料、绿色能源、高原特色农业、数

字经济等重点产业建设垂直孵化器，构建创新协同、产能共享、

供应链互通的新型产业创新创业生态。省科技厅每年开展科创飞

地和垂直孵化器备案工作，适时对已备案的科创飞地和垂直孵化器

按照科技型企业引培、高层次人才引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指标进

行绩效评价，对评价结果为“优秀”、“良好”的科创飞地分别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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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300 万元、150 万元资金补助；对评价结果为“优秀”、“良好”

的垂直孵化器，分别给予 150 万元、100 万元资金补助。每家单

位累计补助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

二、探索新型科技园区创建

支持各级地方政府和各开发区管委会充分利用域内闲置楼

宇，依托“彩云汇”科创大赛、腾冲科学家论坛等平台批量引进

科技型企业进驻，探索创建以统一服务、全程陪伴、集群发展为

特色的小而美的新型科技园区。省科技厅每年对已创建的新型科

技型园区开展备案工作，适时对已备案的园区按照科技型企业数

量、人才引培、产值税收、知识产权、金融赋能等指标进行绩效

评价，对评价结果为“优秀”的科技园区给予 100 万元资金补助。

每家单位累计补助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

三、强化传统孵化器建设

支持企业按照新的国家认定标准，以自建或联合共建的方式开

展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建设工作，为企业创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

和人才培养等提供实体空间和服务平台。省科技厅每年按照工信部

发布的新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层级和职能开

展认定并适时进行绩效评价工作，对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秀”的

基础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给予 50 万元补助；对评价结果为“优秀”

和“良好”的高能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分别给予 150万元和 100

万元补助；对评价结果为“优秀”和“良好”的卓越级科技型企

业孵化器，分别给予 300 万元和 200 万元补助。同时，强化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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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质量孵化器的引进力度，对新引进的省外知名双创孵化载体

运营机构（该运营机构应在国内成功运营且建有分支机构 3家以

上，含 1家国家级以上孵化平台，或有成功培育独角兽企业、上

市企业的案例），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补助。

四、搭建科技投融资对接平台

鼓励双创孵化载体搭建银行、保险、担保以及创业投资等金

融机构对接平台，通过“线上”与“线下”渠道，为在孵企业提供多

样化的科技投融资服务。在孵企业发生科技金融业务符合科技金

融结合专项补助条件的，给予相应的贴息贴费补助。鼓励双创孵

化载体引进创业投资机构（含私募股权基金）落地云南。创业投

资机构对省内科技型企业开展股权投资，符合科技金融结合专项

补助条件的，年度综合补助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五、激发双创孵化载体行业活力

鼓励双创孵化载体之间加强横向联动，推动全省孵化器行业

开展理论研究、实践提升、服务地方等活动，促进与发达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同行机构在孵化运营、人员培训、创业投资、

市场开拓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提升我省双创孵化载体行业活力。

鼓励双创孵化载体与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创新联合体等加

强合作，强化与相关技术转移机构的联动，引导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入孵。鼓励科研机构向双创孵化载体开放技术成果、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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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等信息，为创业企业对接相关技术和人才以及使用仪器

设备提供便利，促进产学研合作增量扩面。

六、打造“彩云汇”科创品牌

依托“彩云汇”科创品牌，批量引进和培育科技型企业集群

发展，对在彩云汇科创大赛中获得成长组一、二、三等奖的企业

分别给予 50 万、30 万、20 万元补助；对获得初创组一、二、三

等奖的企业（团队）给予 20 万元、15 万元、10 万元补助；同一

企业最多可获得 2次大赛资金支持。省外企业、团队获奖后半年

内落地云南创办企业并实际运营的，同等享受本条政策支持。支

持获奖企业申报省级科研项目，获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国赛三等奖

以上奖励的企业，给予不低于 200 万元的重点研发项目立项支持。

建立获奖企业尽职调查及项目实地核查制度，核实企业及获奖项

目真实性、可行性，提升补助资金拨付的安全性、针对性和有效

性。

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加强双创孵化载

体建设 8条措施（试行）》（云科发〔2021〕71号）同步废止。本政

策措施中提及的补助资金均以“后补助”方式支持。此前规定与本

政策措施不一致的，以本政策措施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