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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

川渝两地科技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第一条 按照单位自愿、平等择优、先建后认、动态管

理的基本原则，由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四川省科技协

同创新促进会联合组建工作组，组织开展基地认定、指导和

管理工作。 

第二条 基地是指拥有良好的产学研合作条件和协同创

新氛围，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高等院校和科研

院所为技术依托、以产业化为目标，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

自主创新、培育创新人才等方面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产学研

协同创新平台。 

第三条 申报基地应具备条件 

( 一 ) 仅限于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单位会员，四川

省科技协同创新促进会单位会员。 

( 二 ) 工商注册地、税务登记地均在川渝两地行政辖区

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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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近两年内无重大环保、安全、质量等事故，具有

良好信用记录，无涉税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 四 ) 申报主体有常设管理服务机构和良好的服务体系，

有切实可行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发展规划方案、相应的资金支

持和相配套的政策措施，有与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共建的实

验室、工程中心、研发中心、技术推广转化中心等机构。 

（五）园区：各类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学科技园区、成果转化基地、中试基地、特色产业基地，

以及相关行业和部门的专业化产业基地，有一定数量的产学

研协同创新规模企业和省部级以上计划项目及创新成果。 

（六）孵化器：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拥有边界清

晰、相对集中、法律关系明确、可自主支配的基地，建筑面

积 1万平方米以上，每年通过产学研协调创新形成产品的年

销售额不低于 1 亿元。 

第四条 基地认定程序 

( 一 )  单位申报。每年度定期发布认定申报通知，接受

学会单位会员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1）申报表； 

（2）川渝产学研协同创新示范基地骨干企业情况表； 

（3）本单位产学研协同创新成功案例； 

（4）本单位产学研协同创新三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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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材料核实。根据申报情况，组织开展申报材料的

完整性审核，工作组将根据情况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实

地考察。 

( 三 ) 专家评审。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由工作组对申报

单位进行综合评审，提出评审意见。对通过评审拟入选基地

的单位进行七日公示。 

( 四 ) 复核确认。在专家评审意见及公示无异议情况下，

复核确认当年度基地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 五 ) 授牌宣传。通过认定的基地，在当年召开的“技

术转移转化大会”上予以授牌，并在媒体上宣传发布。 

第五条 基地认定原则 

（一）坚持认定程序科学合理，认定条件和程序严格公

正，认定过程公开透明。 

( 二 ) 坚持非营利性原则，不收取任何费用，接受社会

各界监督。 

( 三 ) 对基地进行动态管理，每三年由工作组进行资格

复核，复核合格者保留基地称号，不合格者取消基地称号。 

第六条 基地主体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即取消其资 

格且五年内不得再行申报。 

 ( 一 ) 在申请认定、年度报告或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 

故意提供虚假不实信息的。 

 ( 二 ) 在资格期内发生重大环保、安全、质量等事故， 

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4 

 

  ( 三 ) 列入市级及以上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  

第七条 指导与服务 

 ( 一 ) 工作组每年组织专家对基地进行考察，对基地工

作的创新发展提供咨询和指导意见。对考察中发现的不符合

本《办法》的问题提出限期改正意见，若在整改期内无任何

改进，将取消基地称号。 

 ( 二 ) 支持和协助基地申请国家级、省部级计划和重点

项目，协助基地打造自主品牌，提升核心竞争力。 

 ( 三 ) 优先参与川渝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奖的评选。 

 ( 四 ) 优先推荐参与中国产学研创新示范基地的评选。 

（五）根据基地需求，举办创新论坛、专题讲座、成果

展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合作洽谈等活动，优先安排基

地相关人员参加各种创新人才培训活动。 

 ( 六 ) 助力基地开放式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 七 ) 积极宣传推广基地先进事迹与经验，提升基地知

名度及扩大影响力。 

第八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四川省科

技协同创新促进会共同负责解释，自2021年4月发布之日起

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