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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必须把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

新。内蒙古作为我国典型的资源型省份，科技创新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增强内蒙古科技创新能力，

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一、研究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

书中首次将“创新”概念引入到经济理论研究中，

在熊彼特创新理论基础上学术界纷纷对于创新、技

术创新以及创新政策等相关领域展开研究。学术界

对于科技创新政策的内涵存在如下共识 ：（1）科技

创新政策是一个“政策集”，涵盖税收、金融、科

技等诸多政策 ；（2）科技创新政策以提高科技创新

能力、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 ；（3）政府在科技创新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认

为，科技创新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提高科技创

新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制定实施的有关

引导、支持、鼓励科技创新活动的各种公共政策的

总和。

Rothwell（1982）通过考察各国所制定实施的

科技创新政策 , 把科技创新政策工具归纳为 20 种 ,

并依据政策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将其分为

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以及环境型政策

工具。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是科技创新活动的推

力 ；需求型政策工具是科技创新活动的拉力 ；环境

型政策工具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间接作用于科技创新活动。

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相关部门为促进科

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通过制定实施相关政策为

科技创新提供资金、人力、技术等支持，对创新主

体进行研发生产起直接推动作用。供给型政策工具

可分为 5 个基本政策工具，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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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给型政策工具

名  称

科技信息支持

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资源投入

资金投入

注   释

政府通过划拨财政资金为创新主体开展科技

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如设立技术研究与

开发专项资金、重大项目专项资金等。

政府相关部门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制定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科技人才，

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人才支持。

通过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提供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等为科技创新活动提

供基础设施服务。

通过建设数据库、信息网络、图书馆等为科

技创新活动提供产业信息和专业信息咨询等。

政府相关部门为保障科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

提供交通、通讯以及进出口事务等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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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相关部门为保障科

技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而提供的良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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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创新起间接引导作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可分

为 5 个层面，见表 2 ：

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政府采购自主

创新产品、实行贸易管制等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的相关政策。需求型政策工具有利于减少科技创新

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对于稳定技术市场和自主创新

产品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科技创新活动

的拉力。需求型政策工具可分为 4 个方面，见表 3 ：

二、内蒙古科技创新政策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分析

本文采用 Rothwell 分析方法，通过查阅内蒙古

科技厅、内蒙古财政厅、内蒙古人社厅等官网对内

蒙古 2006-2016 年科技创新政策的内容进行辨别归

类。整理出 2006-2016 年内蒙古制定并实施的科技

创新政策 119 项，其中供给政策 49 项，环境政策 

43 项，需求政策 27 项。

表 2   环境型政策工具

名  称

目标规划

策略措施

法规管制

税收优惠

金融支持

注   释

为科技创新提供贷款、补贴、担保、风险投资等。

为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生产提供税收减免、税

率优惠、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保护创新主

体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为创新活动顺

利展开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基于产业发展的需要，对要达成的目标或远

景所做的规划。

为鼓励创新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活动而采取的各

种措施，比如鼓励企业建立研发中心等。

表 3   需求型政策工具

名  称

海外机构管理

贸易管制

外包

政府采购

注   释

政府相关部门使用财政资金依法采购自主

创新产品。

政府相关部门将研发计划委托给企业或科研

机构。

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关税、贸易协定等方式对引

进或限制进口的技术、产品实施管制的措施。

政府对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研发机构给予的直

接或间接的政策支持，比如协助企业并购海

外研发机构等。

图 1   三类科技创新政策数量和比重

图 2   各类政策数量和比重

（一）整体分析

科技创新政策是一个有机整体，三类政策应

协调一致并保持良性互动。如图 1 所示，内蒙古科

技创新政策以供给政策和环境政策为主，尤其科技

创新供给政策所占比重较大，约占科技创新政策总

数的 41%。而科技创新需求政策比重明显偏低，约

占科技创新政策总数的 23%。这说明内蒙古在促进

科技创新活动方面着力实施推力政策，而拉力政策

实施较少。

目前，内蒙古已经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如图 2 所示，在内蒙古科技

创新政策中资金供给政策所占比重最高，约占科

技创新政策总数的 17% ；其次为人力资源供给政

策，约占 13%，这说明内蒙古注重通过财力投入

和人力投入推动科技创新活动发展。而在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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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科技创新供给政策

图 4   科技创新环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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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政策中政府采购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所

占比重较少，分别占科技创新政策总数的 5% 和

6%，与资金供给、人力资源供给政策数量相差较

大，这说明内蒙古在促进科技创新活动方面的拉

力政策较弱。基础设施政策、目标规划政策、策

略措施政策以及产业创新政策等所占比例适中，

约占政策总数的 10% 左右。内蒙古科技创新政策

主要以对科技创新活动具有直接推动作用的政策

为主，具有间接效应的政策数量较少，各类政策

工具缺乏协调一致性。

（二）供给政策分析

在内蒙古科技创新供给政策中，资金供给政

策居多，而人力资源供给和基础设施供给方面

的 政 策 相 对 较 少。 如 图 3 所 示，2006-2016 年

内蒙古制定并实施的科技创新资金供给政策 20

项，占内蒙古科技创新供给政策总数的 41%，其

中有 10 项是落实的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政策，

10 项是内蒙古自治区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实施的政

策。人力资源供给政策 16 项，占内蒙古科技创

新供给政策总数的 33%，在人力资源供给政策中

内蒙古注重通过科技人才团队建设、科技人才引

进选拔以及专家服务基地建设等方式为科技创新

提供人才。基础设施供给政策 13 项，约占科技

创新供给政策总数的 26%，在基础设施供给政

策中内蒙古着重通过建设实验室、提供科研仪

器、建设工程技术中心等方式来推动科技活动

的进行。

（三）环境政策分析

如图 4 所示，2006-2016 年内蒙古制定并实施

的科技创新环境政策共 43 项，其中策略措施政策

数量最多，约占科技创新环境政策总数的 30%，内

蒙古策略措施政策中大多数是通过设立技术奖项的

方式来鼓励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目标规划政策 12

项，约占科技创新环境政策总数的 28%。法规管制

政策 10 项，占科技创新环境政策总数的 23%，在

法规管制政策中大都是针对知识产权保护、重大科

技项目管理制定实施的政策，而对于技术市场风险

防控等方面的法规管制政策较少。税收金融政策 8

项，仅占科技创新环境政策总数的 19%，内蒙古实

施的大多数科技创新税收金融政策是由国家相关部

门制定，且 2/3 以上的税收金融政策都是在 2016 年

制定实施的。内蒙古科技创新环境政策主要以策略

措施政策和目标规划政策为主，法规管制政策和税

收金融政策相对较少，尤其是税收金融政策尚处于

起步阶段。

（四）需求政策分析

如图 5 所示，内蒙古产业创新政策共 14 项，

约占科技创新需求政策总数的 52%，政策作用对象

覆盖了农业、牧业、林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多个行

业领域，尤其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孵化工程和发展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从而带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知识产权政策 7 项，约占科

技创新需求政策总数的 26%，这说明内蒙古没有充

分发挥好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的拉动作用。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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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主创新产品政策 6 项，仅占科技创新需求政策

总数的 22%，而且实施的大多数政府采购政策都是

由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结合内蒙古具体实际情况

专门制定的政府采购政策尚处于起步阶段。

图 5   科技创新需求政策

三、内蒙古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优化建议

内蒙古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体

系，但各类政策数量差别较大，且实施的科技创新

政策大多数是国家级相关部门制定，自治区相关部

门制定的政策数量较少，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有待优化。

（一）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政策

针对经济结构单一、创新增长乏力等问题，

内蒙古要在充分结合地域特点的基础上，打破单一

资源驱动经济增长方式，出台一系列支持工业、农

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多种发展方式的政策，优化

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营造有利于科技

创新发展的经济环境。要制定更多针对性的税收优

惠政策，扩大税收优惠范围，优化税收结构，加大

税收优惠力度，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税收优惠支

持。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集科

技信贷、风险投资、信用担保为一体的全方位、多

渠道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创新

领域，为创新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供融资渠道。

（二）强化科技创新供给政策

内蒙古要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供给政策，提

高对科技创新活动的人力和财力支持。内蒙古要加

强科技财政支持力度，制定实施自主创新产品优惠政

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等资金支持政策，建立全方

位、多元化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提高科技财政拨款

使用效率，加强科技创新资金管理，坚决杜绝滥用、

挪用科技创新资金现象。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才对科技

创新的推动作用，加大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力度，设立

引进人才专项资金。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对

现有科技人才的技术培训，积极组织科技创新学术

交流活动。实施科技创新人才奖励政策，提高科技

人才研发积极性，为内蒙古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做

出积极贡献。要加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引进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加强科技创新基地、科

技孵化器、技术研究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

（三）增加科技创新需求政策

内蒙古要完善实施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

相关政策。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加强自主创新产品

的研发和生产，加强自主创新产品品牌宣传力度，

提高产品竞争力。要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设置

专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机构，建设科技成果转化

平台，鼓励学校、企业以及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

活动，提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实现科技创新成

果向生产力转化。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

动，实施引导企业进行科技研发的相关政策，使科

技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尤其要把尚未进行科技研

发活动的科技型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鼓励有条

件的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提高企业对科技创新活动

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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