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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柳州市重大科技项目计划表（含自治区“三百二千”工程
中涉及柳州的重大技术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1. 高品质MPV（多用途乘用车）整车及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
2. 低碳智联新重型商用车协同创新研发
3. 乘用车混批式混流智能制造车身关键工艺和装备技术研发
4. 智能化挖掘机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5. 远程特种服务型挖掘机关键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6. 跨级别、跨车型的乘用车模块化平台研发及应用
7. 智能化轮式装载机技术研究与开发
8. BIM（建筑信息模型）+装配式建筑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9. 高性能钢丝、钢绞线及冷镦成型用钢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10. 基于区块链的可信价值交换技术研发与应用
11. 广西桑蚕茧丝绸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12. 汽车发动机零部件产品研发
13. 前置后驱乘用车关键技术协同创新开发与应用
14. 纯电动轿车、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集成开发
15. 全铝车身电动客车研发
16. 涵盖乘用、微型商用、轻型商用三类电动车电驱动桥平台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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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17. 满足国六 b排放法规的高性能增压缸内直喷汽油机开发
18. 乘用车模块化平台开发及应用
19. 后驱式汽车独立悬架（含主减速器总成）系统开发
20. 汽车轻量化扭转梁式后悬架系统、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研发及应用
21. 新型节能环保国六发动机开发
22. 冷轧家电用钢开发与产业化
23. 海洋工程用大规格耐腐蚀铝合金板带材开发与产业化
24. 商用车平置式发动机悬置技术、驾驶室全新造型设计技术研发
25. 广西新能源物流商用车协同创新研发
26. 面向乘用车钣金零件的高性能铸铁模具材料开发及应用
27. 城市生活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关键装备研发与示范应用
28. 信息安全管控平台技术研发与应用
29. 智能汽车座椅平台化设计开发
30. 分布式纯电动轿车底盘研发及产业化
31. 锂离子动力电池研发及产业化
32. 乘用车整体插管桥开发
33. 智能化多功能除雪设备技术研究与开发
34. 适合广西作业工况特点的切段式智能甘蔗联合收获机研发
35. 微合金化高强度汽车板的研发与产业化
36. 石墨烯改性高性能低成本润滑剂的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发
37. 冶炼废渣资源化利用产业化
38. 新药创制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39. 上通五 CN300平台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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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40. 上通五 CN180平台研发项目
41. 上通五中高端轿车产品研发项目
42. SUV产品创新提升项目
43. 上通五微型车产品创新提升项目
44. 东风柳汽中高端轿车研发项目
45. 房车研发项目
46. 上通五柳东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7. 东风柳汽柳东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8. 广汽集团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9. 专用车产品开发项目
50.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品项目
51. 微混、中混节能汽车项目
52. 新能源 PHEV（插电混合动力汽车）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开发项目
53. 新能源汽车电控装置项目
54. 新能源智慧汽车研发项目
55. 新能源汽车水泵电机和进气格栅研发项目
56. 电驱动系统研发项目
57. 新能源电池、电机和电子控制器研究与应用项目
58. 2.0T（增压直喷）发动机研发项目
59. V6汽车发动机研发项目
60. 自动变速器和新型发动机研发项目
61. 六档手动变速器总成研发项目
62. DCT360扩能变速器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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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63. 子午线轮胎研发项目
64. 大中型客车车桥产品开发项目
65. 铝合金发动机缸体缸盖研发项目
66. 新能源汽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研发项目
67. 珠光材料研发项目
68. 螺蛳粉产业链关键技术研发项目
69. 工业机器人研发项目
70. 特种机器人研发项目
71. 装配式建筑研发项目
72. 铝单板幕墙及铝蜂窝板项目
73. 钢结构装配式绿色建筑集成项目
74. 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柳州）新能源汽车检测能力建设项目
75. 上通五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项目
76. 广汽集团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项目
77. 长虹军民融合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项目
78. 铟锡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项目
79. 广西柳州石墨烯车辆应用研究院建设项目
80. 1MP以下高速脉动流体计量阀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81. 新能源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开发及成果转化应用
82. 高性能增压直喷发动机爆震/早燃抑制关键技术及应用
83. CN300S平台研发
84. 中高端乘用化车身平台项目（CN180S MCE）
85. 精细化垃圾压缩成套设备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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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86. 超低能耗断开式动力集成电驱桥产品研发
87. 高效轻量长寿命高端公路用驱动桥产品研发
88. 商用车智能驾驶关键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应用
89. 全新换代智能 SUV（SX5G）自主研发
90. 半同轴集成式电动车桥开发项目
91. 电动车桥试验台架能力构建项目
92. 锂电池动力观光车开发项目
93. 薄壁超高强钢轻量化后扭梁产品开发
94. “多轴分布式驱动”城市商用智能化纯电动汽车平台研发
95. “电机-减速器-电机控制器”三合一集成式高速电驱动桥开发
96. 基于焊接工艺的扭力梁产品疲劳技术研究与应用
97. 5-8.5T小型挖掘机回转减速机开发
98. 整体铸造型超大耐腐耐磨离心泵研发及产业化
99. 满足大型矿山工况的 70吨级液压挖掘机的开发
100. 符合最新排放法规的 30吨级液压挖掘机产品开发
101. 适用全系列挖掘机核心控制技术及关键零部件控制器的开发与产业化
102. D系列平地机平台开发项目
103. 静液压装载机技术研究项目
104. 高端挖机多路阀铸件开发
105. 挖机支座类铸件开发
106. 智能化柑橘农药喷洒装备研发与应用
107. 标准件用钢开发与应用
108. 钢厂除尘灰综合利用技术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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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109. 高品质冷轧热镀锌钢板开发及关键生产技术研究
110. 高品质耐候、耐酸钢关键制造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111. 高性能建筑结构用热轧钢板的开发与应用
112. 柳钢板带材绿色制造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
113. 桥梁下部结构预制拼装关键连接技术深化研究与产业化
114. 悬索桥超高强度、大直径钢丝拉索产品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115. 低 VOCs含量石墨烯改性汽车涂料开发与应用
116. 高世代面板用 ITO靶材的研发及产业化建设
117. 新能源汽车整车检测能力建设

备注：自治区“三百二千”工程中制定柳州的靶向重大技术共 22项，柳州市可争取的竞争择优类项目
共 16项；柳州市重大科技研发项目共 79项，合计 117项。自 2018年起，每年实施 20项以上的重大
科技项目。重大科技项目由市工信局和市科技局会商确定，符合柳州市“5+5”重点产业方向，符合自
治区“三百二千”工程方向，符合“柳发〔2018〕14号”文中 233个重大项目的支持方向，符合柳州市
2019年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的支持方向，重大科技项目总投资 500万元以上，资助科技经费 1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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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柳州市高层次创新平台创建计划表（含自治区“三百二千”
工程中涉及柳州的国家级创新平台计划表）

序号 创新平台类别 数量（个） 主要创建内容 牵头部门 主要配合部门、单位

1 国家工业设计中心 3 重点围绕“5+5”产业方向创建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有关企业

2 国家重点实验室 1 重点围绕“5+5”产业方向创建 市科技局 有关企业、广西科技大学

3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
4

重点围绕新材料、大健康、节能环保、新一

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

研发服务等领域创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海关、市税务局

等

4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
2

重点围绕新材料、大健康、节能环保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汽

车、康复机器人研发与应用、研发服务等领

域创建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市发展改革委 有关企业、广西科技大学

5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
1

重点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及

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的自治区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创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市科技局
各高新区、各县区科技局

（科工贸局）、有关企业

6 国家级众创空间 5
重点围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自治区众创空

间创建国家级众创空间
市科技局

各高新区、各县区科技局

（科工贸局）、有关企业

7 国家级星创天地 4
重点围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农产品加工、

农村电商等领域建设国家级星创天地
市科技局

各县区科技局（科工贸局）、

有关企业

合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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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柳州市引育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团队计划表（含自治区“三百二千”
工程中涉及柳州的引育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团队计划表）

序号 领域名称 人才和团队数量（个） 依托单位

1 汽车领域 10 相关重点汽车企业、广西科技大学等

2 机械领域 3 相关重点企业、广西科技大学等

4 冶金领域 3 相关重点企业、广西科技大学等

5 高端铝领域 1 相关重点企业、广西科技大学等

6 电子信息领域 1 相关重点企业 、广西科技大学等

7 节能环保领域 1 相关重点企业、广西科技大学等

8
高端装备制造

领域
1 相关重点企业、广西科技大学等

合 计 20 （截止到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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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工作方案

一、任务目标

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力量，也是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载体，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是反映一个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指

标。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补齐

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短板”，支撑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从

2019年起，针对我市企业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

业成长壮大中的瓶颈问题，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整合社会资源，

培育和发展更多高新技术企业，促进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

2020年，在确保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达到 460家以上的基础上，

力争新增 220家高新技术企业；到 2022年，力争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较 2017年实现倍增，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达到 560家以上。

二、工作措施

（一）加强政策宣传

统筹做好科技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宣传发动工作，加

强科技政策解读，多形式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宣讲，突出

企业科技活动管理和企业研发费用归集等业务知识培训，提高政

策的知晓度，激发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热情。

（二）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体系

市县联动，组织财税、法律、评估、咨询、知识产权等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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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依托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创新服务平台，建立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基地，选择符合国家 8大高新技术领域要求、

创新基础好、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培育，为培育企

业提供全流程、专业化服务，通过 1—2 年的努力，力争使其达

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

（三）加强政策激励

在柳州市科技计划中对入库培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倾斜支

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开展研发活动，在“5+5”产业等我市具

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的领域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的科研技术攻

关，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做强做大。鼓励企业积极申请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鼓励中小企业参加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对首次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给予 20万元/家的奖励；对重新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的企业给予 10万元/家的奖励。对符合“双升”条件的企

业（即高新技术企业升规上企业、规上企业升高新技术企业）一

次性奖励 30万元，鼓励高企上规入统。

鼓励科技双创载体孵化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

业。对于成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企业孵

化器和众创空间，分别给予 3万元/家和 1万元/家的奖励性后补助

支持。

（四）强化政策落实

进一步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优惠政策和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形成企业创新发展的激励机制。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培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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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评价扶持政策，壮大科技企业队伍。

（五）加强创新创业载体建设

充分利用高新区、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等有利条件，发挥行

业领军企业、创业投资机构、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主力军作用，

积极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模式，构建一批低成本、

便利化、专业化、全要素、开放式众创空间和虚拟创新社区，建

立完善“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创业孵化链，争创更多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等创新创业服务示范基

地，完善市场化运营机制，吸引聚集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项目的

对接，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使其成为科技企业孵化和成长的

摇篮。支持大型龙头企业以及国内领先孵化机构建设高层次科技

企业孵化载体，实现政府支持引导，以大企业为建设主体，以市

场运作为导向，以围绕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为中

心，以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做大企业主业为目标，以大企业开放

市场、开放需求、开放资源为核心，以合作模式创新、内部机制

创新为关健，以标准化、专业化、综合化的全生命周期孵化服务

为基础，力求线上线下融合、二产三产融合、企业内部外部融合、

政产学研资融合、创新与创业融合，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打造全国双创最具活力城市、全区双创龙头城市，成为全市打造

万亿工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六）提升平台资源集聚能力

加快推进自治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支持高新区、经济开

发区和科技创新小镇等创新创业集聚区的创新发展，加快科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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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集聚，培育一批具有核心关键技术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科技

型企业集群，引领全区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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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转化 400 项重大科技成果工作方案

一、任务目标及分解

紧扣创新发展要求，推动大众创新创业，充分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按照“出成果、促转化、强产业”的思路，建

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强化技术、资本、人才、服务

等创新资源深度融合与优化配置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促进

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强化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

用，形成柳州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新动力，为实现“万亿工业强市”

发展战略做出贡献。到 2022年，组织各县区市实施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 400项以上，重大科技成果的标准需符合自治区“三百二

千”工程要求。年度目标分解如下：到 2020年，转化重大科技成

果 200项以上；到 2022年，再转化重大科技成果 200项以上，不

断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二、工作措施

（一）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宣传与落实

统筹做好科技成果转化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工作，通

过科技大讲堂及专题培训，面向企业及高校、科研院所强化相关

政策解读及业务培训，重点开展“三权下放”（下放科技成果的使

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技术合同税费减免、科技成果转化奖励

性后补助等政策的落地执行培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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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用好激励政策的能力，激发全区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营

造充满活力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环境。

（二）强化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主体作用

聚焦产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向市场流动、向企业聚集。鼓

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发展，牵头承担科技重大专项，自主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和科技成果中试基地、熟化基地，联合共

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通过共建研发、技术转让、技术许

可、作价投资等形式夯实自身实力和引进外力支持，提升吸纳和

应用科技成果的能力。支持企业运用创新成果提高综合竞争力和

效益，为其探索应用新技术、新成果兜底，对企业引进科技成果

并转化应用的，给予技术交易金额按照购买和转化两种类型补助

最高 60%的奖励性后补助。鼓励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的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模式，以技术交易市场为依托，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成

果转化，将技术供给方、技术需求方、技术中介整合在一起，集

成技术、人才、政策、资金、服务等创新资源，帮助高校、科研

院所提高成果转化效率和成功率。

（三）深化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

加快制定柳州市促进事业单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政策措

施，鼓励高校、科研院所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的机制与模式，激发科技成果转化热情。落实“三权下

放”，完善并实施以“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

员给予奖励和报酬不低于 70%”为核心的分配机制；支持和鼓励科

研人员通过创新创业或到企业挂职、兼职等形式提升科技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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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和转化。大力引进区外高校院所入驻柳州建立高层次研发平

台，有针对性为企业设计和实施研发项目，研发团队全程参与企

业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帮助企业突破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提

高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供给的有效性。引导本地高校、科研

院所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内设机构，健全面向企业的技术服务网络，

定期发布科技成果目录，将科技成果投入市场，让其实现价值。

开展以事前产权激励为核心的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赋予科研

人员一定比例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将事后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奖励，前置为事前国有知识产权所有权奖励，以产权形式激发职

务发明人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动力。转制院所和事业单位管

理人员、科研人员，在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后，以“技术股+

现金股”组合形式持有股权，与孵化企业发展捆绑在一起，提升科

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成功率。

（四）强化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布局和建设

建立健全市、县区两级技术转移工作网络。加快在柳东新区

（高新区）和柳南区分别建设柳州科技大市场和桂中科技大市场，

完善全市统一的网上技术交易平台，加速市、县区交易平台的连

线并网，加强与国家、自治区科技成果网、技术转移网络等平台

机构的对接，推动在广西建立分支机构。壮大技术转移中介服务

机构，联动广西网上技术交易平台开展技术交易活动，在全市布

局建设具备成果信息采集发布、对接交易、路演展示、科技金融

等服务功能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给予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完成的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额 1‰的补助；给予技术转移中介机构促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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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易的技术交易额 1%的补助。

（五）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培育建设

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设立技术转移相关学科或专业，与企业、

科研院所、科技社团等建立联合培养机制。推动将技术转化领军

人才纳入各类人才计划，与国际技术转移组织联合培养国际化技

术转移人才。加强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建设，畅通职业发展和职称

晋升通道。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设置专职从事技术转移工

作的创新型岗位，绩效工资分配向作出突出贡献的技术转移人员

倾斜。鼓励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技术转移服务。

（六）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考核和监督评估

对各县区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考核，组织柳州科技成果转

化大行动认定项目的实施效果评估，对实施 2年以上的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进行评估，督促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施主体加快成果

转化应用。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考核评价机制，对承

担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任务的单位建立信用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