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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技术市场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技术交易所有限公司、上海产

业研究院、上海若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觉（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驰翰企业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上海堃行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大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苏州纳塑众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磊、张绪英、陈晨、黄灿华、王聪、王萌、李英杰、吴滨海、刘洁璟、王荷

瑜、陈松、熊露露、何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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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型研发机构认定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型研发机构的认定目的与原则、认定条件、认定

程序、指标体系及认定结果与复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新型研发机构 

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

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企事业单位或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新型研发机构认定 

对申报新型研发机构单位提交的相关材料开展审核与认定，认定内容一般包括申报单位的基础规

模、投入模式、体制机制、研发条件、创新活动产出、创新活动效益等。 

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评价新型研发机构不同方面的可数量度量或程度度量的一组指标。 

4 认定目的和原则 

认定目的 

为相关单位和部门开展新型研发机构认定提供操作规范，促进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 

认定原则 

4.2.1 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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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的基础条件和评价指标科学合理，符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建

设新型研发机构的基础特征。 

4.2.2 有效性 

新型研发机构的认定能有效满足对新型研发机构的扶持资助的需要，有效引导新型研发机构的创

新发展，满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创新定位。 

4.2.3 可行性 

新型研发机构的认定基本条件和获取评价指标数据切实可行，或者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可行。 

5 认定条件 

认定服务机构 

认定服务机构应具备： 

——企业、事业或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科技管理相关工作经验，熟悉新型研发机构相关科技政策； 

——不少于 10 人的专职工作人员，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新型研发机构认定工作。 

申请认定机构 

5.2.1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注册和运营 1 年以上，应具有企业、事业或民办非企业

等性质的独立法人资格。 

5.2.2 拥有进行研究、开发和试验所必需的仪器、设备、固定场地等基础设施，其中，自行购买、

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原值应不低于 500 万元。 

5.2.3 应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科研机构、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研

发人员激励、知识产权等管理制度。 

5.2.4 主要开展的应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与服务、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企业

孵化服务。 

5.2.5 拥有一支人员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专业人才队伍，研发人员占职工总人数比例应不低于 30%。 

5.2.6 具有稳定的研发投入，每年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技术服务收入（含科技成果转化收入）比例

应该不低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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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应具有明确的研发方向和清晰的发展战略，积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

在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创业与孵化育成等方面有鲜明特

色。 

5.2.8 上年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收入总和应超过当年总收入

的 50%。 

5.2.9 应承诺未来五年内自主孵化和外部引进科技型企业不少于 15 家，三年后每年的科技服务或

技术转移到账收入合计应不少于 200 万元。 

6 认定程序 

申报单位自愿、如实、完整填报由相关省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新型研发机构申报表”及相关材料，提交至相关省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或由相关省市科技行

政主管部门委托的认定服务机构完成申报。 

相关省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或由相关省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认定服务机构受理申报，

进行形式审查与汇总，确认申报材料完整性，并聘请专家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开展认定评审，提出认定评

价意见。 

相关省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或由相关省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认定服务机构根据专家评

审结果确定拟认定机构名单并向社会公示，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申请单位，授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新型研发机构”牌子。 

 

图 1 新型研发机构认定流程 

7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概述 

新型研发机构认定评价评价一级指标包括新型研发机构基础条件、创新活动和创新效益。其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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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新型研发机构基础条件方面，主要从新型研发机构研发人员规模与素质、研发基础条件、总体建设

规模、新型组建方式和市场化运行机制等 5 个指标进行考量。在评价新型研发机构创新活动方面，主要

从新型研发机构研发投入水平和承担科研项目能力等 2 个指标进行考量。在评价新型研发机构创新效

益方面，主要从新型研发机构的研发产出水平、成果转化效益和创业孵化能力等 3 个指标进行考量。具

体指标及说明按表 A.1 要求进行。 

 

图 2 新型研发机构认定评价指标体系 

基础条件评价 

基础条件评价一般包括以下 5 个具体指标： 

——研发人员规模与素质：主要考察申报主体研发人员规模是否支撑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主要从研

发人员总数（人）、研发人员占机构总人数的比重（%）等考量；主要考察申报主体是否拥有高水平研

发人员，考察研发人员学历（本科、硕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等人员比重、高层次创新人才（入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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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省部级人才培养计划）等数量。 

——研发基础条件：主要考察申报主体自行购买用于研发的科研设备原值（万元）规模情况。 

——总体建设规模：主要考察申报主体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

办公及研发场地面积（平方米）情况。 

——新型组建方式：主要考察申报主体是否多元化投资、是否采用理事会（董事会）为主要形式的

法人治理结构和院长、所长、总经理负责制的新型管理体制，是否根据法律法规和出资方协议制定章程

并按照章程管理运行，实行投管分离、独立运作。 

——市场化运行机制：主要考察申报主体是否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创新管理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机

制。 

创新活动评价 

创新活动评价一般包括以下 2 个具体指标： 

——研发投入水平：主要考察申报主体年研发经费支出总额（万元）、年研发经费占总收入的比重

（%），反映申报主体的科研投入能力。 

——承担研发项目的能力：主要考察申报主体承担的国家级、省部级、市级科技项目以及横向项目

数量和经费总额，反映申报主体的研发水平。 

创新效益评价 

创新效益评价一般包括以下 3 个具体指标： 

——研发产出水平：主要考察申报主体拥有授权发明专利数量、近 3 年牵头或参与制定省级及以上

行业标准数量、近 3 年获得市级及以上科技奖项数量情况。 

——成果转化效益：主要考察申报主体年收入情况、近 3 年科技成果转化收入情况，四技服务收入

占年总收入比重情况。 

——创业孵化能力：主要考察申报主体近 3 年创办企业数量、孵化企业数量。 

8 认定结果与复核 

8.1 认定部门对申报单位提交的资料和文件进行审核和认定评价，满足认定要求的评价得分应不低

于 60 分。 

8.2 相关管理部门对满足认定要求的，授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型研发机构”牌

子。 

8.3 对授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型研发机构”牌子的机构实施动态管理，定期组

织复核，对不再符合本标准的机构，提出限期整改要求或取消其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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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新型研发机构认定评价指标体系 

表A.1  新型研发机构认定评价指标体系 

编号 
一级

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说明及评分细则 

1 
基础

条件 
20% 

研发人员

规模与素

质 

8% 

①在职研发人员总数不低于 15 人； 

②研发人员总数占机构总人数比例不低于 30%； 

③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研发人员占研发人员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50%； 

④具有高级职称研发人员占研发人员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40%; 

⑤具有国家级或省部级人才培养计划人员数量不低于 2 人。 

90—100 分：满足以上 5 项； 

61-89 分：满足以上 3-4 项； 

0-60 分：满足以上 0-2 项。 

研发基础

条件 
3% 

拥有进行研究、开发和试验所必需的仪器、设备、固定场地等基础设

施，其中自行购买、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 500 万元，得 60

分，设备原值每增加 100 万元，得分加 10 分，最高分值 100 分。 

总体建设

规模 
3% 

研发机构办公和研发场地面积共计不少于 300 平方米，得 60 分，面

积每增加 100 评分米，得分加 10 分，最高分值 100 分。 

新型组建

方式 
3% 

①机构采用多元化投资，投资方不少于 2 位； 

②机构组织架构采用理事会（董事后）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及

院长、所长、总经理负责制的新型管理体制； 

③根据法律法规和出资方协议制度章程并依照章程管理运行； 

④机构投管分离、独立运作。 

以上每点 25 分，总分值 100 分。 

市场化运

行机制 
3% 

①管理制度健全。具有现代化的管理体制，拥有明确的人事、薪酬、

行政和科研经费等内部管理制度； 

②运行机制高效。包括市场化的决策机制、高效率的成果转化机制、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等； 

③引人机制灵活。包括市场化的薪酬机制、企业化的收益分配机制、

开放型的引人和用人机制等。 

90-100 分：符合以上 3 项； 

61-89 分：符合以上 2 项； 

60 分：符合以上 1 项。 

2 
创新

活动 
25% 

研发投入

水平 
17% 

①年研发经费支出总额不低于年支出总额的 40%，得 30 分，每增加

2%，得分增加 2 分，此项分值最高不超过 50 分； 

②年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总收入比重不低于 30%，得 30 分，每增加

1%，得 2 分，此项分值最高不超过 50 分。 

以上两项总分值 100 分。 

承担研发

项目的能

力 

8% 

①机构已有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市级科研项目总量不少于 3 项； 

②机构承担的国际级、省部级和市级科研项目经费总额不少于 100 万

元； 

③机构已有承担企业类项目总量不少于 2 项； 

④机构承担企业等横向项目经费总额不少于 50 万元。 

90-100：满足以上 4 项； 

61-89：满足以上 3 项； 

60 分：满足以上 2 项。 

 

表 A.1  新型研发机构认定评价指标体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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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

效益 
55% 

研发产出

水平 
22% 

①当年度机构申请受理专利不少于 3 项，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不少

于 1 项； 

②机构拥有专利不少于 3 项，其中发明专利拥有量不少于 1 项； 

③机构牵头或者参与制定省级及行业标准不少于 1 项； 

④机构获得市级及以上科技奖项不少于 1 项。 

以上每项 25 分，分值最高 100 分。 

成果转化

效益 
22% 

①机构年收入不低于 300 万元； 

②机构近 3 年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不低于 100 万元； 

③机构年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收入

总和不低于当年总收入的 50%。 

90-100 分：符合以上 3 项； 

61-89 分：符合以上 2 项； 

60 分：符合以上 1 项。 

创业孵化

能力 
11% 

①机构已创办 1 家企业，得 30 分，每增加 1 家企业加 10 分，此项分

值不超过 50 分； 

②机构已孵化 3 家科技企业，得 30 分，每增加 1 家企业加 10 分，此

项分值不超过 50 分。 

以上 2 项分值总和不超过 1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