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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解读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2025年度视听系统典型案例推荐工作启动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和信息
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为更好贯彻落实《管理办法》相
关要求，回应社会关切，现就《管理办法》有关
内容解读如下。

出台的背景

是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科技成果转化和新兴
产业孵化上下更大功夫，积极培育新业态、新
模式、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孵
化器向前贯通创新链、向后链接产业链，横向
融合资金链和人才链，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融合的重要载体，能够有效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孵化和产业化，做优企业增量，促进高
质量就业，有效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
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孵化器建设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创业孵化发展道路。目前，全国孵化机构总
数1.6万家，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布局
建设分支机构，培育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
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在推动经济
快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2023年3月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孵化器管理职责划入工业和信息化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孵化器发展
赋予了新使命、提出了新要求。因此，需要对
原管理办法进行修订，为孵化器发展厘清思
路、明确方向，进一步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强化高水平科技服务，适应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需要。经过一年多的广泛调研、专家
论证以及征求各地方、各有关部门意见建议，工
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新版《管理办法》，标志着
我国孵化器发展和统筹管理进入新阶段。

总体思路

是什么？

《管理办法》综合考虑孵化器发展现状、

问题和趋势，契合当前发展实际进行了系统
性重构，旨在推动孵化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
提升转变，从提供服务向构建创新创业生态
转变。修订思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功能定位上，突出促进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孵化科技型企业、弘扬企业家精
神，突出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
未来产业培育，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是从管理体系上，推动原国家级转为
部级（标准级）孵化器，同时，聚焦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领域，培育对标国际一流的部级
（卓越级）孵化器，引导各类资源要素集聚。

三是在认定标准上，标准级孵化器更加
注重服务能力和孵化绩效，卓越级孵化器则
强化产业属性、服务功能、高端人才、投资带
动、加速转化等方面的能力，整合集聚创新
资源，构建创新创业发展生态。

四是在工作机制上，突出部省协同，工
业和信息化部加强全国孵化器规划、政策、

标准引导和监管，同时，引导地方各级主管
部门加强指导和服务，加大对孵化器的资
金、人才等政策扶持。

《管理办法》的框架

与重要调整是什么？

《管理办法》共7章29条，包括：第一章
总则。明确制定依据和管理职责，以及孵化
器定位、功能和目标。第二章认定条件。明
确部级孵化器实行达标认定，卓越级孵化器
实行择优认定，并提出认定条件和要求。第
三章认定程序。明确孵化器申请、审核推
荐、评审认定、组织实施等程序要求。第四
章评价监督。明确孵化器绩效评价、日常监
督等要求。第五章变更与撤销。明确经认
定的孵化器变更和撤销的相关要求。第六
章促进与发展。明确促进孵化器发展的相

关措施，在政策支持、能力建设、创新加速、
统计调查、专业化发展等方面要求。第七章
附则。明确参照管理、绩效评价、解释和废
止等相关要求。

《管理办法》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孵化器
（以下简称“部级孵化器”）的认定中，设置了
标准级和卓越级两类，这是本次修订中最大
的调整。其中，标准级孵化器对标原国家级
孵化器，实行达标认定，即达到规定条件就
可被认定为标准级。对于原国家级孵化器
而言，新设立的标准级条件充分衔接原政策
框架，保持了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通
过优化和提高相关指标要求，推动原国家级
孵化器平稳过渡到部级（标准级）孵化器。
部级（卓越级）孵化器是对标国际一流，择优
认定，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提供
高标准专业化服务的创新型孵化器。卓越
级孵化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优中选
优、总量控制，通过政策引导和统筹布局，着

力发挥卓越级孵化器的标杆示范和引领作
用，推动前沿技术成果产业化。

从认定条件上看，标准级孵化器结合新
时期新要求，新增和优化了部分指标，本质上
更加注重孵化服务能力和孵化绩效，包括增
加在孵企业新增注册数占比、创新型企业占
比、在孵企业营收和研发投入增长率、孵化服
务收入占比等体现企业质量和孵化器运营能
力的判定条件；调整优化孵化资金规模、毕业
企业数量等指标条件；适当降低场地面积、在
孵企业数量等规模上的要求。卓越级孵化器
充分体现强产业属性、强服务功能、强人才牵
引、强投资赋能、强加速效应五大方面，通过
专家评审择优遴选。

推动《管理办法》落实的

管理措施有哪些？

《管理办法》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含加
速器、众创空间）进行动态管理。工业和信息
化部负责认定部级孵化器，包括标准级和卓
越级。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孵化器认定工
作。同时负责制定全国孵化器规划、政策和
标准，开展孵化器统计调查和监测分析等工
作。关于评价监督，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另行
制定孵化器绩效评价标准，标准级孵化器每
年进行绩效评价，卓越级孵化器每3年进行
复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孵化器主管部门负责本地
区孵化器管理工作，结合区域实际统筹布局
孵化器发展，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引导孵化器
做优做强。

新认定的部级孵化器

与原有国家级孵化器如何衔接？

自《管理办法》印发之日起至2027年12
月31日止为政策衔接过渡期，在过渡期内，
相关机构原有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资
格继续保留，同时可按《管理办法》申报“工业
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在过渡期
结束后，未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
孵化器”资格的原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不
再保留相应资格。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衔接另
行通知。

本报讯 为加快引导重点行业
企业节能降碳改造，近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
总局等三部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
2025 年度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
企业推荐工作。

根据通知，推荐范围依据国家
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和《工业重点
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
（2023 年版）》，聚焦石化化工、钢
铁、有色金属、建材、轻工、纺织等行
业，具体包括原油加工，煤制焦炭，
煤制烯烃，乙烯，对二甲苯，精对苯
二甲酸，甲醇，乙二醇，烧碱，聚氯乙
烯，纯碱，电石，黄磷，合成氨，尿素，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钛白粉，子午
线轮胎，钢铁（含烧结、球团、高炉、
转炉、电弧炉冶炼等工序），铁合金
冶炼，铜冶炼，铅冶炼，锌冶炼，电解
铝，氧化铝，工业硅，镁冶炼，多晶
硅，水泥熟料，平板玻璃，建筑陶瓷，

卫生陶瓷，卫生纸原纸、纸巾原纸，
棉、化纤及混纺机织物，针织物、纱
线，粘胶短纤维，聚酯涤纶等 38 个
细分行业。

通知强调，推荐企业为年能源
消费量超过 1 万吨标准煤的独立
法人单位，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达
到或优于本行业能耗限额强制性
国家标准中的 1 级（先进值）和《工
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
水平（2023 年版）》的标杆水平，且
主要工艺设备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此外，企业还应制定实施节能
降碳计划方案，建立节能目标责任
制和节能奖惩制度，并根据国家标
准及相关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
系统、能源管控中心或能碳管理中
心等。

根据通知，推荐程序按照申请、
初审、复审和发布、宣传推广的顺序
进行。 （跃 文）

本报讯 记者吴丽琳报道：近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印发通
知，组织开展2025年度视听系统典
型案例推荐工作，旨在加速视听电
子技术、专利、产品和服务推广，培
育视听电子应用新场景。

通知提出，将围绕教育与会议
视听、智能音视频采集、数字舞台和
智慧文博视听、近眼显示和激光显
示四大方向，推荐一批技术先进、成
效显著、可推广的视听系统典型产
品和应用解决方案。

具体来看，教育与会议视听系
统包括但不限于智慧黑板、智能交

互投影、虚拟现实教育一体机、智能
讲台、体育教学监测、健康声环境等
教育视听产品，云台摄像机、传声
器、扬声器、控制台等会议视听产
品，以及数字化教室、智能视听会议
系统等解决方案。

智能音视频采集系统包括但不
限于面向目标辨识、行为识别、工业
探伤、缺陷检测、安全巡检、灾害预
警、高低温监测等场景的高精度摄
像机、工业摄像机、热成像产品、视
觉感知算法、音频分析算法的系统
级产品和解决方案。

数字舞台和智慧文博视听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面向视听科技与文化
创意融合的沉浸式光影秀、运动

LED屏、空间光成像、虚实互动、数
字人、裸眼3D、AR呈现、VR体验、
AR导航、全景成像、动作捕捉、“子
弹时间”成像和专业音响等产品和
解决方案。

近眼显示和激光显示系统包括
但不限于 VR/AR/MR 终端、AI 眼
镜、虚拟现实交互设备、内容采集制
作设备、开发工具软件等近眼显示
产品，以及激光电视、激光投影等激
光显示产品。

通知要求，申报主体应具有较
好的经济实力、技术研发和融合创
新能力，在质量、安全、信誉和社会
责任等方面无不良记录。允许以联
合体方式参与申报，联合单位不超

过3家。案例应具有较高技术水平
和完整解决方案，具有较强的代表
性、示范性、创新性和可推广性，能
充分体现视听电子产业的技术特点
和适用场景，拥有自主商标品牌，掌
握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并在产业化应用中取得良好成效，
对相关行业或企业具有较强借鉴意
义和推广价值。每个申报案例仅可
选择1个申报方向。

通知还指出，工业和信息化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将组织专家对推荐案例
进行评审、公示，按程序对外公布
推广。

电磁监测卫星（“张衡一号”02星）

成功发射

本报讯 6 月 14 日，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
载火箭，成功将电磁监测卫星（“张
衡一号”02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电磁监测卫星（“张衡一号”
02 星）是《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2015—2025
年）》中首颗地球物理场探测业务
卫星。卫星搭载 S、X 频段等测控
与数传载荷，将对电磁场、电磁波、
电离层、中性大气层的相关参数开
展准实时监测，捕捉电磁异常、大
气层中雷暴与闪电活动等信息，为

应急管理、资源测绘、通信导航等
行业提供数据支撑。该星发射入
轨后，将与已在轨运行多年的电磁
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01 星）
在同一轨道平面的不同相位进行
协同观测，可有效提高观测的时
空分辨率，更充分满足卫星的应用
需求。

前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按规定
组织完成了有关频率协调工作并依
法颁发了许可，为电磁监测卫星
（“张衡一号”02 星）工程的顺利实
施提供了无线电频率及轨道资源支
撑保障。 （伍 轩）

《纺织工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印发

三部门组织推荐2025年度重点行业

能效“领跑者”企业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数据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纺织工
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规模
以上纺织企业关键业务环节全面数
字化比例超过70%。

纺织工业是我国传统支柱产
业、重要民生产业和国际优势产业，
在美化人民生活、服务经济发展、实
现共同富裕、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实施方案》明确了
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 2027 年，
数字化转型基础支撑能力进一步提
升，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现，有力推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关键业务环
节全面数字化比例超过 70%，打造
150 个以上数字化转型典型场景、
60个以上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30
个数字化转型典型集群/园区，培育
推广 200 个以上示范作用强、易复

制推广的数字化转型典型解决方
案。到203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赋
能纺织工业数字化改造取得显著成
效，进一步推动企业生产方式、经营
模式、组织形式变革和创新，实现纺
织工业全价值链跃升。

《实施方案》提出，聚焦纺织行
业特点，系统梳理研发设计、计划调
度、车间物流、质量管控、供应链管
理等重要环节，通过典型场景的应
用示例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借鉴
参考。纺织工业数字化转型典型应
用场景主要包含工艺设计、印染车
间智能排产、物料精准配送、服装个
性设计、产品质量追溯、供应链协同
管理等方面。

《实施方案》提出新一代信息技
术赋能行动、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应
用行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夯实
支撑基础行动等4个方面提出18项
具体工作任务。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行动
中，强调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攻

关一批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纺织数字化、智能化
关键技术。突破坯布瑕疵检验、染
化料测配色及物流专用设备等数据
采集技术、数据分析决策系统、智
能化加工技术等，打通全流程数字
化制造断点。大力推进服装家纺
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建立由缝
制设备、人工智能技术等构成的智
能协同缝制系统。深化“5G+工业
互联网”融合应用，鼓励建设服务
于中小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引
导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
管理、运维服务等环节加大人工智
能应用，开发符合纺织行业特点和
需求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促进
人工智能技术与纺织行业知识融
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工作流
程数据。

在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应用行动
中，指出支持企业借助工业互联网
平台，应用人机交互、虚拟交互等方
式获取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推广协

同设计、云设计等方式，增强用户在
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参与度，实现
量身定做。推动产线柔性升级改造
和一次成型加工技术发展，提高小
批量、多品种、个性化、大规模定制
化加工能力。鼓励纺织企业构建全
流程数字化生态系统，加大智能设
备投入。

在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中，提
出推动高端化跃升、加快智能化升
级、加速绿色化转型和深化融合化
发展。例如，提升企业数字化集成
应用水平，加快建设数字化、智能化
生产线与生产车间。进一步推广机
器人、智能物流系统、智能检测装备
等，加大化纤、织造、纺纱企业全流
程智能车间/工厂建设。

据统计，目前我国纺织行业
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
别达63.7%、82.3%，化纤、棉纺等领
域龙头企业智能工厂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 （晓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