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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建设创新创

业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

后评估相关情况

为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切实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苏州市于2018年出台了《关于构建一

流创新生态建设创新创业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

《创新生态政策》）以及十余项配套措施。《创新生态政策》）

自实施以来，至今已有二年，依据规定，需要对重大行政决

策《创新生态政策》进行后评估，通过评估深入掌握政策落

实推进情况和阶段进展成效，提出进一步修订完善科技创新

政策措施，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效果。

一、评估工作概况

(一)评估准备阶段

1.成立评估小组

为保障《实施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工作顺利开展，

确保评估效果，苏州市科技局委托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院建立专门政策评估组，对《创新生态政策》开展评估。市

科技局于2019年4月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副局长吴伟澎同志

为组长，法规处、高新处、合作处、人才处、配置处等相关

处室负责人为组员的工作小组，组织协调评估工作的整体推

进。

2.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

政策落实涉及科技局、财政局、发改委、工信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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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税务局、统计局等多个部门，为此，科技局报请市政府

转发市科技局关于开展政策落实部门自评工作的通知，建立

了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同时，科技局内部也建立了相应的

协同推进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3.科学制定工作方案。

以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为主要工作目标，与战研院

共同完善评估工作方案。在评估内容方面，要求充分体现政

策落实和实施成效、查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难点和堵点、提

出进一步完善优化政策的对策建议等；在评估方式上，将自

评和他评相结合；在评估手段上，采取多种手段获取第一手

资料，如开展问卷调研、座谈、走访等多种形式，确保评估

工作客观全面；在评估团队方面，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院抽调在政策评估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研究能力较强的骨干

人员组建专门评估小组。

（二）评估实施阶段

一是开展评估前期准备工作。评估小组在前期准备工作

中，将“两个综合性政策”按照政策主体进行了分类，为确

保分类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我们给出了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最终形成了包含 110 个政策点，涉及企业、人才、高校院所、

金融机构等六大类创新主体的政策分类体系。

二是积极开展自评工作。在科技局内部，组织高新处、

合作处等各相关处市提交了 5 份自评报告；在市政府以及各

职能部门的大力配合下，收集了来自市发改委、市工信局、

市财政局等 16 个部门的自评报告，为评估小组全面了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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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落实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三是广泛发放调研问卷。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支持评

估小组面向科技部门、企业、园区、高校院所、金融机构、

研发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科技人才发放了 173 份调查问卷，

查摆落地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评估小组反映调研问卷填写效

果较好，为评估工作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四是组织召开座谈会。支持评估小组先后开展了高校院

所、科技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科技人才座谈会、基层科技

部门、新型研发机构等 6 场座谈会，近百名代表参加。评估

小组就相关政策与参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面对面交流，充分

挖掘政策落地执行存在的问题，并了解创新主体未来的政策

需求。

（三）评估报告形成阶段

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评估小组形成了大纲和初稿。

评估小组成员单位集体讨论确定报告框架，对初稿提出了相

关的建议和意见，经充分沟通，形成了评估报告的征求意见

稿。随后，专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

又对评估报告进行了修改。在充分吸收采纳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对评估报告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正式的立法

后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调突出问题。本着发现问题、寻找不足的初衷，

我们建议评估小组在报告中将科技创新政策落实问题写实

写细，查摆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难点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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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翔实提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

二是鼓励提出政策建议。支持战研院从创新主体或者市

场的角度出发，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并在

吸纳调研对象的政策需求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内外创新领先

地区的先进做法，进一步拓展政策建议的范围，为我们未来

创新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共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建议。

三是完善成果形式。为增强评估成果的可读性，评估报

告图文并茂，以更加直观的形式将评估结果呈现出来；同时

出具约 5 万字详细版和 6 千字缩略版的评估报告，以方便参

阅。最终形成了由苏州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报告、政策条文分

类、座谈会纪要、调研问卷分析报告等组成的政策评估成果

集。

二、《创新生态政策》的评估结果

一、政策条款及配套文件总体情况

（一）科技创新政策整体情况

（二）科技创新政策总体评价情况

二、政策执行情况

（一）强化“贯彻部署”，统一思想认识

（二）强化“宣传培训”，提高政策知晓率

（三）强化“联动配套”，提高政策协同效应

（四）强化“服务创新”，提高政策落实效率

三、政策落实成效

（一）精心培育，创新型企业集群不断壮大

（二）前瞻布局，产业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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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着力扶持，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作用明显增强

（四）精准引才，人才集聚效应更加凸显

（五）强化对接，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

（六）放眼全球，开放创新取得新的成就

（七）聚焦服务，创新创业链条更加健全

（八）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趋于完善

（九）聚力改革，科技体制机制活力进一步释放

四、苏州市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和指标对标

（一）主要政策对标

（二）主要科技创新指标对标

五、政策制定的主要问题

六、政策落实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七、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相关对策建议

（一）关于培育创新型企业的政策建议

（二）关于抢占先导产业创新制高点的政策建议

（三）关于科技金融有机结合的政策建议

（四）关于厚植人才优势的政策建议

（五）关于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建议

（六）关于推动开放创新的政策建议

（七）关于加快形成创新创业孵化新格局的政策建议

（八）关于营造更加优良的创新创业氛围的政策建议

（九）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十）关于科技创新政策落实的工作建议

以上是本次评估工作的基本情况。下一步，我们强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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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果的运用，认真研究评估报告，针对科技创新政策存在

的问题，加强研讨分析，汲取其中好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完

善相关科技创新政策，大力集聚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资

源，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推动我市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附件：苏州市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