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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代丹丹

一、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现状

（一）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快

速增长

内蒙古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数 量 增 长 较 快。2013 年 内 蒙 古

仅有 182 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

已 超 过 1070 家，2015 年 以 来 平

均每年新增 143 家，平均增长率

超过 35%，其中生物与新医药

和 资 源 环 境 类 企 业 占 比 19.8%

和 18.1%， 均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7.7% 和 5.4%）。 电 子 信 息

类企业和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企业

较少。从生产规模看，年销售收

入超过 4 亿元的企业为 136 家，

占比 12.8%，2-4 亿元的企业为

50 家， 占 比 4.7%，1-2 亿 元 的

有 87 家企业，占比 8.2%，5000

万 -1 亿元的有 152 家企业，占

比 14.2%，2000 万 -5000 万 的 企

业 208 家 19.4%，小于 2000 万的

企业 434 家，占比 40.7%。

摘  要 ：“十四五”及未来时期，内蒙古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必须把

创新作为第一动力。高新技术产业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手段，对推动内蒙古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近年来，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快速增长、

经济指标持续提升、科技投入继续增加、科技产出日渐丰硕、科技交流不断活跃，但依然存在高新技

术产业结构不合理、科创能力不强、发展环境不优等制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建议从着力

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创新能力、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关键词 ：内蒙古     高新技术产业     高质量发展     思路对策

（二）主要经济指标持续提升

内蒙古纳入统计的高新技

术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均有快速

提升且收入结构持续优化。2020

年工业总产值 5480.1 亿元、营

业收入 6248 亿元、净利润 303.6

亿元、上缴税收 247.6 亿元、出

口 创 汇 227 亿 元， 分 别 是 2015

年的 4.3 倍、5.2 倍、11.3 倍、4.4

倍和 2.2 倍。营业收入中技术收

入 总 额 已 近 160 亿 元， 较 2015

年几乎翻了四番，技术收入占比

由 0.84% 升至 2.43%，收入结构

有所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收入

结构调整速度过于缓慢，技术收

入占比在全国依然属于较低水

平，且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有

所扩大。

2020 年内蒙古高新技术产

业人均产值 171.1 万元，居于全

国首位，人均净利润 9.5 万元，

居于全国第七 ；年末人均资产

406 万元，年末人均负债 233 万

元，均居于全国首位，内蒙古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高投入、高

负债、高产出的特点。

（三）科技投入继续增加

近年来，内蒙古高新技术产

业在科技投入方面继续加大，主

要表现在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和经费投入持续增加。

1. 科技人才不断壮大。全

区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活动人员

规 模 较 2015 年 增 长 158%， 年

均 增 长 21%， 高 于 全 国 11.8%

的增长率。其中，R&D 人员增

长 88.2%，年均增长 13.5%，同

样 高 于 全 国 10.7% 的 增 长 率。

R&D 人员占全区高新技术产业

科技活动人员总数的 44.3%，较

2015 年下降 16.5 个百分点，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53.9%）， 但

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高新技术产

业 R&D 人员增长率低于科技活

动人员增长率导致的。

2. 经费投入持续增加。内

蒙古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加大，增

长率居于全国前列。2020 年全

基金项目 ：本文为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2021 年度校级课题青年项目“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的现

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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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活动内部支

出为 243.8 亿元，较 2015 年增加

351%，年均增长 35.2%，仅低于

西藏（44.6%），高于全国平均增

速（21.3%）。 其 中 R&D 经 费 支

出 103.45 亿 元， 较 2015 年 增 长

268%，年均增长 29.8%，仅低于

江西（34.3%），高于全国平均增

速（16.1%）。

（四）科技产出日渐丰硕

1. 专利产出快速增长。2015

年以来，全区高技术产业专利

申请和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年均

增长分别达到 28.5% 和 40.9%，

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17.1% 和

18.8%）。专利产出质量也有显

著提升，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显

著增长，且其在专利申请中所占

的比重实现了从 2015 年比国家

平均水平低 7.7 个百分点到 2020

年高 7.9 个百分点的跃迁。

2. 科研和新产品项目数量

持续增加。2020 年内蒙古高技

术产业 R&D 项目数量 269 项，

较 2015 年 增 幅 达 70%, 年 均 增

长 14%，仅比国家平均水平低 3

个百分点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量

426 项，较 2015 年增长 2.7 倍，

年均增长近 30%，高于国家平

均水平（19%）。

（五）科技交流不断活跃

近年来，内蒙古与其他地

区或国家的科技交流逐步增加，

科技合作日渐紧密。2015 年至

2020 年，内蒙古技术市场技术

合同总量年均增长 23%，其中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和技术转让合同数量均有不同程

度的明显增加。

同时期，技术市场成交金

额和各项合同金额也基本逐年增

加。内蒙古技术市场成交额较

2015 年 增 加 1.3 倍， 增 长 超 20

亿元，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

术服务合同金额均有所增加，技

术合同金额总量较 2015 年增加

33.2%。

二、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虽然

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取得一些

成绩，但还存在突出的短板和弱

项，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不合

理、科创能力不强和发展环境不

优三个方面。

（一）高新技术产业结构有

待优化

1. 高新技术企业存量不足。

虽然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经历了

较快增长，但同一时期全国各地

的高新技术企业也在快速增长，

相比之下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存

量依然严重不足，占比较低。

当前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超

过 24 万家，内蒙古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仅占 0.44%，位于全国第

25 位，企业存量不足。

2. 高新技术园区发展不均

衡。内蒙古高新技术园区大多定

位不清、规模不大、产业雷同、

同质化竞争较为严重，国家级、

自治区级和盟市级园区在发展中

互相争夺资源，缺乏产业协作，

未能发挥产业集群资源集中优势

互补作用。现有三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园区中，包头高新技术园区

在园区工业总产值、营业收入、

净利润等诸多指标上超过鄂尔多

斯和呼和浩特国家高新技术园区

之和，呈现一家独大势头。

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领域

分布结构不均衡。内蒙古电子信

息类企业和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企

业数量严重不足，制约内蒙古经

济发展。该两类企业是国民经济

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支柱产

业，对于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内蒙古高

新技术企业总量偏少，其中电子

信息类企业和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企业占比又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对内蒙古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起到一定制约作用。

（二）高新技术产业科创能

力有待提高

1. 科研投入不足。从研发

经费投入看，虽然内蒙古高新技

术企业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加，

但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经费投

入规模较低，2020 年全区高新

技术企业科技活动内部支出规

模和 R&D 经费支出规模仅分别

占全国总量的 0.88% 和 0.78%。

从研发人员投入看，近年来内蒙

古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和

R&D 人员均有快速增长，但总

量依然较低，仅占全国的 0.67%

和 0.55%,R&D 人员全时当量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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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0.53%。

2. 自主研发水平较低。主要

表现为吸纳技术合同数量及成交

金额远大于输出技术合同数量及

成交金额，2020 年吸纳技术合

同数量是输出技术合同数量 4.92

倍，成交金额约为 7 倍，技术交

易中吸纳技术合同数量占比仅低

于西藏和新疆，吸纳技术合同成

交金额占比仅低于西藏、新疆和

青海。内蒙古科技研发水平处于

全国落后水平。

3. 科技成果转化不足。2020

年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登记技

术 合 同 1506 项， 成 交 金 额 仅

为 48.2 亿元，仅位于全国第 25

位，高于山西、宁夏、新疆、西

藏、 海 南、 青 海 等 省。2020 年

内蒙古国家技术转移机构仅促成

69 项项目成交，在有统计数据

的省市中最少。

4. 科学技术交流不强。内

蒙古与其他省市区科学技术交流

不足，科研领域开放格局还未形

成。虽然内蒙古近年来技术市场

合同数量、合同金额和成交金额

都有显著上涨，但总量依旧较

低，2020 年内蒙古输出技术和

吸纳技术的合同数量和成交金额

都位于全国较低水平，且以吸纳

为主，内蒙古技术交易规模在西

部 12 省区排第 8 位，在环渤海

7 省市区中处于末位。

（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

境有待提升

1. 企业营商环境还需进一步

提升。政府政务服务意识和服务

能力还有待提升，运行机制还不

够健全，“最多跑一次”还不能

完全实现。政企信用存在缺失，

对企业的承诺不能完全兑现。对

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扣除、

所得税减免、小微企业普惠性税

收减免等税收减免政策落实不到

位。

2. 金融服务体系还需进一

步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中

小企业在融资时普遍面临没有授

信、没有抵押物的尴尬局面，面

临着融资难、融资贵、渠道单一

和融资风险大的问题。内蒙古现

有金融体系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提

供的有针对性、有效的金融产品

和金融服务不足，另外由于高新

技术产业融资的“道德风险”和

银企信息不对称，投资机构对于

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持更加谨慎

的态度，加剧中小高新技术产业

融资困境。

3. 科技服务力量还需进一步

强化。内蒙古技术转移、检验检

测认证、创业孵化、知识产权、

科技咨询等专业科技服务和综合

科技服务力量较弱，未能充分发

挥科技服务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支撑作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内蒙古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成果转

化及创新能力提升。

三、进一步推动内蒙古高

新技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对策建议

（一）着力优化内蒙古高新

技术产业结构

一是搭建产业分工协作平

台，合理分配各级科技园区各项

资源，构建区域分工、优势互

补、协同联动的产业链条，加快

错位发展、产业联动的产业发展

格局。二是依托高新技术园区集

聚特色产业集群资源，充分发挥

产业集聚溢出效应，围绕产业链

创新链培育高新技术和战略新兴

企业及创新孵化、研发设计、市

场营销、中介咨询、金融、物流

仓储等具有知识关联、技术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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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企

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与生产性

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促进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三是积极吸引区

外高新技术产业迁入或在区内开

设分公司，吸引符合内蒙古战略

部署和发展需要的瞪羚企业、独

角兽企业以及其他发展前景较好

的中小科技企业落户，鼓励资源

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

产业转型和进行智能化改造。

（二）着力强化高新技术产

业创新能力

一是继续加大投入力度。

鼓励企业与高校、实验室等科研

机构进行合作，成立以企业需求

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平

台。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的科

研力量以各种形式参与企业的科

技研发活动。探索建立政府资金

引导、企业投资主导、社会资金

参与补充的科研投入体系。二是

吸引培育创新人才。落实好各项

人才政策，建立高新技术产业人

才引进绿色通道，支持企业引入

高层次专家人才。鼓励人才培养

的校企合作模式，支持企业选送

人才到高等院校进行专业定向培

养，鼓励高校开办具有针对性的

专业技术课程及学科教育，培养

企业急需和产业发展需要的各类

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是

加强科技交流合作。要抓住“科

技兴蒙”行动开放合作机遇，完

善与知名院校、大院大所和知名

企业的创新合作机制，系统对接

优质创新资源，全面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加强与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合作交流，

积极探索异地孵化、飞地经济、

伙伴园区等多种合作机制。四是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扶持培

养生产力促进中心、评估咨询机

构、科技信息中心、知识产权法

律中介机构等服务机构，成立一

批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机构。建立产学研信息交流服

务平台，建立科技信息数据库，

整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高

新技术产业、中介服务机构相关

信息资源，最大限度打破信息资

源交流的地区壁垒和行业壁垒，

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创造良

好条件。

（三）着力优化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环境

一是继续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精简高效的政府服务生态，

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

本，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小微

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等税收减免

政策。二是强化企业金融支持，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优

化信贷流程，加大对高新技术产

业的信贷投放，支持金融机构在

高新区开展知识产权、科技成果

质押融资业务，鼓励金融机构支

持企业研发中心建设和自主创新

项目。积极吸引和发展风险投资

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社会

资本支持高成长企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挂

牌上市，借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加

快发展。三是完善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支持企业创造和保护知识

产权 , 引导企业把知识产权管理

与保护作为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 , 从研究开发到产品营

销 , 把知识产权的占有、运用、

保护贯彻始终，促进企业拥有知

识产权，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

[1]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 [OB/OL]. 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网站 ,2021.

[2] 张丽琴 , 曾宪鹏 , 窦志鹏 . 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四个着力点

[N]. 经济日报 ,2019-02-19. 

[3] 韩柏 , 张娟娟 , 王纪晨 . 切实

发挥实体经济在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

中的主体作用 [J]. 天津经济 ,2021,(2).

[4] 李旭辉 .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问题研究 [J]. 产业创新研究 ,2020,(10).

[5] 叶乐峰 , 以需求为牵引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 [N]. 光明日报 ,2021-

03-03. 

[6] 胡志强 . 国际金融危机下我

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体系研究 [D].

长春 : 吉林大学 ,2011.

( 作者单位 : 内蒙古党校（行政

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研究基地 )

                     责任编辑 : 康伟

INDUSTRY 产经 2022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