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创新报告(优秀5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
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技术创新报告篇一

我县比邻武汉，是武汉信息辐射区的第一站，我们要利用大
武汉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融入武汉城市圈，为我县企业技
术创新营造优良环境、找到技术依托。一是采用多方入手的
方法，组织有关乡镇和部门以及×××万元以上的骨干企业
分头到武汉有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咨询、招商引
资等科企联姻活动。二是有针对性地邀请武大、华中科技大、
华农大等有关院所的科技顾问到我县企业、基地考察、实地
开展科技指导和选择科研课题。三是积极组织企业与武汉的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联系，联合开发科技攻关项目，让科企
联姻取得真效果。

2、进一步引导企业充分认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实践证明，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技术创新的能力和
水平已经成为企业兴衰存亡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我们要引
导企业特别是要让企业及其经营者充分认识到，技术创新是
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并真正把技术创新工作摆在重要
位置，不断提高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

2、进一步引导企业切实为技术创新加“薪”

技术创新投入是搞好技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要进一步引导
和规范企业建立起比较科学的技术投入制度。要进一步引导
企业不断加大自有投入，提高企业科技投入指标和力度。要



在技术创新中进一步发挥更加积极的行政作用，想方设法为
企业谋求金融信贷支持以及国家、省科技部门的优惠科技政
策和资金扶持。要进一步加大县级科技三项经费的投入力度，
力争达到国家规定的按当年财政支出的××1的目标。通过不
失时机地给企业技术创新加“薪”，使企业技术创新的“炉
火”越烧越旺。

3、进一步引导企业构筑技术创新的人才高地

投入和企业利润的良好分配机制，并切实落实到位，增强企
业的发展后劲。

技术创新报告篇二

这几年，我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
我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
沿×××与发达城市相比，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人才缺乏、
资金不足、科技含量不高，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等问题，具
体表现在：

1、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普遍短缺

进行技术创新往往需要相当的资金保障，但我县企业有些因
其规模小，资信等级普遍不高，贷款难，直接融资更难。有
些项目以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即使争取到国家、省科技资
金支持，也毕竟是有限的，企业自筹部分如果难以到位，就
很难保证项目如期完成。

2、企业技术创新定位有失偏颇

我县乃至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工作起步较晚，创新能力也
较弱

，往往在技术创新定位上不准，一般表现为两个极端，一种



是将创新与高新技术相提并论，存在“高不可攀”的心理障
碍，面对创新不敢为，或不肯越雷池半步，企业技术创新工
作甚至长期处于停滞中，产品长期清一色，年年老一套。即
便是搞一下，也偏重短平快，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
另一种则是不屑于小产品的创新开发，更不注重企业的小改
小革，认为小产品本小利微，小改小革成不了大气候，盲目
攀高，一味追求高科技，大项目，结果是大的搞不上去，小
的没抓住，贻误了企业发展的良好机遇。

3、技术创新人员的利益难以落实

这表现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人员没有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利益
主体，许多企业的科技人员搞技术创新还主要是靠分配任务，
靠自觉奉献；不少企业的科技人员还是吃“大锅饭”，拿固
定工资和平均奖金，技术创新的实绩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
并没有给科技人员带来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收益和相当的各种
待遇。有的企业虽有激励措施、奖励政策，也有些难以落实
到位，严重压抑了企业科技人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技术创新报告篇三

根据市^v^会20xx年监督工作要点的安排，今年市^v^会将
专题听取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汇报。为做好审议工作，
我委在有关领导带领下，做了大量前期工作。8月底，市^v^
会副主任曾贯一带领我委，赴市科技局和冷水江市、新化县、
双峰县和金鹰服饰、映鸿精瓷、农友集团、定园机械、美国
西提种植公司等企业调研。9月上旬，市^v^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黄熙雍又率我委和市人大财经委、市科技局、市财政
局相关负责人，赴株洲、郴州、衡阳三市考察科技投入情况。
9月15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雷绍业就我市推进科
技创新的情况向市三届^v^会第七次会议作了专题汇报。今
年以来，全市各级政府及科技部门和相关企业以“科技创新
年”活动为载体，加快推进创新型娄底建设，科技创新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客观地说，离年初的目标和兄弟市州的
工作水准仍有差距。现综合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总的说来，我市科技创新工作做到了领导重视、思路清晰、
重点突出、工作务实、成效明显，主要表现为：

1、以加大投入为保障，创新环境不断优化。一是各级领导
的“第一生产力”意识不断强化，层层建立了“一把手”抓
科技创新的工作机制。市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定期听取
科技工作汇报，四大家领导不仅亲自研究和部署科技创新工
作，而且多次进大学、入企业、赴沿海，为企业找项目，为
项目找资金，竭力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二是先后出台了
《关于建设创新型娄底的决定》、《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加快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为科技创新提供
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加大财政投入，2019年全市科技事
业财政投入3376万元，增幅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四是
深入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科技活动周等主题活动，在
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良好氛围。

3、以项目建设为突破，产业竞争力得到提升。通过建立和完
善项目评估考核机制、激励机制，全市科技系统抓大项目、
争取项目、服务项目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今年我市共
申报项目71项，其中29项列入了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加
强高新技术企业、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全市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达到20家。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完成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实现增加值亿元。

4、以“五大工程”为载体，科技创新年活动稳步推进。自市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将2019年确定为“科技创新年”以来，
市政府确定了“以新兴产业培育为重点，以产学研结合为手
段，大力开展科技创新五大工程(创新项目种子工程、新兴产
业培育工程、传统产业提升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
创新人才引进培养工程)”的主攻方向，全市共完成省级以上
科技、技改项目70余项，科技投入亿元、技改投资36亿元，



新增企业技术研发机构12个，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企业21
家，并建立完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农村科技合作组织覆盖
面达到45%。

5、以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创建为重点，各项基础工作进一
步夯实。我市自2019年列入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以来，加
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20%以上，累计申
请专利1665件、专利授权627件。并查处假冒专利案件19件，
培育5家知识产权重点企业。今年9月，我市顺利通过了国家、
省知识^v^的考核验收。同时，市、县两级科技部门加快地
震监测预报体系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妥善
处置了在涟源、双峰发生的3次有感地震，综合防震减灾能力
进一步提高。

在肯定我市科技创新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指
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科技引领意识不浓。尽管“科教兴国”战略已经提出很久，
但客观地说，部分领导对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仍然认识不足，总认为投资搞创新远没有招商引资、引进
项目见效快，因而对科技工作持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
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应付式态度。从企业来说，也存在目
光短浅、忽视科技投入和人才引进、主体作用发挥较差的问
题，以科技创新求发展的意识不强、信心不足。据统计，在
全市591家规模以上企业中，安排了研发经费的仅107家，
占18%。全市工业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只
有，远低于3%的规定要求。

2、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尽管近年来市本级财政应用技术研究
与开发经费大幅增长，但570万元的总量仍然较少，远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今年压缩科技专项经费20%后，更加无法满足科
技创新工作需要。县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今年被评为“全
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市”的冷水江市为例，研发经费只达到财
政一般预算支出的，远低于先进县市的标准。产学研结合专



项引导资金也至今没有确定，而全省90%以上市州设立了每年
不低于500万元的产学研结合专项引导资金。由于各种因素，
在有限资金的使用上还存在撒“胡椒面”问题，使用效益不
是很高。同时，我市的投融资体系尚未形成，中小企业因无
足够的融资担保难以从银行贷款，制约了企业的科技投入。

3、人才紧缺是“最大短板”。如果把我地科技创新比作一个
木桶的话，那么研发人才就是这个木桶上的“最大短板”。
此次调研揭示了一个令人心寒的数据：我市每万人中科技活
动人员只有人，只有长株潭平均数的；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
人员的比例只有，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大多
数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存在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的问
题，无力开展技术和产品创新。科技部门专技人员的比例也
很低。如冷水江市科技局干部职工22人，但包括班子成员在
内，专技人员只有6人，占27%。其他县市更差，有的连地震
监测设备都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同时，娄底市域内的大学以
文科类教育为主，自主研发能力较弱，与地方经济契合度低。

4、创新平台建设滞后。在“3+5”城市群中，只有娄底既无
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更无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仅有一
个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在这个仅有的基地里，没有
规划科技企业研发、培育机构，入驻的企业全部靠招商引资，
产学研一体化难以起步，园区发展缺乏科技支撑。从微观层
面来说，部分企事业单位认为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只是一
种管理模式创新，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对此不够重视。
科技创新大厦、地震台等科技平台规划多年，但因缺乏资金
至今没有建起来。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形势也很严峻，我市现
有35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有15家过了有效期，需重新认定。
总之，我地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滞后，产学研结合层次不高，
市域性创新能力尚未形成，对外依存度很高。

技术创新报告篇四

近几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县大力实



施“科教×××”战略，扎实推进技术创新工作，使我县技
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通过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全县广泛开展
“产、学、研”活动×××多次，开发生产新产品×××多
个，完成了×××多项科研攻关和工艺创新，引进农业新品
种×××多个，同时创建了×××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即
中包富思特集团技术中心和中盐宏博集团技术中心，并以列
入全省农业现代化建设试点县之一为契机，形成“一园、三
带、四大板块、八大基地”的农业新格局。为我县的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1、观念创新增强了我县技术创新能力

几年来，我县先后调整充实了科教×××领导小组，由县长
亲自挂帅任组长，县直各部门、各乡镇也相应成立了科技工
作领导小组，把技术创新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各
行各业更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我国加入wto的形势要求，
不断转变观念，开拓创新，并且强烈意识到技术创新是企业
生存和发展之本，只有加强技术创新，企业才有不竭的发展
源泉和动力；只有加强技术创新，企业才能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只有加强技术创新，才能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只有加强技术创新，才能提高农业生产
水平，真正做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2、制度创新增强了我县技术创新能力

一是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从调查的情况看，我县工
业企业随着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改制工作的全
面稳步推进，我县有的企业改制以后，企业及经营者的经营
压力普遍增大，发展意识、风险意识普遍增强，技术创新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由“要我”变成“我要”，成为大多数改制
企业的自觉行动。调查显示，越是规模稍大、经营状况稍好、
主导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企业，越重视技术创新，如县挂面厂
改制后正在科研攻关“小麦制粉中提取小麦胚”技术，寻求
通过技术创新开发系列产品；越是技术人员稍多一点，经营



者从事过技术工作的企业，越注重技术创新，如县化肥厂开
发的“生物质造气型煤”，不仅自己使用，而且向其它省市
兄弟企业转让了该技术。

3、产品创新增强了我县的市场竞争力

指导下申请了6项国家专利；县德力电机公司开发了“3kv高压
电机”，云梦棉纺厂开发生产了“开开心太阳能热水器”，
县玩具厂开发生产的“电动玩具”等×××多个新产品，增
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4、工艺创新增强了我县企业的发展的潜力

近几年，我县企业广泛开展“产、学、研”活动，不断加强
生产工艺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益比重，这也是向技
术要效益的最直接途径。如中包富思特集团通过对一、二线
的技术创新，使一线由设计生产能力3000吨提高到4500吨，
将二线由单层共挤改为三层共挤，产量增加5，×××条线扩
大了企业产品生产范围，共提高产能1800吨，每年多增产
值200×××多万元，产品一级品率都提高到95以上，
这×××次技术创新分获×××科技进步二等奖。另外中盐
宏博集团45t/h外循环流化床锅炉改造，卤水地下净化工艺研
究开发，县化肥厂引进节能技术对有关工段进行技术改进，
县德力电机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对小型电机进行扩能，县云龙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自行研制出生产设备，开发生产出了处国
内先进水平的“激光防伪不干胶金拉线”等×××多项工艺
创新，为我县工业企业增添了强劲的发展潜力。

5、优惠的科技政策支持增强了我县的技术创新能力

这方面，县科技局在摸上情，熟下情的基础上，近几年来，
积极组织申报国家、省各类科技83项，经过不懈努力，从国
家、省争取立项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49项，命中率59，落实
科技贷(借)款×××万元，无偿拨款×××万元。x年全县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增至×××个，
新产品产值率达22，分别比1998年增长了177、280、××3。
为我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注入了有力的政策支撑和资金
支持。

技术创新报告篇五

根据市^v^会20**年监督工作要点的安排，今年市^v^会将
专题听取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汇报。为做好审议工作，
我委在有关领导带领下，做了大量前期工作。8月底，市^v^
会副主任曾贯一带领我委，赴市科技局和冷水江市、新化县、
双峰县和金鹰服饰、映鸿精瓷、农友集团、定园机械、美国
西提种植公司等企业调研。9月上旬，市^v^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黄熙雍又率我委和市人大财经委、市科技局、市财政
局相关负责人，赴株洲、郴州、衡阳三市考察科技投入情况。
9月15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雷绍业就我市推进科
技创新的情况向市三届^v^会第七次会议作了专题汇报。今
年以来，全市各级政府及科技部门和相关企业以“科技创新
年”活动为载体，加快推进创新型娄底建设，科技创新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客观地说，离年初的目标和兄弟市州的
工作水准仍有差距。现综合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客观评价我市科技创新工作的成绩

总的说来，我市科技创新工作做到了领导重视、思路清晰、
重点突出、工作务实、成效明显，主要表现为：

1、以加大投入为保障，创新环境不断优化。一是各级领导
的“第一生产力”意识不断强化，层层建立了“一把手”抓
科技创新的工作机制。市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定期听取
科技工作汇报，四大家领导不仅亲自研究和部署科技创新工
作，而且多次进大学、入企业、赴沿海，为企业找项目，为
项目找资金，竭力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二是先后出台了



《关于建设创新型娄底的决定》、《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加快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为科技创新提供
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加大财政投入，2008年全市科技事
业财政投入3376万元，增幅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四是
深入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科技活动周等主题活动，在
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良好氛围。

3、以项目建设为突破，产业竞争力得到提升。通过建立和完
善项目评估考核机制、激励机制，全市科技系统抓大项目、
争取项目、服务项目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今年我市共
申报项目71项，其中29项列入了国家、省科技计划项目。加
强高新技术企业、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全市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达到20家。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完成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实现增加值亿元。

4、以“五大工程”为载体，科技创新年活动稳步推进。自市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将2009年确定为“科技创新年”以来，
市政府确定了“以新兴产业培育为重点，以产学研结合为手
段，大力开展科技创新五大工程(创新项目种子工程、新兴产
业培育工程、传统产业提升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
创新人才引进培养工程)”的主攻方向，全市共完成省级以上
科技、技改项目70余项，科技投入亿元、技改投资36亿元，
新增企业技术研发机构12个，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企业21
家，并建立完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农村科技合作组织覆盖
面达到45%。

5、以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创建为重点，各项基础工作进一
步夯实。我市自2007年列入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以来，加
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20%以上，累计申
请专利1665件、专利授权627件。并查处假冒专利案件19件，
培育5家知识产权重点企业。今年9月，我市顺利通过了国家、
省知识^v^的考核验收。同时，市、县两级科技部门加快地
震监测预报体系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妥善
处置了在涟源、双峰发生的3次有感地震，综合防震减灾能力



进一步提高。

二、充分正视存在的几个问题

在肯定我市科技创新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指
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科技引领意识不浓。尽管“科教兴国”战略已经提出很久，
但客观地说，部分领导对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仍然认识不足，总认为投资搞创新远没有招商引资、引进
项目见效快，因而对科技工作持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
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应付式态度。从企业来说，也存在目
光短浅、忽视科技投入和人才引进、主体作用发挥较差的问
题，以科技创新求发展的意识不强、信心不足。据统计，在
全市591家规模以上企业中，安排了研发经费的仅107家，
占18%。全市工业企业技术开发费用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只
有，远低于3%的规定要求。

2、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尽管近年来市本级财政应用技术研究
与开发经费大幅增长，但570万元的总量仍然较少，远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今年压缩科技专项经费20%后，更加无法满足科
技创新工作需要。县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今年被评为“全
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市”的冷水江市为例，研发经费只达到财
政一般预算支出的，远低于先进县市1. 1%的标准。产学研结
合专项引导资金也至今没有确定，而全省90 %以上市州设立
了每年不低于500万元的产学研结合专项引导资金。由于各种
因素，在有限资金的使用上还存在撒“胡椒面”问题，使用
效益不是很高。同时，我市的投融资体系尚未形成，中小企
业因无足够的融资担保难以从银行贷款，制约了企业的科技
投入。

3、人才紧缺是“最大短板”。如果把我地科技创新比作一个
木桶的话，那么研发人才就是这个木桶上的“最大短板”。
此次调研揭示了一个令人心寒的数据：我市每万人中科技活



动人员只有人，只有长株潭平均数的;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
员的比例只有，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
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存在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的问题，
无力开展技术和产品创新。科技部门专技人员的比例也很低。
如冷水江市科技局干部职工22人，但包括班子成员在内，专
技人员只有6人，占27%。其他县市更差，有的连地震监测设
备都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同时，娄底市域内的大学以文科类
教育为主，自主研发能力较弱，与地方经济契合度低。

4、创新平台建设滞后。在“3+5”城市群中，只有娄底既无
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更无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仅有一
个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在这个仅有的基地里，没有
规划科技企业研发、培育机构，入驻的企业全部靠招商引资，
产学研一体化难以起步，园区发展缺乏科技支撑。从微观层
面来说，部分企事业单位认为企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只是一
种管理模式创新，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对此不够重视。
科技创新大厦、地震台等科技平台规划多年，但因缺乏资金
至今没有建起来。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形势也很严峻，我市现
有35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有15家过了有效期，需重新认定。
总之，我地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滞后，产学研结合层次不高，
市域性创新能力尚未形成，对外依存度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