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厦门市高新技术发展协会服务内容
及 2023 年度工作开展情况

厦门市高新技术发展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作为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

和纽带，始终以“服务”为宗旨，积极主动为企业、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

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协会是经民政部门评定的“5A”级（最高评估等级）

社会组织。协会常年为会员单位及企业提供高企认定政策咨询、辅导培训、国高

资质维护、行业交流及协助兑现各项优惠政策等免费服务。

一、协会承担的主要服务工作：

1、受市高企认定办和市科技局委托，配合开展我市国家级高企认定、市

级高企备案、省科技小巨人企业遴选和认定、未来产业骨干企业备案的政策宣

讲、咨询辅导、形式审查、受理及奖励兑现等事务性工作；

2、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检察院和市司法局的指导下，设立厦门市高

新技术发展协会知识产权维权工作站、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站和高新技术知识产

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为会员单位免费提供知识产权综合性维权服务、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法律咨询服务、仲裁调解等相关工作；

3、在市委组织部及市高层次人才发展中心的指导下，协会高层次人才分

会积极服务于我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协同保障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市“双

百计划”、“留厦六条”等重大人才政策落地；配合开展人才项目资本合作展、

人才服务月等市级重点活动；积极参与集美区委组织部重大人才工程辅助工作，

推动成立集美国际化人才驿站暨金砖人才驿站，配合做好集美国际化人才驿站

暨金砖人才驿站策划，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

4、受市科技局委托，配合开展我市“双百计划”领军型创业人才申报材

料受理、形式审查等事务性工作；市留学人员创业扶持资金政策兑现；市生物

医药与健康产业专业技术人才及“三高”企业薪金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奖

励金兑现；配合完成厦门市市科技专家库专家征集、入库信息审核及专家库管

理等事务性工作；

5、作为厦门生物与新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处单位，积极开展

行业交流、产业需求对接活动，促进企业、高校院所和行业协会之间的交流互

动，推进行业资源整合，鼓励研发创新，促进我市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

6、密切联系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帮助企业充分了解并落实享受有关政

策，协助会员反映问题、解决问题，为会员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7、积极开展产业和企业宣传，组织有关高新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

开展各类信息交流、合作、展览、培训和咨询等服务工作。

二、协会 2023 年度工作开展情况

一年来，协会立足产业升级需求，立足会员发展需求，不断延伸拓展和深

化服务，2023 年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辅导培训。2023 年，协会配合市科技局到各区、各行业协会商会、园

区举办了两轮共 26 场（其中 2 场线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专题培训，累计

吸引 1000 多家企业超 1400 人次参加了线下培训；配合市科技部门、税务部门

到 140 多家企业开展高企认定后续日常管理及高企认定实地核查。（协会在从

事高企认定咨询辅导、受理、形式审查等服务工作中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2、申报受理。配合市科技局完成两批次 1700 多家企业国高申报辅导、受

理、形式审查等事务性工作；配合开展高企认定中介机构资格确认和培训工作，

最终 85 家中介机构获推荐资格；完成六批次 65 家高企的更名工作以及我市市

级高企备案、省科技小巨人企业遴选和认定、高层次人才服务等事务性工作等。

3、配合政策兑现落实。协会配合市科技局完成对 2021-2022 年通过认定

的 2700 多家高企兑现市级财政奖励超 4.1 亿元。

4、提供便利化服务。为方便会员办事，协会推出了多项定制化在线服务，

可为会员提供电子报名、辅导业务网上预约、直播培训、线上收据等各种便利

化服务。2023 年，协会共推送相关政策信息、政策解读 70 余篇，其中数篇阅

读量破万；为 3400 多家企业提供网上预约培训等服务，1500 多家企业通过电

子收据兑现相关政策。目前协会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已超 2.3 万人。

5、发挥桥梁纽带作用。2021 年，协会在广泛征求会员意见的基础上，向

市科技局提出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扶持建议，得到了市科技局、市财政局的响

应，配合市科技局推动出台了我市国家级高企扶持新政，首次对重新认定通过

的国家级高企及外地迁入的国家级高企给予奖励，进一步提升我市国家级高企

奖励额度和广度。

协会始终不忘初心，以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为会员单位提供优质服务。

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服务手段，拓展服务功能，努力为会员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