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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政发〔2021〕5 号 

各地（市）行署（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 

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强化科技对西藏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

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发〔2018〕

32 号精神，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下简称“双创”）升级版，

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高起点谋划目标定位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工

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三个赋予、

一个有利于”要求贯穿始终，从讲政治高度做好科技创新工作，

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双创”提质增效和纵深发展，为实现更充

分就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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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明确定位，突出重点。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

地位和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战略支撑的基本定位，以实现创新创业

产业平台、研究平台、投融资平台全要素互动为工作重点，引导

创新创业团队和企业向平台集聚、平台向产业园区集聚。 

把握趋势，实事求是。把握好科技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及

我区融入内地发展大格局两个层次中的关键作用，统筹兼顾区域

均衡，鼓励基层创新，突出社会效益，不断提升全区各族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用好中央赋予西藏的特殊政策，强化

现有创新创业平台的要素聚集、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加强现有

创新创业政策的落地、落实和督导，既做好顶层设计，又打通

“最后一公里”。 

整合资源，强化保障。集全国、全区的科技创新力量服务西

藏发展，逐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切实发挥政

府在促进创新创业中的引导作用，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

程度推进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三）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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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产业平台方面，建成国家级高新区 2 家，自治

区级高新区 3 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5 家，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

区实现地（市）全覆盖，国家创新型城市 3 家，建成自治区级以

上众创空间 40 家、自治区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5 家、每个高新

区建设 1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研究平台方面，建成重点实

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研平台 5 个；投

融资平台方面，技术市场交易额达 150 亿元，R&D）投入年均增

长率 10%以上；科技型企业方面，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6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 350 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 50

家，主营业务收入 1 亿元以上的“行业小巨人”达 10 家，培育科

创板上市企业 5 家；创新创业人才方面，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

2000 人年，我区科研人员参与第二次青藏科考达 1000 人次，科

技人员下基层达 6000 人，吸纳就业达 6 万人次。 

二、高水平建设创新创业平台 

（四）推进“双创”载体提质增效。 

引导支持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星创天地、创新创业

中心等各类“双创”载体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支持一批

资源共享程度高、产业聚合能力强、孵化服务质量好的自治区级

众创空间升级为国家级众创空间。优化调整载体区域布局，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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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现有各类“双创”载体向拉萨、昌都高新区等国家级“双创”

示范基地汇聚。立足我区实际，推广创业大街、工匠工作室、非

遗传习基地、特色专业博物馆、专业画廊、非遗传承人群创意工

作室或创意空间、专业合作社等“双创”载体。试点公共实训基

地共建共享。依托地球“第三极”区域公共品牌、世界遗产项目、

国家公园以及一批地理标识特色产品，打造创新创业新型生态和

产业集群。以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西藏

农牧学院、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为依托，建立一批高校科技

园。〔牵头单位:科技厅、文化厅、教育厅；配合单位:发展改革委、

经济和信息化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

各地（市）行署（人民政府），各高新区管委会〕 

（五）加快布局建设创新创业研究平台。 

高水平建好拉萨青藏高原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川藏铁路技术

创新中心、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中心、西藏藏医药研究中心。与中

国科学院协同推进国家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科学重点实验室、拉萨

地球系统多维网国家级科研平台、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西

藏分中心、国家遥感中心西藏分中心、中国陆地观测卫星西藏应

用中心。建成省部共建青稞和牦牛种质资源与遗传改良国家重点

实验室、省部共建生态安全联合实验室。逐步创建西藏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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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家天文观测等大科学装置落地西藏。支持中国电建、三峡

集团、中国华能、中国华电等大型中央企业在藏设立研发机构。

布局建设一批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野外观测研究站。构建科技创新决策咨询机

制，成立科技支撑西藏高质量发展顾问团。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研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等为重点，

建设西藏科技创新高端智库。〔牵头单位:科技厅；配合单位:发展

改革委、教育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卫生健康

委、社科院、地勘局、气象局、地震局〕 

（六）促进创新创业产业平台全要素互动。 

始终把高新区培育建设工作放在打造创新创业产业平台的首

要位置，聚焦单位工业产出、高新产业聚集度、科技要素投入、

创新创业环境培育等指标，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方向，充

分发挥拉萨、昌都高新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领头羊”作

用，推动那曲高新区转型发展，支持日喀则、林芝等创建自治区

级高新区，打造全区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加快建设西

藏自治区科技创新园。支持高新区以异地共建、托管、代管、合

作共建、一区多园、飞地园区、行政区划调整等方式，探索建立

互利共赢的创新创业合作机制，织密高新区与地（市）、县（区）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5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