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高企申报时，总有部分企业因不小心踏入申报“雷区”，导致认定失败，那么在

申报过程中，我们需要避开哪些误区呢？

小编将为您带来高企申报的，八大常见大误区。

01 等达到条件再申请

很多企业存在一种误解，高企需要完成达到条件后才能申请，从而忽视了前期的

规划准备阶段，以及高企前的培育奖励政策，最终耽误了最佳的申请时机，错过

了政策红利的末班车。

划重点：

在企业未达到条件时，企业可以先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即科技创新小巨人，

可获得 20万元的经费补贴），接受主管部门支持、孵化。

另外高企各方面条件均需提前 1年规划，包括知识产权规划、财务指标规划、研

发人员规划、研发项目规划等。

02我们企业没有“创新“，不能申请高企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是顶着”国字头”的科技荣誉资质，因此很多企业会认为自家产

品达不到高企所需要的“创新”程度，从而觉得自身不能申请高企。另外一部分服

务型企业会认为他们的产品不是具象化的实物，因此也无法申请高企。

划重点：

高企所需要的“创新”实际上是指微创新，它不要求企业拥有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

只要是在现有事物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和创造，并为此申请了知识产权，就可以

称之为创新。



此外，只要属于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八大领域（即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

空航天、新材料、高技术服务、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即可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其中也包含了高技术服务业。

03只是单纯的材料整理编写汇总

对于高企申报，很多企业认为让行政人员把“大厚本”按照资料清单堆积出来就行。

首先说的是“大厚本”绝不是简单的堆砌，他们内在的勾稽关系是评审专家审核核

心。

高企规划是一件逻辑性非常强的事情，其中研发项目、项目成果、知识产权、产

品、证明材料等都存在紧密的联系。有些企业的申报负责人在筹备、申报过程中，

扮演着“甩手掌柜”的角色，安排一名行政方面的项目专员，更甚者在申报前 1 个

月才开始着手准备。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做法，会直接影响企业当年通过率。

划重点：

高企申报工作是一个需经长期规划、筹备，保持各部门之间、企业与辅导机构之

间有效沟通，是量到质变的过程，绝对不是单纯的材料整理编写汇总。

04申请高企拥有五件实用新型专利或软著就够了

首先我们都知道，高新技术企业是必须要有知识产权的，管理办法要求 5 项及以

上二类知识产权（实用新型、软著）即可获得 5-6分的数量分，因此很多企业认

为只要有 5-6项二类知识产权就够了。

其实不然，在近年来高企实际评审中，想要获得比较高的知识产权分，二类知识

产权数量需要保持在 10项以上。最好能做到每项成果均有对应知识产权，即 16

项。



划重点：

知识产权的 30分是通过 4 个维度进行评分：先进性（8分）相关性（8 分）数量

（8分）获取方式（6 分），因此想要获得高分，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提前布局

规划，申请与产品紧密相关、技术含量高（名称修饰）的知识产权。

在短期内无法提高知识产权质量的困境下，企业不妨试试多申报点知识产权。

05知识产权一定要拿到证书

很多企业的专利证书已经通过官方授权但还没有领到证书，以为不能申请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从而错过了申报时机。

划重点：

只要通过官方授权的专利，即使没有领到证书可以将《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或

《授予专利权通知书》配合专利登记费及年费的缴费证明也可视同获得证书。

06研发组织管理水平是送分

在高新认定过程中，一说到“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这个话题，相信不少企业或

申报专家对此不屑一顾：以为在高校找个领导弄一份产学研合作协议盖好章，然

后通过百度下载一大堆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研发管理制度就可以了。

其实不然，近两年高企评审尺度收紧，对于组织管理水平评审更加严格，如果按

照以上做法，普遍得分在 10 分左右（满分 20 分），组织管理水平将成为一大扣

分点。

划重点：



知识产权和企业成长性共 50分属于硬指标，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研究开发组

织管理水平共 50分属于软指标，发挥空间相对比较大。

软指标的 50分是直接衡量一个指导老师是否优秀的标准，能否通过认定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软指标的撰写和发挥。

07研发费用比例难以达到

研发费用属于高企一票否决的关键指标之一，也是一大难点。很多企业不懂如何

正确的归集研发费用，经常会出现比例不达标、比例不合理、费用归集范围不明

确等问题，最终导致高企评审被一票否决。因此如何正确的归集研发费用是高企

申报的关键点之一。

划重点：

1、明确高企研发费用归集限制：总研发费比例在 3-5%以上，其他费用不超过 20%

等硬性要求；

2、根据企业性质合理归集研发费各部分比例：如 IT 企业人员人工是大头；制造

业则直接投入（原材料等）是大头等；

3、研发费用“三表一致”：即汇算清缴、年度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等 3 个报

告中研发费需保持一致。

08高企通过后万事大吉，后期不需要维护

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收到来自省市区各级单位的抽查走访。以前那种高企通

过后坐等拿钱，万事大吉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

划重点：



高企通过后有效期三年内需要精心维护，主要注意点有：

1、按时认真填报各种统计报表（火炬统计快报、统计年报、发展年报、汇算清

缴等）

2、保存高企申报资料原件，并每年做好项目规划、研发费归集等工作。同时要

注意研发凭证等资料的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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