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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的申报和撰写



●各成果申报单位须在10月22日前完成所有申报程序。包括：
书面和电子材料（两者缺一不可）

1．书面申报
♦仅需填写推荐报告书（共5页表格），成果主报告无需书面提交

。请从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网站上下载。
网址：www.sfeo.org。在主页靠左侧中间位置寻找“上海市企业
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工作”版块，进入后点击下载附件。

♦填写完毕、打印（1份即可）后在指定处加盖公章并请单位负责人

签字。随后报送至上级推荐单位（指各集团公司、行业协会、各区
有关部门等）。推荐单位盖章后统一交至评审办公室，即完成书面
申报。（请留意在线培训会议的现场演示）



2．电子版申报
♦请从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网站（网址同上）下载2021年上海市企业

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申报软件，请不要使用以往旧版本的软件申报
，如电脑上有往年版本的申报软件，请全部删除。下载后解压缩即
可使用（下载后的压缩包中附带具体使用说明供参考）。

♦在评审软件界面上填写完成所有数据，并添加成果主报告后，按
“导出”键，随后在软件安装目录下寻找“cxps_dump”文件夹，
将文件夹中的压缩包“2021efile.rar”文件作为附件发送至评审委员
会办公室电子邮箱sfieck@126.com，即完成电子版申报。

♦请于10月22日前完成，逾期提交的一律不纳入本次评审范围。
（请留意在线培训会议的现场演示）



一、什么是企业管理创新成果？

• 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是企业在改革与发展实践中，运用
现代科学管理思想及理论，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从各企
业实际出发，在企业制度、管理理念、组织形式、经营机制、
经营模式、管理方式、方法和手段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所进行
的创新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确实具有明显的作用和效
果的管理成果。



• 成果必须同时符合创新型、科学性、实践性、效益性和示范性五
项要求。

• 一是具有创新性，即在实践中率先发现和总结出某些管理领域的
规律，并得到国内外公认；或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理论、方法、手
段和经验，在实践中进行创造性应用；或借鉴国内其它企业管理
创新经验，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发展。

• 二是具有科学性，即管理创新成果内容符合管理学基本原理，具
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反映企业管理的一般规律。



• 三是具有实践性，即反映企业在管理活动中已进行的成功实践，
且必须经过一年以上的实际应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
求。

• 四是具有效益性，即经过科学评估、测定与计算，证明确实提高
了企业管理水平，并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五是具有示范性，即管理创新经验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广应用价值，
对其他企业改善内部管理有一定借鉴作用。



• 实施时间一年以上，且以往从未申报过的管理创新成果，方可由
企业提出申报。

• 近三年出现重大质量、安全、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等责任事故
（按国家有关规定认定），出现重大有效投诉及严重违法违规不
良记录的企业不得申报。

• 亏损企业（不含政策性亏损）不得申报。



申报重点

• 本年度管理创新成果申报应当突出以下重点：数字化转型与软实
力提升、自主可控供应链建设与“双循环”发展、产业优化升级与

战略转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创新能力培育、科技成果转化与
知识产权管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混合所有制发展与人才激励、集团管控优化与组织管理变革、共
建“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合作、绿色发展与实现“双碳”目标、降

本提质增效与精益管理、合规管理与风险管控、弘扬工匠精神与
品牌培育、“双创”与中小微企业发展等。



二、主报告的写法

• 1.字数

• 成果正文（主报告）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评委会成员主要通

过阅读成果正文了解成果的内容。为了详尽、准确地描述成果，

正文字数一般不得少于5000字，建议在6000-8000字，并按规定

格式编写。（详见有关附件）



• 2.主报告标题

• 成果正文题目由整个成果内容提炼而成，应简单明了，成果正文

题目必须与成果名称一致。

• 题目用一句话表述，不要用带破折号的复合句、排比句，题目中

一般不出现标点符号，不使用企业内部专用的符号代码，不出现

本企业名称、创造人姓名、成果内容的字母缩写等，不以“**模

式”、“**法”、“**创新”等命名。



选题的几个方向

（1）从适应外部环境新与变的管理成果中选题

（2）从解决企业管理中薄弱性问题的管理成果中选题

（3）从本单位、本部门管理的成功案例中选题



 题目要能鲜明的反映出成果的核心内容及特色

 举例：

1）大型航空企业基于数字系统的正向创新型研发体系建设

2）基于管理视图分析的管理体系变革

3）智能家居企业“双创”服务管理

4）装备制造企业面向高端的一流品牌建设

 三不能：不能出现企业名、人名；不能分句；不能出现
“模式”、“法”等词。



• 3. 摘要。主要反映本项成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创新点（500字）
，需要高度概括、反复提炼。



• 4.企业简介。主要反映企业的总体状况（300～500字），包含企

业所属行业、地区、主要业务、规模、效益及行业地位等内容。



• 5.实施背景。主要介绍为什么实施本项管理创新，结合选题有针
对性的分析企业当时面临的具体管理问题，反映企业开展此项管
理创新的必要性、迫切性。



• 6.主要做法。主要做法是成果主报告的核心内容，一般要分若干
条（5至8条）展开阐述，即针对背景部分分析存在的管理问题
，通过哪些创新性的实践措施予以解决。做法部分的框架要符合
基本的管理学逻辑，条目要有针对性和实操性，可适当举例。为
实施本项管理创新而提供的人、财、物等支撑保障内容可适当压
缩。主要做法字数应占到主报告的70%。



• 7.成果实施的效果

• 主要介绍通过实施本项管理创新企业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如管

理水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方面。效果应呼应

背景中所分析的问题。

• 可写入外部专家对成果的评价意见，但必须言之有据，并指明

专家评价的出处。（约占总字数10%）



• 8.注意点：

• 1）主报告应控制在8000字内，不少于6000字，并附有目

录。报告中未能详述的内容，可以附件的形式加以补充。
主报告以第三人称阐述，不可用第一或第二人称，一般
采用企业简称，不要以“我们”、“我厂”、“我司”
简称。



• 2）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来源于实践，要结合企业管理基本
原理对创新活动进行总结提炼，反映出企业管理领域的
一定规律，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主报告撰
写体例、内容表述，既不同于一般的工作总结、经验介
绍、新闻报道，也不同于学术论文，要围绕主题，突出
创新举措，逻辑合理。



• 3）主报告层次不宜太多，尽量不要超过三级。文字表述
要客观、准确、朴实，符合公开出版物要求，对过于专
业的技术或专门术语要做出解释。如必要，可辅以简洁
的图表、案例加以说明。举例说明时，每项举措最好只
选取一个例子。



• 4）要结合实践进行提炼，有必要的数据和实例，不要

写成空泛的论文。语言文字要科学、严谨、朴素，用文
字和必要的公式、图表加以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