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新闻热线：010—58884092

■责编 马 霞 张 琦 2015 年 1 月 26 日 星期一
聚 焦 JU JIAO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引导创新资源更多

向企业集聚，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

业流动，提高创新的集群效应。2014 年金坛

市科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市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科技支撑。特别是，

金坛市科技局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促创新发

展，成为全年科技工作的重要亮点。

优化创新政策。为进一步整合和规范财

政科技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财政科技

专项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力。金坛市科

技局会同市财政局研究制定了《金坛市市级

科技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财政科技专

项资金使用方向及重点、经费开支范围、项目

立项管理、项目实施管理、资金使用管理和项

目验收等方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财政经费

的投入带动企业投入研发经费 7.65亿元。

强化科技创新绩效考核。着力改革科技

投入与产出不匹配的状况，强化科技投入绩效

导向。对科技创新投入产出从科技计划项目、

产学研合作、知识产权、人才引进培育等方面

开展了绩效管理考核。规范科技项目管理。

建立了科技计划项目网上申报平台，项目申报

方式由原来的纸质转变为网上申报，使项目管

理做到了“可申诉、可查询、可追朔”。对拟立

项项目在金坛市科技信息网上进行了公示，促

进了财政科技经费使用的公开、透明。

改善专利资助。金坛市专利申请授权的资

助方式作了相应的调整，全市专利申请量有了

质的变化。1—11月，专利授权数789件，同比增

长22.7%，发明专利授权数72件，同比增长44%。

与此同时，金坛市加大力度抓关键技术攻

关，提升科技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1—11

月，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352.8亿元，

同比增长17.4%，占规模工业比重达到48%。组

织实施了“新型螺旋式超高强度金刚线（绳）的研

发及产业化”等6个重大科技项目，其中盛利维尔

的“新型螺旋式超高强度金刚线（绳）的研发及产

业化”和中盐金坛的“地下盐矿资源化综合利用

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获得省科技厅的立项，分获

900万元的经费支持。并有26个项目获得了国

家、省科技部门的立项，为全市新兴产业的发展

抢得了先机。2015年，金坛将紧抓苏南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契机，深入分析和把握新常态

下科技创新新形势，坚持方向在产业，基础在企

业，特色在园区的思路，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释放科技创新“红利”。

金坛：以科技体制改革促创新发展
□ 吴大荣

作为连续五次蝉联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市），2014 年溧阳的百亿企业占常州 40%以

上，传统金属冶炼、建材等产业占比较高的结

构对转型升级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也成为溧

阳历届政府重点研究的课题。为此，在加快

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以科技创新促产业转型

升级上，溧阳探索着适合自身发展的“阳光科

技”道路。

“阳光”科技，发挥科技型企业的引领带

动作用。以高新技术企业、产学研合作示范

企业等为专题，溧阳市展开了全面学习创新

榜样、争当创新标兵的热潮，更多的创业者和

企业家们把创业的目标、下一步的发展瞄准

了科技项目。溧阳高新技术企业承担了全市

70%以上的省级研发项目，集中了超过 50%的

研发人才，初步形成了以先进装备制造、输变

电设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新材料为特色

的产业体系。目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普遍建

立研发机构，已建成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9 家。重点加强上上电缆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华鹏高压智能变压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建设。

“阳光”科技，提升科技管理和服务的透

明程度。溧阳重点进行市级科技计划项目评

审改革，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办法，引入专家评

审制度、面谈评估制度、现场协同考察制度，

将项目受理、评估、评审、验收、结题等各环节

分开管理、全程监督，真正实现“阳光化运营”

在为创新主体服务上，科技部门定位为企业

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部署“科技创新路线

图”。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通过政策引导、项

目扶持等各种方式，创新科技服务，帮助企业

走上、走好科技创新道路。

“阳光”科技，汇聚政产学研各方创新创

业资源。创新体系的建设，需要政府、企业、

科研院所和高校、相关中介和服务机构“四角

相倚”，并形成良性互动。继 2012年与北京中

关村合作建设江苏中关村以来，溧阳的载体

建设再上新台阶：“江苏中关村海淀园”、上海

交大江苏中关村节能减排研究院、江苏开磷

新材料设计研究院、千人计划精密机械研究

院等创业创新平台纷纷入驻。同时，溧阳还

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校签订全面合作协议，为

产学研合作搭建起长效平台。近年来溧阳市

企业承担的近 200项省级以上科技项目，80％

拥有产学研合作背景。

特别可贵的是，截至 2014 年，溧阳市所

有镇区高新技术企业全覆盖，有一半镇区被

列入省创新型试点镇。“阳光”科技，正在切

实服务和引领企业走科技创新之路，为苏南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县域板块夯实了转型升

级的基础。

溧阳：“阳光”科技助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 陆慧琦 朱志敏

2014年，武进区科技创新工作坚决贯彻党

的十八届三中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导向，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建设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目标，紧扣区委区

政府的中心工作，坚持创新发展一体化格局，

服务全区创新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去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省

产业技术研究院，对江南石墨烯研究院、北京化

工大学常州先进材料研究院给予高度肯定。武

进国家高新区被确定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八区一园”之一；三个镇被评为第四批江苏

省创新型试点乡镇。武进区知识产权局连续9

年被评为“省知识产权工作先进集体”。

积极调动创新资源，全面提升创新要素。

预计（下同）2014 年全区 R&D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2.6%；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

180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

42.2%；全年新认定高企59家；全年专利授权量

7000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5件；组

织科技对接活动16场，新增项目100项。

国家级石墨烯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成功获

批，举办江苏石墨烯产业顶层设计研讨会，打造

石墨烯品牌。出台《先进碳材料产业发展的若

干政策》，2014年起三年内，累计投入2亿元，遴

选碳材料企业13家完善产业链企业库，引进石

墨烯及相关产业高科技企业20家，初步形成区

域性的石墨烯产业集群。建成石墨烯薄膜材

料、石墨烯新能源等重点实验室11个；第六元素

今年成功实现新三板上市；A股上市公司烯碳新

材在西太湖设立20亿元烯碳材料产业基金。

出台了《关于加快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

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州基地）发展的意见》，从

2014 年起 4 年内区财政将拿出 7000 万元专项

资金，着力提升半导体照明的智能控制、封

装、可靠性及创新应用三大领域创新能力。

已引进研发人员 90 多名，承担了国家 863、省

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等多项国家、省部级科

技项目，成果转化 8项。

2015年，是承接“十二五”和“十三五”的关键

之年，我们将进一步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紧

盯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要求，践行科技

体制改革，引进、借鉴并消化北京中关村和深圳

南山创新创业体系建设先进经验和成果，围绕产

业、企业、人才、服务四个着力点，高标准，严要求，

努力实现新常态下科技工作新发展。

武进：重点打造石墨烯、半导体照明等新兴产业
□ 汤静安 胡满朝

2014 年常州国家高新区通过进一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区各项科技工作成效

显著，为人们递交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通过高新企业培

育、研发机构建设、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等工

作，有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壮大。发

挥科技项目杠杆工作，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组织天合光能、中简科技、范群干燥等高科技

企业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其中，全区共获

2014 年省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立项 11 个，

获得 7400万元资金支持，立项总数、立项总金

额在全省国家级高新区、省级开发区范围内

排名第一。2014年预计全年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51%。

高新区还不断强化产业研究院、孵化体系、

人才高地等建设，强化创新平台承载能力。引

进建设中科院遗传资源研发中心（南方）、四川

大学常州生物医药技术转移中心等重大创新平

台。对已引进的浙江大学常州工研院、常州印

刷电子产业研究院等重大创新载体，积极做好

各项服务工作。完善创业孵化载体，多渠道联

系和走访各乡镇、街道、园区和民营企业，鼓励

和指导创办孵化器、加速器。2014年常州市工

具创业服务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孵化器。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

加快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开局之年，更

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和国家创

新型科技园区建设的收官之年。为此，全区将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

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开放集聚创新资源的区

域创新体系，为常州高新区迅速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新常态和建设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提供

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今年将全面启动苏南

自主示范区建设，积极对接国家和省相关规划

布局、政策体系，集聚更多创新资源。强化落

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与技术开发费加

计抵扣、项目扶持等政策；构建区科技项目库；

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研发机构建设、

知识产权强区工程、科技服务业发展。打造集

群、国际孵化器，加速重大创新平台形态集

聚。深化与中科院、浙大、川大等国内知名高

校院所的合作，依托科技镇长团、境外招才引

智工作站等平台，加大招才引智的力度。国家

创新型科技园区全面达标。围绕薄弱指标，逐

条逐项查找原因，制定详细的路线图、时间表，

将责任落实到人，时序倒排到天。

高新区：当好创新发展领头羊
□ 邹 莹 张 俊 朱咏梅

作为常州市主城区的天宁区，创新矛盾

尤为突出：以商场、餐饮、房地产等行业为主

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71%，远高于其他辖市

区；制造业中纺织服装业占比 50%，创新资源

极度贫乏等问题特别严峻。然而，2014 年天

宁区科技部门通过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全区经济和社会

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根据天宁区产业结构特点，科技部门分层次

有重点做好项目调研、挖掘、包装工作，组织一批

有特色、有优势、有前景的项目，申报各级各类科

技计划项目，科技局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科技计

划项目合同，并组织项目承担单位抓紧制定实施

方案，努力争取科技政策的支持，确保项目按计

划完成，尽早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2014年申报

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45项，已立项省级以

上科技计划项目16项，争取省级以上科技经费

2456万元。其中江苏骠马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申报的“中高端乘用车节能环保柔性智能化涂

装生产线研发与产业化”、江苏集盛星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高比能、低内阻新一代超

级电容器系列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获2014年

度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立项。 新增投

入2.5亿元，其中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800万元，产

后预计年新增产出14亿元。

2014 年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167.82 亿

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总产值比重达 19.97%；2014 年新增企业研发

机构 8家，其中省级以上 4家；专利授权量 429

件，其中发明授权 85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完成 13.85件/万人。

2015年，天宁区科技工作将重点围绕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优势产业重大关键和共

性技术攻关，通过实施重大项目，着力打造企

业科技创新优势。以龙头企业为抓手建设研

发机构、整合创新资源、支持企业兼并重组，提

升创新能力形成一批处于行业价值链高端，整

体技术水平领先同行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带动

全区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全面提升高层次人

才的吸纳承载能力，探索建立重点企业科技

园、孵化器市场化运作机制，提高品牌效应，着

力增强对高层次人才的吸纳承载能力。充分

利用周边高校学科优势，以产学研合作为引

导，加强院地企合作，为企业培养、输送一批创

新型人才，打造一批技术水平高、盈利能力强、

市场前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

天宁：依靠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 刘婷婷

2014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各项目标任

务的关键之年。为此，常州市钟楼区科技部门

围绕创建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战略目标，加

大科技投入，搭建技术转移平台、积极发展先

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新材料等高新产业，

为加快全区转型升级步伐、实现钟楼经济和社

会事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去年钟楼区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497.17

亿元，同比增长0.8%，占规模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达55.8%；全区新认定省高新技术产品95只；新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0家，总数达到 90家；全区

申请专利 5988件，专利授权 2156件；组织申报

国家创新基金、省科技支撑计划和省重大成果

转化等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83项；目前已经

正式立项正在实施的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88

项，攻克了一批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难题；精研科

技、东风农机等企业的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科技成果成功实现产业化；全区高新技术产

业投入 36.1 亿元，占全区工业投入的比重达

75.7%；企业与大院大校大所达成的产学研合作

项目已超过 30项，协议金额超过 1800万元；全

区现有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19家，其中国

家级1家（创业中心）、省级4家（创业中心、新闸

科技园、运河5号创意设计产业园、常州新能源

汽车研究院），孵化总面积达到126万平方米，在

孵企业超过500家。

可喜的是，钟楼区科技部门通过积极贯彻

区委、区政府创新驱动战略，在全区范围内再

次营造起了注重创新、注重知识、注重人才的

良好氛围。开发区、各街道以及区各部委办与

科技局一起形成合力，各有侧重、协同创新。

各具特色、富有成效的区域科技创新工作形成

合力，夯实了全区科技创新工作的基础。

2015年，钟楼区的各项科技工作将通过规

划引导、专项支持、重点培育、政策聚焦等措

施，力争达到预期发展目标：全区高新技术产

业投入 35 亿元；全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530 亿，同比增长 5%；占全区规模工业产值的

比重达到 57％；R&D经费投入占 GDP的比重

达到 3%;全区企业技术开发费总额达到 33 亿

元；申报省、市高新技术产品80只、申报高新技

术企业 12家；申报省、市民营科技企业 150家；

申报国家、省和市级科技计划项目150项；专利

申请 4000 件（其中发明 1200 件）；专利授权

1700件；新增产学研签约项目30项；新建“一室

两站三中心”等企业研发平台10个。

钟楼：形成创新合力实现错位发展
□ 陆 萍 杨 蕾

2014 年，戚墅堰区科技局紧紧围绕全区

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的发展大局，积极推动

平台、人才、项目等各类创新要素集聚融合，

各项科技工作成效显著，为全区经济转型和

科学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全年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150亿元，占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 45%；以搭建银企

交流平台、助推科技企业上市、组织推荐“苏

科贷”入库等举措为抓手，打造科技与金融资

源对接的工作新格局。累计帮助企业获得银

行授信近 1个亿。积极助推中小板、“新三板”

等上市工作，开辟上市服务“绿色通道”，整合

科技创新资源帮助上市意向企业优化资质，

并推荐券商上门对接服务。目前，神力电机

成为全市证监会披露的 7家 IPO 企业之一，江

苏向利在 E 板上市，3 家“新三板”上市意向企

业与券商签约并进入股改；组织申报省级以

上科技项目 30 项，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33 项，

获立项 22 项，全年争取上级科技资金 2092

万。其中，同和纺机获省重大成果转化项目，

戚研所获得了全市唯一的省知识产权战略推

进重点项目。大力实施产学研“110”计划，组

织 100 余家企业赴北京、沈阳、大连等地开展

产学研活动，对接了全国 20所重点高校院所，

达成合作意向 20余项；全区已建成“两站三中

心”52家，大中型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高新技

术企业中研发机构建有率近 90%。

2015年，戚墅堰区科技部门将进一步贯彻

落实“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全力抓好创新资源

的集聚、创新环境的优化和创新能力的培育工

作，集中精力抓重点，破难点，推动科技工作再

上新台阶。加快招才引财，集聚创新资源。发

挥好产学研合作对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的集

聚作用，组织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同开展技术攻

关，积极引进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人才。突出企

业主体，提升创新能力。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的

培育，积极推进民营科技企业在产品研发、人

才引进、专利申请等方面加大投入，多出快出

成果，努力向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大力提升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

优化创新环境，促进转型升级。把提升科技

服务水平作为重点整改目标，为辖区企业提供更

具针对性、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帮助企业争取更

多科技创新资源。针对技术开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联合全区相

关部门，做好服务工作，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戚墅堰：集聚创新资源谋发展
□ 李 滨

2014年，常州市坚持创新驱动战略，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围绕加快形成以创新型企业

为主力军、创新园区为主战场、新兴产业为主

攻方向的创新发展一体化格局，突出“转型升

级、自主创新、体制改革”三位一体的科技工

作主线，创新型城市建设取得新进展。常州

连续 14 年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

获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在福布斯中国

大陆最具创新力城市排名中列第 10位。

一年来，突出转型升级，增强产业竞争能
力。根据产业、企业、园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创

新需求，加强分类指导，实行重点突破。“十百

千”创新型企业集群加快壮大。加快培育以创

新型领军企业为龙头、科技型上市企业为骨

干、高新技术企业为支撑的创新型企业集群，

13家创新领军型企业实现销售收入超 1000亿

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近十分之一。

116 家科技型上市培育企业中 50 家与券商签

约并完成股改，亚邦染料、第六元素等6家科技

型企业先后在主板和新三板挂牌上市。高新

技术企业累计 986家。“一核两区三园多基地”

创新布局加快完善。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营

业收入超1600亿元，两个国家高新区成为新兴

产业的主要载体，53%以上的“十百千”创新型

企业、55%以上的企业研发机构集中在两个高

新区；52%以上的孵化器、80%以上的产业创新

平台、60%的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41%的发明

专利落户在两个高新区。常州科教城获准建

设省唯一一家科技服务示范区，获批国家级两

化深度融合试验区，连续两年在《创业邦》“中

国最佳创业园区”评选中名列第二。常州西太

湖科技产业园正式成为中以两国政府首例合

作共建的科技园区，获批国家级石墨烯高新技

术产业化基地。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完成4100亿元，占规上工业产

值比重42.5%；高端智能装备及机器人、先进碳

材料、新医药等产业集聚优势明显。

一年来，突出自主创新，提升科技服务水
平。通过优化科技服务，引导和帮助企业整合

集聚更多的国内外创新资源。创新能力明显

提升。争取省级以上项目超 500项；累计建成

“两站三中心”1052个，入选省重点企业研发机

构56家，列全省第三。天合光能光伏科学与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四药制药参与的

抗高血压沙坦类药物的绿色关键技术开发及

其产业化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预计

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2.8％，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超13件，企业享受科技减

免税超 23.04亿元。产学研合作持续深化。成

功组织5·18展洽会、党政企代表团东北行等重

大产学研活动13次，新增重点产学研合作项目

126项；建立完善“天天5·18”科技服务平台，发

布成果2867条；常州先进所与北化常州研究院

进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专业研究所行列，

入选率在全省同类型机构中名列第一；浙大工

研院、上海交通大学等相继在常州成立研发中

心。国际合作深入推进。承办 APEC 第三次

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会议暨智慧城市

创新与技术合作论坛；新增省外资研发机构 8

家，累计86家，列全省第二；支持恒立油缸等创

新型企业在境外以收并购或直接投资等方式

设立海外研发机构 3家。科技人才加快集聚。

启动实施“杰出创新人才引育云计划”，通过

“龙城英才计划推介会”累计签约落户领军人

才项目2049名，其中国家“千人计划”342名，累

计培训科技企业家600多名。

一年来，突出体制改革，激发企业创新活
力。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主线，针对制约

科技创新的“关键穴位”对症下药，通过修订

完善科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完善科技金融

结合机制等改革举措，着力解决创新要素资

源“既要有得用、又要用得好”的问题，充分发

挥创新政策的最大效用。

2015年，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必须增

强创新发展的新动力。常州将以建设苏南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契机，争取在创新主体、

创新载体、产业培育、人才引领、科技服务等方

面实现新突破，引领和支撑全市工业经济转型

升级，加快建成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试验区、区域创新一体化先行区。

一是壮大企业主体。重点支持 20家左右

龙头企业成为创新型领军企业，新认定科技

型上市培育企业 100 家左右，累计超 200 家，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超 100 家，累计超 1100

家，创造自主知识产权超 1万件。推进规模以

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实现全覆盖，

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达 95%以上。

二是建设创新载体。制订实施苏南（常

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和政策，打

造“常州科教城和两个国家高新区”核心区，

辐射带动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加快推动创

新资源向基层集聚，进一步下移工作重心，建

设一批省级创新型试点乡镇。

三是推动产业发展。围绕十大产业链，深

入研究产业发展规律，按照“前瞻性培育、主导

性发展、竞争性参与、借势成长”的产业培育常

州方略，加强精准化的科技招商，集聚创新链，

牵头抓好先进碳材料和新医药产业链。

四是引育创新人才。探索国家领军人才创

新驱动中心常州站的运作机制，实施杰出创新

人才引育“云计划”，把人才、项目的引进与常州

的企业捆绑在一起，真正突出企业的主体作用。

五是提升科技服务。重点发展研发设计、

创业服务、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等服务业态，提

高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效率，争取全市科技服

务业总收入超过百亿元。开展企业大走访活

动，确保企业需求解决率超85%，协同推进的重

大科技项目序时进度达到95%以上。

深化改革激活力 创新驱动促转型
□ 常州市科学技术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