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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江尾海头，扼长江“咽喉”之要塞，江阴人一

向敢想，敢闯，更敢干。

浸润着奔腾不息、气势如虹的长江文化，成立 20

多年来，江阴高新区从跻身高新区“国家队”，到获得

科技部批复同意创建国家创新型特色园区，到国家

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顺利通过考核验收，再到入列苏

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谱写了一曲县级市高新区

蝶变腾飞的“传奇”。

怀揣弄潮儿劈波斩浪的豪迈气魄，成立 20 多年

来，江阴高新区不仅以全市土地面积的 5.4％创造了

全市四分之一强的地区生产总值，成为江阴经济增

长的强力“引擎”，更走出了一条“以自主创新推动传

统产业和本土企业高新化”和“以人才引领实现战略

性新兴产业育成化”的特色转型发展道路，成为江苏

乃至全国创新的“科学发展先行者”。

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新时代的创新创业大潮

中，今天的江阴高新区人并没有停歇脚步——

在这里，华泰汽车自动变速器、中芯长电 3D 集

成芯片、兴澄特钢钢板深加工、星科金朋集成电路封

测等一批超 10亿美元、超 50亿元重特大项目纷纷签

约落户或开工建设；

在这里，国家级的中欧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内先后吸引了荷兰、比利时、德国、以色列等国的

一批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落户，

已入驻世界 500强跨国公司亚太地区研发中心 5个，

累计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5000多名；

在这里，诺贝尔奖得主研究院、“千人计划”物联

网产业技术研究院、江阴中德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江

阴中瑞国际生物医药创新中心等一批成果转化孵化

机构和国际技术平台引人瞩目；

还是在这里，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主要经济指

标全面实现“双过半”，今年上半年，全区完成 GDP

385亿元，实现了 9.9%的高增长率……

主动对接，抢抓“国家轨道”的
机遇“红利”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支持南京、

苏州、无锡、常州、昆山、江阴、武进、镇江等 8 个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建设苏南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

放眼苏南，首个以城市群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的诞生，意味着以创新驱动为内核、以

一体化发展为特色的“新苏南模式”正式开启。

可以说，以自主创新为“动力源”的国家战略，不

仅让“国字号”的高新区迎来了转型提升的最佳契机，

更激荡起了新一轮创新驱动、先行先试的发展热潮。

“打造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不但要

搞科技创新，还要引领更大区域的创新驱动发展；不

仅要注重技术层面的创新，还要注重科技体制改革

方面的先行先试；不再是‘独善其身’，更要打破行政

壁垒，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协同创新……”

毫无疑问的是，苏南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之后，将倒逼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推行股权激励

试点、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点、科技成果使用处

置和收益管理试点工作，以更加优惠的财税、经济、

政府采购、考核政策支持地区创新型经济发展。

当昔日的创新创业热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

命，手攥入列国家发展轨道的“政策红利”，如何抢抓

发展机遇，主动对接、融入国家战略，在激烈的区域

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摆在江阴高新区面前的一道

“必答题”。

打造“转型升级示范区、科技创新引领区、对外

开放窗口区”!

面向未来，江阴高新区选择了这样的答卷——

以培育和引进领军型企业、旗舰型项目为主要

抓手，以创新创业为重要支撑，以主导产业转型升级

和集群发展为主攻方向，更大规模集聚创新核心要

素，更大力度引进重特大项目，更高标准建设一流高

新区，努力把高新区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特色鲜明、环境优美”的国家高新区和苏南地区的科

技创新引领区、转型升级示范区。

“我们清楚认识到，必须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不断突破，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

巨大潜能，才能把示范区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

亮。”江阴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冯爱东说。

政策先行, 打造“创新创业”的
优异生态

事实上，尽管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建设，江阴高新

区已经形成了相当的技术、产业、资本等先发优势，

但发展空间的局限、高端人才资源的先天不足、相对

滞后的体制机制仍然是新一轮创新发展的桎梏。

如何突破？

“我们只有向技术前沿要动力，向产业高端要空

间。必须以国际化的视野，从扶持政策、引进人才、

创新机制等方面突破，以此来营造示范区良好的创

新创业生态环境，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建设新型

科研机构，发挥科技金融的助推作用，推进区域协同

创新，培育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高新区科技局局

长王彪说。

去年来，江阴高新区借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给力”政策，在问题

导向的基础上，开启了全新的探索——

在落实好中关村“1+6”政策，积极推广先行先试

新四条政策的同时，江阴高新区先后制订出台了《江

阴高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和《江阴高新区创新型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管理办

法》，财政每年安排 5 亿元，在企业技术创新资助、科

技金融和科技服务扶持等方面加大政策激励力度，

大力整合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此外，江阴高新区还创新体制机制，强化资本支

撑，充分发挥科技金融对创新创业的支撑作用，培育

壮大高新区多层次的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构建广

覆盖、宽辐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力图使科技金融

成为创新创业的“加油站”——

设立以“首投”为重点的创业投资，大力发展天

使投资，以高新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为依托，设

立总规模 1亿元的天使投资引导资金，促进天使投资

支持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发展以“首贷”为重点的科技信贷，建立科技担

保、科技金融风险补偿等各类资金 3亿元，营造科技、

金融、产业一体化的生态环境，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

链条的金融支撑体系；

创设以“首保”为重点的科技保险，设立科技保

险专项补贴，用于补贴科技型企业和研发机构投保

科技保险所发生的保费支出，不断提高科技型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同时，江阴高新区还创新工作思路，利用本地拥

有 35家上市公司、36只股票和高新区 15家海内外上

市公司地区总部及功能性机构，在靠近江阴主城区

的 3.5 平方公里范围内，有针对性地出台扶持政策，

推动各类社会资本、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投资落

户，积极引进金融街控股等国内知名商业地产运营

商加速金融总部的开发建设，力争打造江苏省开发

区首家上市公司总部集聚区，使之成为独具江阴高

新区特色的“城市名片”。

海外揽才，玩转匹配“产业链”
的“人才魔方”

位于江阴高新区生物医药加速器内的贝瑞森公

司，是国内唯一一家提取并创新应用贻贝粘蛋白的

企业。诺奖获得者本特·因格玛·塞缪森教授的加盟

以及生命科学中国（江阴）研究院的成立，使得贝瑞

森不仅有了国际顶尖技术的支撑，也有了更清晰的

国际化发展战略视野；

无独有偶。诺奖得主科里教授团队与主打节能

环保产品的制造业企业双良集团的合作，不仅使其

跨界进入了新兴产业领域，更纯熟地玩转起“人才+

项目+资本”的魔方，转型升级的路径异常清晰。

这正是江阴高新区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的一个个

缩影。

近年来，江阴高新区在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

的同时，立足行业科技前沿，突出国际视野，在全球

范围内搜寻行业领军人才，部署与“产业链”升级相

协调的“人才链”，向顶尖人才伸出橄榄枝，意图实现

科技创新、人才集聚与产业升级的联动发展。

去年来，一大批行业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在这

里落户，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得到孵化转化。目前，

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创办研究机构 4家，全区大中型

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达 100%，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总

数达 500件，研发投入占 GDP的比重已达 4.5%。

“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第

一资源。”冯爱东说。

在集聚高端人才资源的同时，江阴高新区还积

极探索“以重大项目带动人才集聚、高端人才推动产

业更新”的双向互动模式，强化对领军人才的激励，

发挥领军人才对推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的支撑作

用。

加大股权激励力度，鼓励企业以股票期权、限制

性股票等方式对科技人员给予股权激励，使企业科

技收益与研发人员个人收益有机结合；引导高校院

所、国有控股的院所转制企业建立健全科技成果所

有权的认定和激励机制，鼓励科技人员以自有知识

产权作价入股企业或转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激发

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如今，按照“引种子、建苗圃、育森林”的引才路

径，江阴高新区已成功创造了“引进一名领军人才、

带动一支创新团队、撬动一个新兴产业”的转型典

范，人才、科技、资本，正在“研发孵化、科技加速、产

业转型”的发展模式中相生相长，有机融合。

链接全球，打造开放创新的“桥
头堡”

不久前，江阴中德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

刚刚获得江苏省 2015 年度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立

项。

这家由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提供技术支持、设

立在江阴高新区的国际技术转移机构，即将围绕新

能源、环境保护、智能制造等工业 4.0相关的项目，展

开技术转移及孵化工作。

以“2015 中德创新合作年”为契机，江阴高新区

今后还将深化与德国的全面合作，积极承接德国高

技术转化及应用项目和人才团队来高新区创新创

业。同时，进一步扩大江阴中德中心在国内和海外

的影响力，确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运作

机制，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积极发挥

江阴中德转移中心“红娘+保姆”作用，发挥江阴中

德技术转移中心品牌效应，为中德双方企业在科技

合作、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人才培训、产学研用等

方面提供服务，建立完善德国高新技术项目引进和

孵化平台、高新技术交流和培训平台，为发挥国家

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提供有力支撑。

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在创建苏南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实践中，江阴高新区正力图将

自身打造成为开放创新的“桥头堡”。

以设立在江阴高新区的国家级中欧示范型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为例，其通过大力实施创新国际化战

略，不断扩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有效链接全球科技

创新资源，区域国际科技合作能力显著增强，海外高

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加速集聚，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建

设取得了卓著的成效——

基地内先后吸引了荷兰、比利时、德国、以色列

等国家一批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落户，已入驻世界 500强跨国公司亚太地区研发中心

5 个，基地内企业累计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省级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共 16项，相继设立 10家海外引才

工作站、5 家创新驿站，累计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5000 多名，先后成立了诺贝尔奖得主研究院、“千人

计划”物联网产业技术研究院、江阴中德国际技术转

移中心、江阴中瑞国际生物医药创新中心等一批成

果转化孵化机构和国际技术平台。

与此同时，为了持续激发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力，

江阴高新区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杜克大

学、中科院、上海交通大学等 100 多个国内外知名高

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各类合作平台。不仅吸引这些

科研院所与高新区企业开展了 300 多项重点产学研

项目合作，鼓励他们来高新区联合办学、设立学院；

不少海内外知名研发机构、跨国公司被吸引到江阴

高新区设立全球性或区域性研发中心，与园区企业

开展深度合作；世界著名高科技园区与江阴高新区

的合作日益紧密……

如今，江阴高新区借助经济、科技和开放的优势

与特色，这里正面向全球搭建起一个更加广阔的科

技合作交流平台，加速各种创新要素资源的流动，构

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一个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新高地”正日益

崛起。

产业链招商，大项目夯实转型
发展基础

“项目是高新区的生命，没有项目，稳增长就是

一句空话，示范区建设就会流于形式，转型升级就没

有支撑。”冯爱东说。

多年创新发展的经验，让江阴高新区人清醒地

认识到，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活动，狠抓产业链招

商，正是转型发展，加快产业集聚和打造特色鲜明产

业集群的最佳路径。

近年来，江阴高新区突出主导产业链高端、整机

和终端、前沿技术及自主知识产权三大关键，先后组

织赴上海、北京、杭州等国内一线城市及美国、日本

等地，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放大产业链关联项目的

带动效应，力求以链内项目的持续落地来迅速壮大

产业规模，提升产业层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截至今年 9 月，总投资 12 亿

美元的中芯国际芯片制造项目、总投资 5亿美元的新

加坡星科金朋半导体封测项目、总投资 2亿美元的科

美半导体项目以及曙光星云城市云计算中心、美国

奕洋光电科技等一批重大项目正式落户高新区。

同时，美国高通公司参股投资中芯长电已经公

司董事会通过，中国检测中心项目正在加紧论证启

动，阿里云创新创业基地、国家卫计委移动医疗产业

园等重点项目已进入签订协议、筹备建设阶段……

据统计，今年以来，四个专业园区累计引进各类科技

创业项目 95个，其中总投资 2000万元以上的 20个。

引来项目更要服务项目。当前，江阴高新区正

狠抓总投资 370 亿元的 26 个重大项目的竣工投产，

强化跟踪协调和督促推进，确保中德电子、中南地

锚、荷兰达门等 10 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年内全部竣工

投产。同时，围绕华泰汽车产业园、中轶凯仑电动商

务整车项目、长电科技高脚位集成电路项目、中芯国

际 3D 集成芯片项目、兴澄钢板深加工项目、科技金

融街区等 8个超 10亿美元或 70亿元重大项目的落地

建设“强攻突破”。

冯爱东介绍，下阶段，高新区将继续加大对重大

项目的跟踪、督促和协调力度，千方百计破解要素制

约，不断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

产，努力实现新上竣工项目新增年开票销售 200亿元

以上。

“推进落实一个大项目，激活孕育一条产业链，

打造形成一片产业集群”。今日江阴高新区，以产业

链聚资源，以大项目夯基础，新一轮发展的爆发力和

持久力正在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生发，孕育……

做强“特”字，产业集群筑起经
济转型新优势

江阴高新区是国家特钢新材料创新型产业集群

试点单位，全球最大的钢帘线生产企业、全球最大的

单体特钢生产企业、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主板电

路板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麦芽加工基地、全国最大

的钢丝绳和大桥缆索生产企业、全国最大的半导体

封装测试企业……

一连串的“最”字诠释着江阴高新区的不凡与

荣耀。

作为孕育这些企业的“母体”，20多年发展，江阴

高新区不仅形成了金属新材料及高端制品、高端智

能装备、融合通信装备及材料、现代中药及生物新药

等先进制造业和总部经济、软件及服务外包、文化创

意、城市经济、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共同发展的产

业格局，更在新材料、汽车、集成电路等领域构筑起

了一个个特色“产业高地”。

王彪告诉记者，根据江苏省委、省政府《实施意

见》的要求，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要适应

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大力集聚全球高端

创新要素，推进原始创新和重大集成创新，突破核心

关键技术，获取重大原创成果，促进科技成果资本

化、产业化，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

向技术前沿要动力，向产业高端要空间。这是

江阴高新区新的发展路径。

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江阴高新区构想了“一个科

技城、五大产业园区”未来发展“画卷”，将重点打造

特钢新材料及金属制品科技产业园、汽车整车及关

键零部件科技产业园、传感网（集成电路）科技产业

园、现代中药及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园、高端智能装备

科技产业园五个特色产业园区。

目前，一个名为创新型产业集群“532”计划正在

紧锣密鼓的实施——

打造特钢新材料及金属制品、汽车整车及关键

零部件、现代服务业 3 个千亿级和微电子集成电路、

现代生物医药医疗 2个五百亿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努

力建成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试

验区和区域创新一体化先行区。

何以“剑指千亿级”？

积极建设重大创新平台——规划设立 7.37平方

公里的特钢新材料及其制品科技产业园，启动建设

特钢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所；

引进重大产业项目——从最早引入贝卡尔特开

始，近年来，如兴澄特钢与北欧知名企业深度合作的

投资 15 亿美元的特种钢板深加工项目，华泰汽车集

团投资 70 亿元的变速箱项目等“落户”，带动着产业

快速发展。

产业链协同创新——德国采埃孚公司、德国舍

弗勒集团、日本发条株式会社、日本日产汽车集团、

德国宝马汽车集团等全球知名企业，都纷纷成为江

阴高新区特钢新材料产业集群相关企业的重要客户

和合作伙伴。通过与国外配套知名公司的合作，集

群相关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水平进

一步加强。

梳理特钢新材料领域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围

绕区内的特色产业，江阴高新区正通过搭建公共创

新平台，引入重大项目，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龙头企

业协同创新等举措，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

大力推进企业集群、产业集聚建设，探索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这里充满着激情与梦想，这里充溢着创造与

活力。

不断完善政策制度体系，让人才留得住、成果可

转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引领经济发展跃上新境

界；打造特色创新产业集群，为创新发展夯实产业基

础；借力改革，破除束缚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的体制

机制障碍……

在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新征途上，

江阴高新区正全面推进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积

极推动创新政策的先行先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全面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

能。

在这里，记者喜悦看到，挟江海雄风，一个科技

创新与产业升级的“主引擎”正在“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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