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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骆清铭成为江苏

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项目经理；10月，脑空间信息技术研究

所落户苏州并与省市签订共建协议；12月，江苏省产业技

术研究院第一笔的 1000 万运行经费就拨付到位；今年 6

月，第一个光学成像平台实验室装修竣工……

今年 8月，《自然》杂志的一篇《中国启动脑成像工厂》

报道，使得一家刚刚组建、位于苏州的脑科学研究所成为

全球科学界关注的焦点，该所研发的神经环路成像系统，

能够以 1 立方微米的分辨率全自动采集大脑环路成像。

国外科学家表示：“这种工厂化的研究规模将极大地加速

脑科学的发展。”

为集聚海内外创新资源助力产业转型升级，7 月 5 日

至 6 日江苏大院大所对接会在南京举办。吸引了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260 多个大院大所的 1500 多名专家

与会。对接会筹备期间，海内外大院大所与江苏共达成

签约或合作意向项目 2931 项。21 项重大项目现场签约，

总投资额 318亿元。

本次对接会只是江苏向大院大所要智慧的一个缩

影。除举办此类临时性、短期的产学研对接活动外，江苏

近年来高度重视产学研对接机制和平台建设，先后成立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和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实

时帮助企业与大院大所的创新资源对接，让对接会永不

落幕。

早在去年，江苏省便在全国率先按照技术产权交易3.0的

目标，启动建设技术产权交易市场。通过政府搭建平台，吸引

企业、高校院所、中介服务机构以及技术经理人、技术经纪人

等参与，努力把技术成果的供给方、需求方、服务方联系起

来。目前，线上服务平台数据总量已近19万条，省内外8.6万

家企业、院所、高校、机构的技术信息在线对外发布，有16521

条企业需求信息与科技成果信息实现精准匹配并互相推送。

目前，江苏已与中科院所有应用类研究所和“985”高

校实现合作全覆盖，共建各类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与载

体 4000 多个、“校企联盟”1 万多个，每年实施产学研合作

项目超过 2万项。在国际上，江苏分别与以色列、芬兰、英

国等创新型国家或地区建立产业研发合作机制，并与英、

美等世界知名高校院所深度合作。

牵手大院大所 打造创新特区

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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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跑出创新加速度江苏跑出创新加速度
——聚力创新厚植沃土打造强富美高新江苏聚力创新厚植沃土打造强富美高新江苏

全球首台运算能力达到十亿亿次的计算机“神威·
太湖之光”、下潜最深的蛟龙号、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8 年

位居全国第一、全省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稳居全国

第一……走进一扇蔚蓝色的“窗口”，扑面而来的未来感、

科技感立刻将人“牵”入创新发展的江苏大门……这个长

假，“砥砺奋进的江苏”——大型主题图片展“创新篇”吸

聚了众多市民的目光，100多张新闻照片记录着江苏的科

技进步、制度创新和民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核心战

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更是鲜明提出了“聚力创新”，切

实把创新摆在全省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省上下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

要讲话精神，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引领

江苏发展站上新的方位。

2016 年，江苏全社会研发投入达 1985 亿元、较 2010

年翻一番、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2.61%，科技进步贡献

率达 61%，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过 6.7万亿元、占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比重达 41.5%，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 14 万

件、是 2010 年的 7 倍，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创新成果

最多、创新氛围最浓的省份之一。

连续 15 次创造晶硅太阳电池效率和组件功率的世

界纪录，成为世界最权威的光伏电池“发展地图”中唯一

被记录的中国企业，这是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书写的

奇迹。

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

格局调整……面对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2016 年 8 月，

江苏出台了科技创新“40条”等一系列新政良策，将“聚力

创新”的浪潮愈推愈高，并激发企业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更多像天合光能这样的企业正在江苏崛起。

“今年初，为策应‘40 条政策’，我校推出进一步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18 条新举措，设立专门的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岗位，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评聘制度。”东南大

学科研院副院长张晓兵介绍，为了消除科技成果转化中

成果方与企业间存在的“断裂带”，学校专门成立了科技

成果转化增值工程团队，由团队对拟产业化的科技成果

进行再加工，不仅助其“风光出嫁”，而且“身价”也倍增，

更便于成果转化双方无障碍“牵手”。

江苏省科技厅厅长王秦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省委、

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十二五”以来每年都

要召开一次综合性会议或者出台一批重要文件进行专

门研究部署。特别是 2016 年，省委召开了以“两聚一

高”为主题的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确立了“聚力创新”的

鲜明导向。为落实全国科技“三会”精神，省委、省政府

及时召开了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强调聚焦科技创新这

个“核心的核心”用功发力，努力建设科技强省，打造江

苏转型发展主引擎。

据国家技术预测调查显示，我国 15.1%的领跑技术分

布在江苏。依托产学研共同体，江苏在纳米、超级计算、

生命科学、太阳能光伏、物联网等领域，已有一批重大技

术和战略产品居国际前沿。

创新良策厚植发展沃土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对创新创业的追梦者来

说，能觅得知音良友，寻得助航起飞的舞台，是他们创业

路上的一大幸事。

为了增强科技创新的活力，营造科技创新氛围，江苏

连续五年通过举办科技创业大赛，搭建创新创业服务平

台，帮助科技创业者开辟了一条“加速”奔跑的道路。

在苏州勤浩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一批新药正加

紧研发。这家公司主攻癌症靶向药，其中针对乳腺癌、

头颈癌、结肠癌的研发已经初见成效。创始人王奎峰的

目标是，用创新药来提升中国医药行业的竞争力。这个

梦想源于他 2014 年参加的首届江苏科技创业大赛训练

营。短短两三年，公司已经申请了十五项专利。今年王

奎峰又参加了第五届“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并成功

杀入总决赛。

五年来，五届“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共吸引海内

外一万五千多个创业团队和企业参加，35 个企业和团队

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江苏省市县科技部门联动，

给予近 100 个大赛获奖项目超过 1 亿元的科技计划经费

资助，一大批科技创业者快速成长。

全省拥有省级以上备案众创空间 384家、各类科技企

业孵化器 582家，孵化面积达 3000万平方米，其中国家级

孵化器数量、面积及在孵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

一。开展国家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省市联动建立

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形成以“首投”“首贷”“首保”

为特色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全省新型科技金融组织达 147

家，创业投资管理资金规模超过 2100亿元。

截至目前，江苏全省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3 万

家，约占全国的 1/8。规上高新技术企业以占全省规上工

业企业 16%的数量，实现了 26%的工业产值、30%以上的

利润、47%的新产品产值和 73%的有效发明专利。

创新舞台奏响双创最强音

“只要这个人一周内曾接触过毒品或者爆炸物，即便

他双手空空，通过检测，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苏州高

新区的浙江大学智能材料与微系统研究中心，研发主管

于林正忙着和同事们对刚投入市场的第四代“便携式爆

炸物毒品探测仪”进行评估分析。

“ 现 在 国 内 70%的 民 航 机 场 ，都 在 使 用 我 们 的 产

品。”于林说，而随着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这款探测仪

目前的年销售额已超过 5000万。

在苏州高新区科技城，类似的“大院大所”还有很

多。该区先后与 80 多家院校开展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

大院大所大平台已成为“高端、高质、高效”的产业技术创

新源头。

这样的热闹并不是一阵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星

期日工程师”，到上世纪 90 年代的“科

技项目合作”“共建研发平台”，再

到现阶段“全面战略合作”和共

建重大联合创新载体，产学

研合作有力促进了江苏创新

资源集聚和产业转型升级。

放眼全省，以常州石墨

烯、泰州生物医药、南京未

来网络通信等为代表，江苏

已崛起一批战略产业新标

杆。2016年，科技创新在江苏发展中发挥重要支撑、引领

作用：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1 万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规上工业的比重达 41.5%，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1%。

目前，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成为我国首个以城市群为

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初步形成了“五城九区

多园”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江苏拥有国家创新型试点城

市 10家、国家大学科技园 15家、国家高新区 16家，均居全

国第一。全省 46 家省级以上高新区，以占全省 3.8%的土

地面积，创造了全省 25%的地区生产总值和 35%的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聚集了全省38%的高新技术企业、44%的授权

发明专利和 50%以上的

国家“千人计划”创

业类人才。

创新布局广纳天下英才

本报记者 张 晔

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