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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苏州高新区的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切片机车

间，工人们正在用“遥控器”操作机器，墙上的大屏幕上快速地跳

动着每台机器的各项数据。这一个个数据正在被实时统计，并迅

速转化为生产力。

“一台分选机连接了 6 台服务器，一台切片机一分钟最多会

产生 700 个参数。”协鑫光伏总经理郑雄久向记者介绍：“我们前

期 70%的投入都用在智能机器装备上，得益于与阿里云的合作，

这些数据通过云计算优化生产效率，使得产品良品率提升了

0.5%。

无独有偶，在高新区的光伏制造业中，另一家光伏企业江苏

固德威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也通过阿里云的大数据成为产业融合

发展的样板。

“我们经过 4 年多的积累，获得了公司售往全球的 5 万多台

光伏逆变器的数据，通过阿里云对这 2-3T 的逆变器发电数据

进行计算，我们研发出了国内第一个家用智能能源管理系统。”

固德威应用网络部经理仝冠生介绍，“举例来讲，这一系统可以

做到根据不同地区的光照强度，自动测算电站未来 7 天内的发

电功率，不用人为参与，就会根据家用电器的用电规律实现能

源智能分配。”

苏州高新区以“高”“新”取胜，将新能源产业列为三大战略

新兴产业之一，通过大数据的应用、单位产值的提升以及引进

重大新能源项目等措施，一条趋于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的已经

逐渐形成。2015 年 12 月，阿里云与高新区结缘落户到苏州科技

城，签约双方约定将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应用，助推

苏州及高新区生产性制造业向服务性制造、高端化智造转型。

阿里云落地后，立即创造了“阿里云+协鑫”的产业融合新模式，

引起业界瞩目。

提到太阳能，光伏行业业内人士就会关心到“转换率”这一概

念，太阳能电池正面银浆正是与太阳能转换率密切相关的一种材

料。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这种材料上的研发上做足

了功夫。在不足 4 个篮球场大小的厂房里，仅有 45 个员工，就实

现了年产值近 3亿元。

“通过与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进行合作，我们掌握了太阳

能电池最新技术以及浆料技术的跟进，经过研发的 3 次技术升

级，应用我们产品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的转化率从 18%上升到

了 18.8%。”晶银新料的副总经理周欣山告诉记者。目前，晶银

新材的产品已经申报了 20 多项专利，成功打破银浆市场的国际

垄断。

在苏州高新区，像晶银新材这样“异军突起”的新兴新能源企

业，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目前，高新区已经集聚起 30多家新能

源企业，新能源产业产值已达每年 200亿元规模。一条以阿特斯

光电、保利协鑫科技为龙头的太阳能光伏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

包括硅片生产、电池片及组件生产、光伏装备制造、太阳能逆变器

等并网及储能系统生产、太阳能电池正面用银浆等配套辅料生产

等，苏州高新区正在以健康、绿色的姿态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大

步向前。

产业融合：
新能源搭上大数据的“筋斗云”

创新为旗创新为旗，，发展动能加速转换发展动能加速转换
——“两高两新”战略助力苏州高新区创新高地崛起
缪逸洲 本报记者 张 晔

2017 年 8 月 10 日，国网（苏州）城市能源研究院在苏州高新区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专注

于城市能源发展的研究机构；8月 22日，东南大学苏州医疗器械研究院揭牌；8月 23日，总投资

20.8 亿元的中移软件园开园；9 月 17 日，苏州高新区“牵手”华大基因，打造世界级基因科研与

应用示范基地“生命健康小镇”……最近，10多个重大创新载体在苏州高新区落地生根，以“大

院大所”为代表的高端要素集聚，已成为该区创新发展的一大亮点。

通过构建创新内核，一股新动能在苏州高新区持续不断累积放大，这也为区域经济加速、

新技术的迭代、新企业的诞生和新产业的兴起蓄势发力。今年上半年，该区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75.5%，令人刮目相看。

从创新资源的厚植，到新兴产业的爆发，苏州高新区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了现代经济

的版图，好似飞针走线的“双面绣”，两面都精彩！

“高校科研院所要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必须深耕

地方贴近产业。”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自今年 6

月揭牌至今，已有 10个科研团队完成签约，其中 6个

团队人员已到岗，项目涵盖水污染、环境污染、土壤

修复等领域。

研究院副院长董立户认为，高效开工离不开清

华大学环境学院学科优势，更重要的是所在地浓厚

的产业创新氛围以及对“生态改善”的产业技术需

求。近年来，苏州高新区通过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

链条的创新平台，建设和完善专业化、特色化、开放

型的研发平台、技术交易平台、创新服务平台、重点

活动平台，大力引进和培育高水平研发平台，不断增

强各类平台的集聚力。目前，苏州高新区已经集聚

起中科院苏州医工所、浙大苏州工研院、中移动苏州

研发中心等 80余家大院大所。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人才政策就是创新的

风向标。今年 3 月，苏州高新区一系列覆盖范围最

广、政策条件最优、操作性最强的人才新政，向海内

外各类人才抛出了橄榄枝。9月，更是加码人才政策

“大礼包”，出台人才新政首批 10项实施细则：重大创

新团队项目综合扶持经费最高可达 1亿元；给予创业

领军成长项目最高 1000 万元的成长奖励；每年安排

1000万元/人的引才奖励……

数据显示，高新区创新资源正在加快集聚。截至今

年上半年，累计集聚国家“千人计划”专家42人、省双创人

才61人、省创新团队8家，累计集聚高新技术企业409家、

上市企业16家、“新三板”挂牌企业43家；完成专利申请

4328件，其中发明专利1982件，占申请总量的45.8%。

苏州市副市长、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徐美健

表示：“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文化、生态优势，坚持

创新引领发展不动摇，在更高坐标系中践行“两高两

新”战略，进一步加快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

培育创新业态、营造创新生态，高水平打造创新引领

发展示范区，全力构筑具有硅谷气质的创新高地。

这既是高新区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战略选择，又是高

新区发展的希望所在和必然要求。”

招才引智，全力打造自主创新引领区

翻 开 苏 州 地 图 ，东 起 精 致 繁 华 的 古 城 区 ，西

至风光秀丽的太湖畔，便是苏州高新区的范围，

“ 真 山 真 水 、青 山 绿 水 ”成 为 高 新 区 的 一 张 生 态

名片。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到人民福祉和未来发展

的长远大计。苏州高新区根据区域自身资源禀赋，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批绿色新兴产业趁势发

展，传统产业加快向高端攀升，不同产业形成“聚核

裂变”式的良性互动，一场由创新引领的变革正徐徐

展开。

前不久，苏州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一个新

建的切片生产车间在生产看似正常的情况下，不

良率始终比其他车间高出 7 个百分点。“多亏了阿

里巴巴‘云脑’，它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问题出在

精度相差零点几毫米的备件上。”后经改进，这个

车间良品率提升 5 个百分点，而良品率每提高千分

之一点，就可为企业节省上千万元的生产成本。

这个给协鑫带来巨大效益的“云脑”，实际上是阿

里巴巴工业云的大数据分析技术。8月 15日，苏州

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在高新区揭牌成立，计划 3年内

为 1000 家苏州工业企业进行工业大数据诊断服务，

该中心将被打造成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

重要载体平台。这些成为苏州高新区集聚高端要

素，带动区域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突破创新

发展“天花板”的典型样本。

近年来，苏州高新区聚焦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医疗器械和医药三大新兴产业体系，集

聚了一大批科技领军企业，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2016 年，苏州高新区制造业实现产值 2675 亿元，占

规上工业产值比重 99%；其中新兴产业实现产值近

150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55.8%，

意味着产业迈向中高端。

截至目前，苏州高新区已集聚医疗器械相关企

业 200 余家，去年产业产值超 58 亿元。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集聚着中国移动苏州研发中心、中科院苏

州地理信息产业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去年产值近

1200亿元。新能源产业依靠国网（苏州）城市能源研

究院等研发机构和协鑫中国总部、阿特斯等重大企

业支撑，去年产值近 150亿元。

高端攀升，跨界融合推动产业升级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准备创业，但是没资金、没

项目、没人才怎么办？“这个问题一旦遇到‘创意云’

平台，就迎刃而解了。”苏州蓝海彤翔系统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鲁永泉告诉记者。

“蓝海创意云”是蓝海彤翔自主研发的一个“互

联网+文化创意+金融”的新型服务平台，将互联网的

技术和众智众创的模式融合到文创行业的生产与管

理中，打造一个文创领域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线上众创空间。“归纳来说，‘创意云’就是针对整个

文创行业目前存在的痛点和问题，通过云端对项目、

资本、技术等进行有机整合，而后再通过构建动态虚

拟化的组织去推动跨地域协同创作。最后，针对具

有良好市场潜力的项目，通过资金、服务、资源对它

进行投资孵化，这就是‘创意云’在做的事情。”

互联网技术与产业的结合，带来的不仅是变化，

更是变革。在高新区，像“蓝海创意云”这样的新业

态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围绕“互联网+”，苏州高新区正在不断培育壮大

数字经济、创意经济、分享经济、平台经济，使之成为

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目前，区内已经

形成了一条具备内生动力与活力的产业链。上游有

中国移动苏州研发中心、山石网科等，为“互联网+”

的发展提供动力与支撑。中游有更多的产业因为与

互联网的对接而实现了重构，下游有各类孵化器为

创新创业打造平台。

近年来，苏州高新区坚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

命，放大改革“基因效应”，不断为创新发展提供加速

度，打造优质创新生态的实践。

首先对区域发展“痛点难点”进行了系统性梳

理，拿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为创新营造

更加适宜的“政策生态”。在集成改革方面，结合区

域实际情况，出台《苏州高新区（虎丘区）探索集成改

革总体方案》，系统谋划了探索集成改革的推进路

径，形成了“完善权责大清单、优化权力配置”“建设

政务大平台，打造政务服务一张网”等 8 大改革任务

体系。

下一步，苏州高新区将通过推进“互联网+”先进

制造业，促进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通过推进“互联

网+”商业，创新流通服务新模式；通过推进“互联网+”

文化，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创产业的新发展；通过推进

“互联网+”旅游，着力发展全域旅游和全民旅游。

创新生态越好，发展红利越多。今年上半年，苏

州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7%，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 10.2%，在国家级高新区综合排名中上升一

位、列 18位。

红利不断，创新生态与新兴业态共造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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