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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创新 敢闯敢试 厚积薄发
——常州国家高新区二十五年形成“创新生态圈”

王忠良 陈秀荣 本报记者 丁秀玉

创新发展是一座城市、一项产业、一个企业的发

展基础，高新区没有把这种打基础的过程当成可以套

现的途径，而是从发展路径、体制机制、人才队伍的选

择上为区域的发展打好基础。

从 1992 年 成 为 全 国 首 批 52 个 国 家 级 高 新 区

之 一 ，常 州 高 新 区 就 成 为 了 改 革 创 新 的 试 验 田 。

不 论 是 开 发 模 式 的 探 索 ，还 是“ 园 镇 ”合 一 的 尝

试；不论是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还是政府管理体

制和服务模式的突破；不论是各项国家、省部级试

点，还是具体工作中的土办法、新点子，无一不体

现着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理念、创新的举措和创新

的勇气。

“可以说，高新区用前 10 年的时间完成了产业、

企业、人才的集聚，发展的大方向确定了，随之而来的

就是提档升级。”高新区科技局副局长邢西哲告诉记

者，高新区当年提出的“一核八园”，可以说是创新型

科技园区的 1.0版，“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则是

目前正在加速打造的 2.0版。

体制机制创新培沃土

“创新需要创新环境，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为企业营造好的创业环境。”邢

西哲一语道破：企业才是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创新

主体。

除了充分利用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

国家战略所释放的政策红利外，高新区还不断完善本

级创新政策，着力推进资本引领，加快发展科技服务

业，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营造创新环境。

前不久，由国家科技部开展的 2016 年创新人才

推进计划暨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

创业领军人才推荐选拔工作尘埃落定，江苏维尔利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月中入选科技

创新创业人才。

一个企业，像一个人一样，需要一个适应自身成

长发展的生态系统，高新区正是为像维尔利环保科技

公司这样的海归创业创造了一个最佳的生态环境。

今年 5 月，清华大学博士后曾春阳带着他的团队

落户清华大学两岸研究院常州分院，开展“基于物联

网的智能标准化化工系统”项目的研发，这个项目，在

国内目前鲜有人涉足。通俗地说，就是借助人工智能

手段，优化化工工艺。“通过遍布化工厂厂区的传感器

监测数据，传输到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网关，为企业

进行数据的云计算分析。”他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一

套系统解决方案”。

这样的创新“浓度”提高，离不开一批关键的创新

“强磁场”。

建区以来，常州高新区集聚高新资源、发展高

新产业，引进了中科院遗传所南方中心、清华大学

两岸研究院常州分院、浙江大学常州工研院、常州

印刷电子产业研究院等 11 个重大创新载体，建设

了超过 200 万平方米全区科技孵化器和加速器，培

育了 362 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249 个省级以上企业研

发平台，实施了 381 项国家级和 647 项省级科技项

目，招引了 96 名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

和 647 个“龙城英才”项目，初步形成了“一核心四

驱动”的创新布局。

政策环境营造洒雨露

一个人才一个项目的引进，背后带来的可能是一

次产业的“核变”。

自 1989 年开始从事高性能聚丙烯腈基碳纤维研

发的杨永岗，到 2011 年终于在常州成功实现 ZT7 系

列高性能碳纤维稳定量产，他带领的中简科技成功打

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封锁。作为新材料的

碳纤维，将是高新区瞄准的下一个产业集群。“高新区

下一步的目标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碳纤维就是其

中之一。”邢西哲说。

传感器是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关键器件。正

式启动“中国国际传感谷”建设、打造“智能传感特色

小镇”的常州高新区，目前已有 40 多家传感器相关企

业，并拥有一批传感器及其模块系统、典型终端产品

的研发制造骨干企业。其中，森萨塔科技常州公司的

汽车用压力传感器世界排名第一；梅特勒-托利多常

州公司拥有亚洲最大的压力传感器和衡器研发及制

造基地，连续 22 年主要技术指标蝉联行业榜首；以常

胜电器、惠昌传感器为代表的家电用传感控制器企

业，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90%以上。去年完成产值

115亿元，同比增长 15.1％。

企业的创新成果，正是常州高新区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释放改革活力的有力见证和体现。

如今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进入关键期，常州高新区新

材料、新能源、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强

势崛起，年均增幅超过15%，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到48%；高科技创新载体平台、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金融

资本等多形态创新主体百花齐放。由创新体系驱动的

区域经济，将成为增创发展新优势时期的“新宠”。

今年，常州高新区还将实施《增创发展新优势创

新驱动行动方案》，重点实施“六大工程”：创新型园区

提升工程、创新型企业提升工程、创新创业载体提升

工程、国际化开放创新高地提升工程、知识产权战略

提升工程、创新环境提升工程。

新兴产业核变结硕果

8 月 10 日 ，在 历 时 一 年 多 的 美 国 国 际 贸 易 委 员 会

（ITC）337条款调查中，常州爱尔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终于

完胜，获得行政法官的不侵权裁决。为企业下一步在美国

等国际市场拓展业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去年 8 月，常州高新区的平衡车厂商常州爱尔威公司

被纳恩博、赛格威以及德卡 3家公司指控专利侵权，同时，3

家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337 调查”申

请。9月，ITC决定立案。

常州爱尔威公司一向坚持创新且重视知识产权，始终

坚持尊重他人、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理念，拥有有效专利

200 件，发明专利 18 件，pct 申请 4 件、欧美专利 6 件 。爱

尔威的产品均是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故

而，爱尔威对自己产品很有信心。面对遭遇如此不公待遇，

公司未向原告做任何妥协，而是采取积极应对的策略，并聘

请有经验的美国律师配合处理案件。历经艰难，并于 2017

年 8月 10日，以常州爱尔威获得胜诉而告终。

据了解，“337 调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美国

1930 年的关税法第 337 节的规定对相关的产品发起的调

查，主要针对的是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或其

他不公平竞争的行为，是美国以知识产权对付竞争对手的

核心武器。近年来，美国“337 调查”加大了对中国商品的

调查力度，相关案件随之逐年增多。导致中国企业想“走出

去”就更需注重防范境外知识产权诉讼风险。

对于美国的“337 调查”及法院指控，企业一旦不应诉

或者败诉，产品将再也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同时，由于保护

主义及“人生地不熟”，更需我国企业投入上百万美元的财

力以及无法估量的人力、时间。为此，一些企业选择放弃应

诉、放弃市场。而爱尔威公司敢于叫板，迎难而上，充分体

现了该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自主创新的实力，没有让

西方国家肆意寻找借口，为企业在国外获得了公平待遇，并

赢得了市场。

知识产权成企业制胜利器

9月 16日，在常州高新区创新发展大会上，50个项目集

中签约，总投资 158.6 亿元。项目包含 LED 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交通运输装备、节能环保、生物技术等，为常州国家高

新区 2020年实现重点产业规模超 4000亿元的目标，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今年恰逢常州国家高新区成立 25 周年。25 年风雨兼

程，该区从无到有、砥砺奋进。现如今，该区贡献了全市经

济总量的 20%、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 21.4%、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的 29.2%、实际到账外资的 34%、出口总额的 33.7%，在

全国国家级高新区中名列 33位，成为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

展望未来，常州高新区的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力争到

2020 年，光伏智慧能源、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两大特色产业

分别进入国际、国内最前端，成为领跑行业的产业地标，新

能源汽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新医药及医疗器械、新一代信

息技术三大新兴产业实现持续创新成长，成为国内知名产

业高地，“两特三新”等重点产业规模突破 4000 亿元，奋力

挺进国家级高新区第一方阵。

奋力挺进高新区第一方阵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常州高新区也迎来

了建区 25 周年，我们共同追溯高新区顽强拼搏、攻坚

克难的光辉岁月，共同展望高新区创新发展、跨越奋

进的美好未来。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 1992 年成立

伊始，就始终坚持以创新发展为己任，全面开启了“发

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高新创业征程。25年来，我

们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历史跨越，发展脚步

更加铿锵有力。从起步时微不足道的经济总量，到各

项主要经济指标和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快速增长，如今

的高新区，用占全市 12%的土地、15%的人口，贡献了

全市 20%的地区生产总值、21.4%的财政收入，集聚了

全市超 1/3 的外资企业，形成了全市 1/3 的外贸进出

口总额，真正成为了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展翅腾飞的

“金北翼”，真正实现了从田园郊区向现代新区的华丽

转身。特别是在科技资源、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方

面，我们形成了“一核心四驱动”的创新布局，构建了

光伏新能源、文化创意、生命健康、新能源汽车、通用

航空、碳纤维、传感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一个创

新密度更大、创新速度更快、创新温度更高的双创高

地正在加速崛起。

面对“创新发展的机遇期、发展质效的提升期、产

城融合的加速期”三重叠加的关键时期，常州高新区

将全面推进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围绕国家高新区“三次创业”的核心要求，

努力实现“四个跨越”，即从前期探索、自我发展向肩

负起创新示范和战略引领使命跨越；从立足区域、集

约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向面向全球、协同创新的产业

组织方式跨越；从要素集中、企业集聚的产业基地向

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高端特色产业创新

集群跨越；从工业经济、产业园区向知识经济、创新文

化和现代生态文明和谐社区、高科技产业增长极跨

越，奋力挺进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第一方阵。重点将立

足本地优势产业，瞄准前沿技术、关键环节和未来方

向，全力引进高端项目、高端要素和高端人才，整合创

新载体和要素资源，在继续做大做强装备制造、新材

料产业的基础上，倾力打造光伏智慧能源产业、碳纤

维及复合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

产业、新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两特三新”智造产业集群，力争到 2020 年，初步形成

10家左右具有区域标志性的“高峰企业”和 1—2个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原产业”，全力把常州高新区打造

成为苏南领先、全国知名的人才高地、创新高地、智造

高地。

锐意创新不停步 矢志高远攀新峰

今年 1月，我国第一次采用碳玻混合织物高性能材

料制造的新型大巴在上海投入使用。这种由常州宏发

纵横新材料公司自主研发的碳玻混编增强材料，不仅使

车身减重 1.5吨，还颠覆了大巴车的制造工艺，降低了制

造成本，打破了国际垄断。宏发纵横这家在常州高新区

土生土长的企业，始终将自主创新作为原动力。“正是常

州高新区的创新环境及管委会的大力扶持，才有了宏发

纵横的今天。”常州宏发纵横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助理薛

英的话代表了常州高新区企业家们的心声。

就好比是一粒种子，播种于高新区，这里的体制机

制成就了一方沃土，这里的政策环境是阳光雨露，当创

新举措开花结果，又能服务于此，带动区内创新要素的

集聚，推动区内创新集群的形成。

高新区的创新“树论”，最终为全区形成了一个可

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圈”。“高新区，是创新的结晶；创

新，是高新区的灵魂。”在常州市委常委、常州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周斌看来，创新是第一动力，只有聚力创新、

敢闯敢试，才能彰显鲜明特色、增创竞争优势。

常州国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周 斌

张 俊 朱咏梅 本报记者 丁秀玉

创新案例

发展目标

吴雪强 章 俊 本报记者 丁秀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