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 久 前 ，CSIEC 第 二 届 中 国 安 防 产 业 赋 能

大 会 暨“ 荣 耀 安 防 ”颁 奖 盛 典 在 深 圳 举 行 。 来

自合肥高新区的初创企业安徽清新互联信息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凭 借“ 智 慧 工 地 ”物 联 网 大 数 据 应

用的特色方案荣获“荣耀安防 AIoT 赋能优秀解

决方案奖”。

“随着中国 5G 的正式商用和人工智能技术

不 断 演 进 ，安 防 产 业 蓄 势 待 发 ，即 将 进 入 高 速

的‘ 大 安 防 ’时 代 。”公 司 董 事 长 尼 秀 明 告 诉 记

者 ，他 们 这 套 系 统 运 用 深 度 学 习 人 工 智 能 技

术，在进出口、重点区域、车辆/人员移动监管、

全 景 等 场 景 下 ，可 实 时 保 障 安 全 施 工 、文 明 施

工和绿色施工。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立足自身安全产业优势

和 科 教 资 源 优 势 ，积 极 谋 划 建 设“ 中 国 安 全

谷”。目前，园区集聚了中电科 38 所、四创电子、

国 科 量 子 等 一 批 龙 头 企 业 ，中 安 网 脉 、高 维 数

据、捷兴信源、云玺科技等一批创新型企业也纷

至沓来，“智能+安全”的创新应用新生态正在合

肥高新区形成。

涌现一批龙头企业

今年 3月，博微太赫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明

星产品——“车载移动安全检查站”亮相博鳌亚洲

论坛。据了解，其采用国际领先的太赫兹人体安检

系统，集成 X光行李安检仪、人证比对系统、人脸识

别、液体检测、爆炸物检测等多种设备，可满足“人、

证、物”全方位检测，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款高度集

成化的安检产品。

成立于 2000 年的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科大共建高可信工程实验室，研发安全嵌入式

操作系统、程序分析工具、C程序验证工具等具有世

界领先水平的软件产品和技术，打造高可信软件集

成开发平台和软件验证工具。此外，该公司还积极

建设特种设备信息库、大数据分析平台、特种设备检

验综合业务平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及预警安全救

援系统等特种设备安全大数据信息化监管系统。

作为国内率先发布交换与安全融合架构、推出

全系列 Secblade安全插卡的厂家，新华三集团信息

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在国内首家推出 IPS 产品，将信

息安全防护能力提升到全新高度，目前该公司已开

发近 300款安全产品，并在云安全、态势感知、高性

能综合业务网关等前沿领域处于业界领先地位。

在“中国安全谷”，一大批类似的业界领先龙头

企业不断涌现，奠定了发展网络空间安全产业的良

好基础。

产业聚焦“一核多点”

当前，合肥高新区正以科技创新引领，强化源头创

新，打造“一核多点”的网络空间安全科技创新平台。

“高新区以建设‘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为

核心，打造量子信息产业策源地，持续引领量子保

密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量等重点方向发展，抢占

量子科技国际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协同建设

网络空间安全重点领域高端创新平台与研发平台，

推动安全攻防实验室、网络空间安全技术研究院、

密码科学技术实验室等建设，开展相关基础技术研

发，提升基础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合肥高新区科技

局副局长阚瑞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合肥高新区将积

极参与国际、国内标准制定，争取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安全、个人信息安全、可信计算体系、移动通信智

能终端操作系统相关安全标准落地合肥。

“我们正通过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区

域骨干网枢纽，加快未来网络实验设施建设，建立

超算中心，完善通信信息网络定级、测评、安全防护

等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措施；推动天地一体化网络合

肥中心、中国中部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国家级/行

业级网络空间安全靶场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全面

提升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阚瑞说。

形成产业聚集生态

为打造“中国安全谷”，合肥高新区加强企业内

培外引，瞄准美日欧网络安全企业，加快对接北京、

上海、深圳等先发地区，形成以研发中心、创新中

心、总部基地为主的网络空间安全企业集聚形态；

创新实施企业梯队培育模式，建立重点企业后备资

源库，开展动态化、梯度化、信息化培育，着力培育

一批网络空间安全“平台型”龙头企业。

依托中科大、创新院、国防科大、合工大、安徽大学

等高校科研资源，合肥高新区还联合网络空间安全领

域龙头企业，建设网络空间安全校企合作平台，促进校

企联合研发与项目合作；以量子通信网络为亮点、以自

主IC芯片为核心竞争力，重点推动公共安全智能终端

设备创新研究，推进关键行业应用软件自主研发。

“目前，‘中国安全谷’已奠定了发展网络空间

安全产业的良好基础，并从‘科技创新、人才培育、

产业集聚、应用示范’四个方面发力，力争到 2025

年，网络安全总产业规模达到 1500 亿元。”阚瑞告

诉记者。

抢抓产业风口，合肥要建中国“安全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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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建邺高新区与溧水高新区签约，

设立南京首对“伙伴园区”，主城高新区与副城高

新区首次“牵手”；2 月 25 日，浦口高新区结对鼓

楼高新区，探索建立“科技孵化在城区、产业转移

在郊区”的跨区域联动发展模式；3 月 1 日，六合

高新区与白下高新区签约深化伙伴园区建设，共

建共享海外创新中心，互设离岸经济区、孵化园，

3 月 8 日又与鼓楼高新区“结伙”；今年以来，高淳

高新区一鼓作气结下雨花台高新区、徐庄高新

区、新港高新园三个“伙伴”。

建邺高新区科技创新部部长卢宏认为，“伙

伴园区”支持企业跨区转移，共享科技转化成果，

打破“主城高新区发愁孵化项目没空间、郊区却

面临吃不饱”的窘境。

2017 年 11 月份，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南京

市科技园区整合设立工作方案》，按照“一区多

园”的发展思路，整合形成 15 个高新园区。改革

之前，南京有园区 83 个，数量虽多，但质量不高，

同质化竞争现象较为突出，甚至出现一个项目同

时和多个园区谈的现象，导致优惠政策层层加

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京园区整体实力。

按照“一区多园”布局，各区原则上分别整合

或设立一个高新园区，合理布局、错位发展。全

市从 83 个园区“减”到 15 个高新园区，再到一个

统一的品牌“名号”——南京高新区，这背后是南

京全市高新产业“一盘棋”全新布局思路——打

破园区板块的“楚河汉界”，消弭同质竞争的“内

耗”，打造一片全域创新的“科创森林”。

昔日的“潜在对手”成为队友，合力协作“抱

团打天下”。在全国高新区最新综合排名中，南

京高新区在全国 157 个国家级高新区的排名，由

原来 27 位上升到 20 位。今年 4 月，南京市发布

《一季度全市高新区（园）高质量发展主要指标监

测情况》。1—3 月份，全市高新区（园）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额 96.46 亿元，占全市 80%以上，高新园

区已渐成全市产业升级转型的主战场、主阵地。

一区多园，对手成队友

斑驳的外墙穿上了新衣，内部功能区域被重

新划分，确定入驻的企业正忙着搬运设备……利

用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搬迁后留下的

老办公楼，玄武区与南京视觉与网络智能技术研

究院共同对院落进行改造升级，建设创新载体，

这个 7000平方米的嵌入式园区已正式亮相。

南京的创新，没有局限于高新区。城市巷

陌正成为孕育科创动能的新阵地。今年，南京将

城市“硅巷”建设作为一号文件“创新载体升级计

划”的重要举措，推动创新载体与高校院所、城市

空间的有效融合。

近期出台的《南京市“硅巷”建设工作方案》

提出，构建“一环三区四轴多点”的“硅巷”发展布

局，以明城墙为环，以玄武、秦淮、鼓楼三区为核

心，重点打造四条轴线，利用高校院所闲置载体

打造城市硅巷。

今年以来，围绕硅巷建设的“四条原则”和

“五个要素”，南京主城三区齐头并进，探索中心

城区创新发展模式，推动人才、技术、资本、信息

等各项要素聚变融合、裂变创新。在玄武区，珠

江路的升级转型持续深入，围绕工业设计、医疗

器械、医疗大数据、科技金融等主导产业，打造

“一区五园”创新经济带的前段阵地。鼓楼区梳

理整合 17 所高校院所载体和 16 个储备改造载

体，聚焦软件互联网、金融和科技服务、生命健康

等产业，“破墙”创新，推动大学与城市双向开

放。秦淮区专门召开硅巷创新发展大会，以芯片

应用为引领，航空航天技术研发为主导，形成“一

城一谷一带一片”的发展格局。

硅巷赋能正激活“一池春水”。截止到 5 月

底，全市“硅巷”建设改造投资超 1亿元，已经建成

并投入运营 15.98万平方米。“硅巷”建设范围内，

已引进科技型企业 165 家，集聚高企 35 家，全年

拟申报高企 50家，区域培育或入驻新型研发机构

10 家，3 家完成市级备案，培育众创空间、孵化器

等创新载体 6家。

街巷变硅巷，资源获重生

江宁高新区生命科技小镇里，米度（南京）生

物技术公司通过与中国药科大学等高校院所实

验室开展合作，近 3年实施 172项试验，完成 60个

新药申报项目，客户覆盖礼来、默克、雅培、辉瑞

等国际医药巨头。米度生物市场销售总监吴昊

伟说：“落户江宁高新区，看重的就是江宁大学城

的人才环境优势。”

53 所高校，83 万在校大学生，82 名两院院

士，120 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南京是当之无

愧的科教重镇。如何将科教优势转变为驱动创

新的火车头？南京市委市政府举旗定向，整合仙

林大学城、江宁大学城和江北大学集聚区科教资

源，推动高校与周边高新园区深度融合，将科教

的“长板”和人才的“活水”引向创新。

仙林大学城和江宁大学城，一南一北，成为

南京东部崛起的“双引擎”，通过输出创新资源，

串联发展要素，为紫东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培养、

知识创造、科学研究等强支撑。

紫金山东麓，仙林大学城已然成为新港高新

园、栖霞高新区和徐庄高新区的知识供给地。根

据南京市的部署，仙林大学城 12所高校打破区域

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构建顺畅高效的科教资源

流动机制，打造中国（南京）智谷。

“我们是南京乃至整个苏南地区科教资源最

丰富的开发园区之一。”江宁高新区科技创新局

局长孔永祥说。去年以来，南京推进江宁大学城

与江宁开发区高新园、江宁高新区和雨花台高新

区的创新资源共享和产业联动发展，打造中国

（南京）无线谷、中国（南京·江宁）药谷和中国（南

京）软件谷。

跨越长江，江北大学集聚区被定位为江北新区

的技术策源地，强化科研、生产、商务功能有机组

合，建设生活设施完善、社交接触频繁、创新创业活

跃的新型“科技+产业+生活”社区，创造适合各类创

新创业人群交际、交流、交往的新型空间，高效打造

“芯片之城”“基因之城”和“现代金融中心”。

产教融合，大学城变身火车头

本报记者 张 晔

本报记者 吴长锋

最近，南京创新周拉开帷幕，南京各高新园

区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从人工智能到集成电

路，从生物医药到区块链、物联网……行业盛会

一场接着一场，高峰论坛一个连着一个。

近两年来，由 83 个产业园区整合而来的 15

个高新园区，攥指成拳形成创新合力：去年，在

国家级高新区排名中，南京国家高新区上升 7

位。今年一季度，南京高新区（园）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额升至全市八成比重，成为创新发展主

阵地。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记者从郑州高新区举行的“资本力量会客厅”启动仪式暨河

南高新企业科创板上市发展峰会上获悉，郑州高新区将加大证

券、基金等金融资本的支持力度，全力打造支撑千亿级世界一流

高科技园区建设的科创金融中心。

本次峰会发布了《郑州高新区科技金融发展白皮书》，上线

启动郑州高新区中原中小企业成长指数。郑州高新区将聚焦区

内 10 家上市公司、75 家新三板企业、242 家四板企业、564 家高

新技术企业、1380 家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开放的中原中小企

业成长指数入指企业。

郑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新亭介绍，经过 30

年的发展，郑州高新区目前在高端创新资源集聚、创新孵化培育

体系建设、知识产权培育服务、上市挂牌企业助推引领的科创金

融体系等方面集聚了较强的发展优势，成为中国中部颇具竞争

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高地。近年来，围绕科技金融创新试验区建

设，立体搭建了“一体两翼六平台”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高科

贷、微小贷、双创贷、专利质押融资、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等差异

化政策性贷款产品不断推出。

截至 2018 年底，郑州高新区拥有各类金融机构 114 家，其

中，股权投资和资产管理类金融机构 61 家，管理资金总规模超

过 700亿元。中原证券、国泰君安等 40家创新类券商及 50余家

审计、法律机构入驻，汇聚了盈富泰克、达晨创投、深创投、河南

投资集团等知名投资机构，搭建了挂牌公司服务协会、全景河南

路演中心等服务平台。2018 年创投机构为区内企业投资金额

同比增长 355%。

对于未来，王新亭表示，郑州高新区将着力打造资本力量品

牌，将“资本力量会客厅”固定时间、固定结构、固定节拍，开放整

合区内区外科创金融供需资源，线上线下同步，将“小而散的杂

货铺”转变为“大的专卖店+全的百货店”。 （记者乔地）

汇聚114家机构

郑州高新区打造资本力量会客厅

近日，昆山已与地处苏北的台资高地淮安市签署《共同建设

淮昆台资合作产业园框架协议》。此举标志着昆山深化两岸产

业合作试验区先行先试经验开始向苏北地区复制推广。

淮昆台资合作产业园拟由淮安空港产业园片区和智能装备

产业园片区组成，今后将发挥淮安、昆山两地比较优势，加快推进

台资产业转型升级和协同发展，打造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新示范、

江苏南北互惠合作新标杆、淮昆台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平台。

据昆山市副市长宋德强介绍，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承担

淮昆台资合作产业园共建工作，推动昆山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

在产业园率先复制推广，输出昆山综保区等开发管理经验；参与

招商引资，优先引入昆山台资企业产能扩张转移项目；参与“区

中园”“园中园”开发建设等。淮安市副市长顾坤说，对入驻园区

的项目，该市将在产业准入、要素保障、财政扶持、审批服务等方

面出台支持措施。

目前，昆山禾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昆山智盛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世登精密机械（昆山）有限公司、英展金属制品（昆山）有限

公司等 4 家台资企业已与淮安市签署投资意向协议，首批入驻

淮昆台资合作产业园。 （据新华社）

两大高地联手

共建淮昆台资合作产业园

园区数量少了园区数量少了，，创新实力反而强了创新实力反而强了

南京高新园区南京高新园区““抱团打天下抱团打天下””

位于燕子矶新城的原南京化学试剂厂变身位于燕子矶新城的原南京化学试剂厂变身““19341934南京第九区南京第九区””产业园产业园 崔晓崔晓摄摄

雅柯斯电力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与三菱重工业（上海）有限

公司，7月 3日在常州高新区正式签订了菱动电力设备大功率发

电机组项目合作协议。这是该区为加速发展高端特色产业引进

的又一个重点项目。

记者了解到，去年来，常州高新区明确提出以打造特色创新

集群、提升土地产出率、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率、提升智能制造普

及率“一特三提升”为主要工作抓手，集中精力培育光伏智慧能

源、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两大特色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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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常州高新区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的若干科技创新政策意见》，旨在通过聚焦重点项目和支持

源头创新，打造国内一流的区域性现代科创中心和现代产业高

地，更好地支撑引领全区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

进常州高新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常州高新区的特色产业从‘两主四新两特’，到‘八大产业

链’，再到‘两特三新’，方向不断聚焦、特色不断彰显。”常州市委

常委、常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周斌说，下一步，瞄准未来趋势、立

足自身优势，我们将在“两特三新”的基础上，围绕光伏智慧能

源、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坚定扛起“光伏名城·东方碳谷”的产业

大旗，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据介绍，雅柯斯集团专注于电厂的建设运营以及发电设备

的研发制造。集团在全球有 2个主要的发电设备研发和生产基

地，其中之一就在常州高新区。此次双方签订菱动电力设备大

功率发电机组项目，将有效地整合雅柯斯集团在常州高新区现

有的发电机设计制造能力、厂房设施和三菱重工的品牌优势等，

开展深度合作，加速拓展市场。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王忠良 陈丽鹰）

重点项目落地

常州高新区加速发展特色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