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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融合，围绕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目标，在构建全链条创

新体系中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加快打造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夯实研究基础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必然要求。为此，江苏省设立 24.8 亿

元的基础研究专项资金，推动物理、应用数

学、合成生物三大省基础科学中心实体化运

行。同时，开展首批 3 家“应用基础研究特

区”试点，通过省地联合、省企联合，实施 67

项基础研究重点项目。记者了解到，目前，

江 苏 省 承 担 的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超

5000项，居全国第一。

接受采访时，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杜

灵杰正“泡”在实验室里，希望通过引力子激

发来探寻凝聚态系统中更加微观的物质结

构。“这项研究得到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攀

登项目支持，有了稳定的研发经费，开展基

础研究更有底气。”杜灵杰表示，投资基础研

究就是投资未来，江苏省对基础研究全面展

开布局，试点设立“应用基础研究特区”，是

前瞻务实之举。

塑平台、强投入，关键核心技术才能成

果迭出。据介绍，江苏省将继续加大对基

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推动三大省基础科学

中心引进世界一流科学家、与全球顶级科

研机构和央企开展战略合作，实现研究能

级跃升。预计到今年底，江苏全省研发投

入强度将达 3.35%左右，基础研究投入占比

达 5.6%左右。

科技创新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撑，产业科

技创新中心建立在产业基础之上。以科技

创新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是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必由之路。

目前，江苏省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 18

个重点领域，部署跨学科、跨领域、大协同攻

关等 18 项重点任务，提出 20 条支持政策，力

争 2035 年在若干前沿科技领域成为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基础研究中心，推动“高原”之上

起“高峰”。

江苏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该省将锚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全力推动科

技 创 新 与 产 业 创 新 双 向 奔 赴 。 围 绕“ 融

合”这一关键词，着力在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应用基础研究策源、高新园区新质转

型、企业科技创新引领、科技体制改革集

成等方面下功夫，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

新质生产力。

提升产业能级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2024 年以来，江

苏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持续

提升。以无锡锡山区为例，近年来，该区坚

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接续开展“科技

创新年”“科技创新突破年”“科技创新提升

年”系列活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

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

“最大增量”。

在锡山区，无锡一棉联合相关单位凭借

“环锭细纱机自动接头机器人及其协同智能

系统”，入选 2024 年“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

技进展”。在科技项目上实现突破的同时，

锡山的科创主体也在拔节生长。2024 年，

全区新增科技型企业超过 1500 家。

锡山区在科创主体打造、科创载体搭建

方面，坚持走“产业集群+特色专业园区”的

产业发展之路，持续推进“16+3+2”个特色

专业园区建设，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功能完

备的园区载体。此外，锡山区还积极抢抓人

形机器人、合成生物、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

发展新赛道，合成生物产业园、人形机器人

产业园先后开园，推动形成“品牌园区引领、

标杆园区支撑、精品园区联动”的园区发展

格局。

在南京六合区，借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际创新港这个“创新源”，地方产业需求与

高校科研成果得以精准对接，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一次次“双向奔赴”。“通过构建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的生态，高校智力资源加速向

产业端渗透。”南航直升机研究院院长、六合

区副区长（挂职）招启军介绍，聚焦飞行器设

计、航空航天发动机等前沿领域，创新港搭

建了跨学科的技术攻关平台，形成从基础研

究 到 技 术 转 化 的 完

整闭环。通过校地联手竞

逐“空天”赛道，六合区已成为江

苏和南京发展航空航天产业不可忽视的

实力板块。

从江苏全省层面看，瞄准产业发展战

略需求和堵点难点，坚持“企业出题、企业

答题”，有序开展技术创新需求储备、有力

实施重大技术难题攻关、有效推动中试验

证能力提升是江苏省聚焦产业制高点的重

要抓手。

记者从江苏省工信厅了解到，围绕产业

体系发展需求，江苏省面向“筑峰强链”重点

企业等创新主体，定期征集产业链短板技

术，梳理、论证形成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加大

研发引导力度，1200 余家企业围绕重点需

求开展自主研发、进行技术储备。

发挥企业作用

企业一头连着科技，一头连着产业，可

以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是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关键

力量。江苏省始终把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作

为主攻方向，让企业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融合中更好发挥主导作用，加速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近年来，江苏省先后出台提升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 10 条政策、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

质量发展 15 条措施、培育独角兽企业着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 11 条支持举措等组合政

策，加快创新资源集聚和力量统筹，切实推

动将创新、产业、人才、资金等资源导入企

业，着力壮大科技企业集群。

截至 2024 年底，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突破 5.7 万家、居全国第二，科创板上市企业

111 家、数量全国第一，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2215 家、跃居全国第一，50 家

企业入围中国独角兽企业榜单、

占全国的 13.3%，181 家企业

入 选 中 国 潜 在 独 角 兽

企 业 榜 单 、

占全国的 23.1%，新

增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企

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在无锡市，该市陆续出台《无锡市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行动方案》《关于

加快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等政策，致力于做强科技创新的“主力

军团”。2024 年，无锡市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7300家。

激励政策的出台，让坚持科技创新的企

业看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银河航天自创

立伊始，便始终坚守敢想敢试的科技创新

精神。

“商业航天是与国际形势紧密相连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对中国商业航天从业者来

说，既存在严峻挑战，也充满广阔机遇。”银

河航天科技（无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

甜甜说，银河航天成立之初，该公司便在首

发星中采用技术难度极高的 Q/V 频段，发

射国内乃至全球第一颗 Q/V 频段的低轨宽

带卫星。

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的突破、智改数转网

联的普及，催动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

未来产业培育。目前，江苏省牵头和参与的国

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累计达 14 个、数量全国

第一。

江苏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江苏省

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重点聚焦 16 个先

进制造业集群和 50 条重点产业链，着重做

好创新中心培育、研发机构建设、创新载

体赋能“育、建、赋”三篇文章。

近年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深入实施

“产业强区、创新引领”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机

器人与人工智能产业，锚定“全国机器人产业

集群第一区”目标，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的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2024 年，江苏省发改委发布“未来产业

先行集聚发展试点”清单，吴中区作为该省

唯一聚焦人形机器人产业领域的区域，成

功获批试点。

吴中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吴中区以“全产业链攻坚”为策略，引育一

批领军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着力打通产业

链与创新链的堵点。在本体制造领域，汇川

技术凭借在全国工业机器人领域强大的产业

链整合能力成为标杆；科沃斯作为“中国服务

机器人第一股”持续领跑，伺服电机、减速器、

控制器三大核心部件均达国内领先水平，形

成完整产业配套体系。

为推动产业细分领域纵深发展，吴中区

每年编制《机器人+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

产业发展报告》及产业图谱、招商图谱，以精

准化布局赋能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区汇聚

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 45 家，生产 58 种本体、

700 余款产品，成为机器人整机种类最丰富

的产业集聚区之一。

今 年 以 来 ，吴 中 区 积 极 响 应“ 人 工 智

能+”行动赋能千行百业，推进工业、农业、文

旅、康养等细分领域机器人应用场景供需精

准对接，通过建立应用场景需求清单、打造供

需对接平台等系列举措，以多元场景驱动技

术创新突破，以更优产品满足市场需求，构建

起“场景开放—产业协同—技术迭代—应用

拓展”的产业发展良性循环。

为持续推动“机器人+”场景深度融合、

广泛落地，吴中区在新修订的《关于促进吴中

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举措》中新

增支持机器人应用场景拓展内容，用“真金白

银”鼓励企业推广应用机器人场景。截至目

前，吴中区累计推广使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业

已超过千家。

面向未来，吴中区将锚定“全国机器人产

业集群第一区”目标，持续推动机器人+

人工智能强链聚群，不断提升产业发

展集中度，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

有助于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发展新质生

产力。抓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融合，须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

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

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创新链承载着基础研究突破

与核心技术攻关的使命。基础研

究不仅是高校科研机构的“责任

田”，更是企业构筑核心竞争力的

“护城河”。从实验室成果到产业

化落地，需跨越“科研—技术—市

场”的“死亡之谷”。唯有让创新

链与产业链同频共振，才能破解

“重研发、轻转化”的困境，将专利

论文中的先进技术转化为市场认

可的竞争优势。

产业链一头连着企业创新主

体，一头连着市场需求脉搏。作

为产业创新的微观单元，企业需

在上下游贯通中形成协同效应。

与科技创新相比，产业创新更需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供需动

态平衡机制。若双链对接不畅，

将 导 致 创 新 供 给 与 市 场 需 求

脱节。

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

接，关键在于把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加强产业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完善从创新链

到产业链的“基础研究+技术攻

关+成果产业化”全链条转化机

制，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

新动能。尤其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打好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深入推进补链、强链、稳链，切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水平。以江苏实践为例，重点聚焦 16 个先进制

造业集群和 50 条重点产业链的产业体系，通过苏州实验室

等科创平台建设，试点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正逐步打

通产学研融通的堵点。

先进制造业是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的策源地，

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支柱。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

来产业方面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提

供更多硬支撑。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

绿色化发展，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盘。

同时，企业作为双链对接的核心主体，既要发挥领军

企业整合创新资源的优势，带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

升，也要鼓励专精特新企业组建技术联盟，形成大中小企

业协同创新的生态格局。

（作者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图为江苏无锡长三角工业芯谷。 （资料图片）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宛山湖科技城江苏无锡市锡山区宛山湖科技城。。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苏州魔法原子机

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机器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