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推进创
新型省份建设。充分发挥苏
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带
动作用，积极完善区域创新体
系。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
体地位，加快构建以高新技术
企业为骨干的创新型企业集
群。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的创
新源头和成果转化作用，加强
协同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
产业化方向，形成新的增长
点。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提高创新国际化水平。
深入推进南京科技体制改革
综合试点创新发展。推进知
识产权强省建设。积极开展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

——摘自 2015 年江
苏省《政府工作报告》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排

在首位，并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十二五”期间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自主创新精神始终贯穿于

江苏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无论是经济转

型升级，还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江苏始终都是把自主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

2015 年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显示，

江苏的创新实力远远领先于其他省市，特

别是企业的创新实力在全国力拔头筹。

2015 年江苏全社会研发投入达 1800 亿元，

是 2010 年的 2 倍；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 万

家，是 2010 年的 3 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

过 6 万亿元，较 2010 年翻一番；占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40%，比 2010 年提高 7

个百分点。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江苏上下清楚地认识到，经过多年的

艰苦努力，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

持续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有坚定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的创新信念，坚持全局和局

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

相促进的创新方法，构筑鼓励开拓、推崇探

索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环境，才能牢牢把

握发展的主动权。

江苏自主创新的硕果得益于全省上下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得益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

要讲话“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精神，

得益于敢于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敢于争先

的江苏精神。沐浴着自主创新光辉的江苏

必将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强、

富、美、高的新江苏的路上越走越好。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薛海燕

创新型省份建设迈上新台阶

“我国在 21 世纪实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势必将是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和海洋强国的崛起与复兴。”

徐芑南，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深潜技术的开拓者和著名专家之一，我国自行设计、自
主集成研制的 7000 米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的总设计师。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科学进步奖等十多项奖励，并获得 2012 年十佳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4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徐芑南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研究员

俞德超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俞德超，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2013 年当选“国家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影响
力的海归人才”，是国际上利用基因工程手段开发抗肿瘤药物新领域——肿瘤病毒疗法的
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国内唯一发明并成功开发上市两个国家一类新药的科学家，拥有
61项发明专利。2011年 8月创办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新药开发投入大、风险高、时间长，尽管前路困

难重重，但我仍然有信心坚持走下去，在下一个 10 年

乃至 20 年里，我将带领我的团队继续努力，开发出达

到国际标准、疗效好、老百姓能用得起的生物新药！”

□ 2015 年 2 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暨建设苏南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工作会议。

□ 4 月，“创业中国”苏南创新创业示范工

程启动实施。

□ 6 月，江苏发布《关于支持江苏省产业

技术研究院改革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 7 月，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部际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 8 月，第三届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暨第四

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江苏赛区）圆满结束。

□ 9 月，“发现双创之星”大型系列活动走

进江苏。

□ 10 月，第五届中国江苏产学研合作成

果展示洽谈会暨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转

移对接会在南京举办。

□ 12月，江苏省技术转移联盟成立。

本版文字均由本报记者 薛海燕整理

一、要素投入及主要科技产出
指标

1、全社会研发经费
201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达 1800 亿元，

是 2010 年的 2 倍；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2.55%，比 2010年提高 0.45个百分点。

2、专利授权量及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

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全
国第一，是全国首个专利申请总量突破 300
万件的省份，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企业专
利申请量、授权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
量六项指标全部位居全国第一。

3、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
的比重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比重达40%，比2010年提高7个百分点。

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主要指标

1、重大项目
2015 年，有 11 个项目获国家 863 计

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立项支持，国拨经费
9023万元。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支持项目
182 个，安排经费 15.3 亿元，其中拨款资助
11.1 亿元，贷款贴息 3.1 亿元，省地产业联
合招标项目达 42个。

2、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新增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 22

家，总数达 71家，位列全国前列。
3、园区建设
全省国家级高新区达 16 家，保持全国

第一；省级以上高新区达 31家，实现省辖市
全覆盖；国家级创新型科技园区、创新型特
色园区共 7家，居全国第一。

4、开放合作与人才引进
人才竞争力上升至全国第二位，研发

人员超过 70 万人、较 2010 年翻一番，累计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超过 1.5万人。

5、政策保障
江苏出台了《关于建设苏南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建设知
识产权强省的意见》《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意见》等政策文件，进一步完
善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

江苏还发布“十条政策”，支持省产业
技术研究院建设；实施“六大行动”，加快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三、重点领域成果与成效

1、产业技术创新不断突破
坚持产业技术创新主攻方向，落实“调

高调轻调优调强调绿”的要求，围绕产业链
部署创新链，着力构建产业技术创新体
系。加快建设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 23
家专业性研究所，转移转化技术成果超千
项，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 181 家。加强产
业核心技术突破，组织 2843 项核心关键技
术攻关，纳米、生命科学、太阳能光伏、物联
网等形成先发优势。推动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集成实施 750 个成果转化项目，培育 7
个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累计有 227家
项目承担企业成功上市。2015 年，全省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超过 6 万亿元，较 2010 年
翻一番，对全省经济贡献份额进一步提升。

2、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巩固
以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为契机，研

究制定二十条政策举措，组织实施科技企
业培育“百千万”行动，加快构建富有效率
的技术创新体系。切实将创新资源引入到
企业，建设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博士后工作
站、院士工作站超过 3000 个，每年实施各
类产学研合作项目超过 2 万项。切实将技
术研发机构建设到企业，大中型工业企业
和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
超过 88%。切实将科技服务覆盖到企业，
建设 6 个省级科技服务示范区和 290 家省
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全省规模以上科技
服务机构 4900多家，从业人员 67万人。切
实将创新政策落实到企业，企业科技创新
减免税连跨两个百亿元台阶。目前，全省
已拥有创新型领军企业 140 家、科技拟上
市企业 1030 家、高新技术企业 10814 家、
民营科技企业超过 10 万家，创新型企业集
群迅速壮大，已经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
力军。

3、创新创业人才集聚水平不断提高

坚持人才优先发展，通过培养、引进、
激励多策并举，加快打造创新创业人才高
地。大力集聚高层次人才，组织实施高层
次创业创新人才引进计划、科技创新团队
建设计划等，累计引进国家“千人计划”598
人，其中创业类占全国近 30%。重视培养
青年科技人才，设立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和青年科学基金，累计资助 3600 位年轻科
研骨干。累计获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253 人，居全国省份第一。加大人
才创业扶持力度，发展众创空间，举办科技
创业大赛，各类孵化器数量和孵化载体面
积均居全国第一。创新人才流动机制，选
聘 700 多位高校“产业教授”，遴选 640 多
名企业“科技副总”，在互动交流中释放人
才活力。

4、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
充分发挥科教优势和开放优势，不断

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产学研合作
体系，布局建设 44 个省产学研产业协同创
新基地，与中国科学院合作项目销售收入
突破千亿元。强化与以色列、芬兰、英国等
政府间产业研发合作，推进与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
会的长期交流。促进科技金融紧密结合，
深入开展国家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
建立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引导带动
了 12.5 亿元天使投资资金，累计发放“苏科
贷”贷款 198.8 亿元。部署建设 26 家省级
科技金融合作创新示范区，发展 131 家新
型科技金融组织、实现省辖市和国家高新
区全覆盖。优化区域创新布局，大力推进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苏北
科技与人才支撑工程，建立沿海科技走廊，
创新型试点城市、县（市、区）和乡镇达 277
个。加强知识产权工作，与美国、韩国建立
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关系，建设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等一批重大载
体，成为我国首个专利申请总量突破 300
万件的省份，六项专利重点指标全部位居
全国第一。大力发展民生科技，组织实施
54 个科技示范工程，建设 17 个国家可持续
发展实验区、21 个国家和省级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 （以上数据由江苏省科技厅提供）

①苏南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挂牌。

②苏州工业园区金

鸡湖创业长廊。

③纳米真空互联实

验站（世界首个按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标准

在建的大型真空互联纳

米科技公共实验平台）

预研系统。（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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