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南通高新区坚持产业集聚

发展的战略定力，心无旁骛打造产业集

聚新高地，以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信息

技术、智能装备为主的“一主一新一智”

产业初具规模。

坚持产业规划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南通高新区坚持科学的产业规划理

念，结合园区实际，立足特色布局，突出

产业内容，不断调优产业结构，在做大

“一主”和“一新”产业的同时，智能装备

产业强势崛起，形成了三大主导产业

集群集聚效应。

一方面，园区突出发展汽车零部

件产业，通过引进一批汽车关键零部

件及配套企业，以雄邦、鸿图等重点

企业为支撑，不断探索汽车电子、汽

车轻量化部件、新能源汽车“三电”项

目，形成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自主创

新体系和产业集群，获得“中国压铸

产业示范基地”荣誉称号；另一方面，

园区突出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重点建设集成电路零部件产业园，以

深南电路、丽智电子、中科仪等企业

为龙头，深耕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

装备及零部件、5G 通信项目领域，积

极打造集成电路产业新地标。

此外，南通高新区突出打造智能

制造产业，以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

新兴智能制造产业为突破口，以江海

储能、创斯达、大族激光等企业为主

力，推进一批企业实施智能化、信息

化改造，推动智能制造产业迈向新台

阶。

下一步，南通高新区将继续坚持

“产业强区”，不断完善产业链，持续

加快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力争“十四

五”期间，形成 2-3 个 500 亿级产业集

群。

坚持产业招商
加快重大项目攻坚突破

近年来，南通高新区不断优化招商

机制，配优配强招商队伍，主动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利用上海、苏南产业

优势和外溢效应，针对产业链上下游、

价值链中高端开展产业招商、资本招

商、以商引商，持续加快重大项目攻坚

突 破 和 高 质 量 项 目 集 聚 ，并 被 评 为

“2020中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

在此基础上，去年，南通高新区共

签约包括中科仪、富创、九天真实等在

内的“一主一新一智”产业项目 38个。

“近三年，我们 80%的产业项目归

属三大产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其中 PCB 板块涉及的铜箔、薄

板、厚板、基板及制造的全链条已经形

成。在去年各行业普遍受到疫情冲击

的情况下，该板块销售收入逆势增长

20%以上。”南通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去年 10 月，南通高新区还

与国家集成电路零部件创新联盟合

作，设立国家集成电路零部件产业园，

目前已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入园，为

集成电路产业做大做强注入了新动

能。

目前，在南通高新区，“一主”产业

链重点企业达 32 家，主要涵盖汽车铝

压铸及上下游、汽车配件等产业。“一

新”产业链重点企业达 43家，主要涵盖

高端印制线路板制造及上下游、被动

元器件、车用电子、芯片设计等产业。

“一智”产业链重点企业超 40 家，主要

涵盖智能电网、通用机械、专用机械、

高端精密不锈钢等产业，“一主一新”

产业集群渐成主力舰队。“按照目前发

展态势，只要我们持续聚焦项目招引、

产业培育，园区三大主导产业完全有

望实现 5年翻两番。”上述负责人说。

产业项目方面，南通高新区始终把

项目建设作为重中之重，“一切围绕项目

转、一切服从项目快、一切为了项目干”

蔚然成风。去年，园区全年重大工业项

目开工15个；重大服务业项目开工2个；

22个项目实现竣工投产。目前，集成电

路零部件产业园配套工程建设加快推

进，确保今年6月份出形象。加快镨赛精

工科技、震旦智能、中科仪、富创精密等重

大项目建设，再掀项目建设新高潮。

促进项目转化
坚持“亩产论英雄”

在招商和项目落地过程中，南通高

新区紧盯产业层次、固定资产投入、产出

率和税占比四个硬性指标，提高项目投

资强度和产出效益。对低效企业、低效

用地采取开发利用、增资技改、引导盘活

等方式进行分类处置，切实提升土地利

用效率。近三年来，园区累计完成达产

转化项目50余个。

不仅如此，南通高新区营商环境有

速度也有温度。无论是项目从落户前

到落户后，还是从围墙内到围墙外，园

区始终坚持“用户思维、客户体验”理

念，细化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

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精准化解决

实际问题。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有序推

进全链审批工作，“不见面审批”和“最

多跑一次”事项的比重不断提高，企业

和群众办事效率不断提升。推动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优化发展环境，创

新企业服务，深入破解企业用地、人才、

资金等一批焦点难点问题，帮助企业轻

装上阵，在纾难解困中提升对企业的护

航能力。

接下来，南通高新区将进一步聚焦

建设创新型特色园区，聚焦建设创新驱

动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先进区，以

“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拼搏精神、以“发展

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使命担当，追赶

超越、跨江争雄、勇当先锋，当仁不让当

龙头，心无旁骛抓项目，凝心聚力搞创

新，攻坚克难破瓶颈，打造成为通州硬核

区“第一支撑”、改革开放“第一窗口”、现

代化建设“第一阵地”，奋力走在国家高

新区第一方阵前列。

▶ 张悦

1010 2021.4.12星期一
■ 编辑：李洋（010）68667266转256 E-mail：Liy@chih.org ■组版：王新明

双创动态双创动态

图片来源：临沂高新区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 近

日，天津滨海高新区国家网络安全

产业园项目启动暨签约仪式在海洋

科技园举行。

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项目位于

天津滨海高新区海洋科技园西中环

以西，毗邻高新区科技展示中心、信

息安全产业园，总投资 17.55 亿元

（其中政府专项债资金8亿元），总建

筑面积 14.79 万平米，预计 2024 年 4
月竣工交付使用。项目建成后，不

仅为飞腾、麒麟等信创龙头企业提

速升级、动能转换提供载体和平台，

汇聚创新资源，助力企业的创新发

展和技术应用推广，同时也会为企

业搭建产业生态建设、创新成果转

化交流的桥梁，为企业引聚人才、创

业成长、发展腾飞提供有力支撑和

条件，助推“中国信创谷”建设进入

快车道。

“‘十四五’期间，天津滨海高新

区着力以发展网络安全产业为切入

点和突破口，将国家网络安全产业

园建设工程作为全力建设‘中国信

创谷’的主阵地和主平台。”天津滨

海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启动仪式前，飞腾、麒麟、长城

计算机、360 政企安全集团、天津启

迪孵化器等11家企业分别与天津滨

海高新区管委会签署了产业合作框

架协议，与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产

权公司签署了意向入驻框架协议。

当前，天津滨海高新区在全面

融入“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中

开启了“二次创业”的新征程，着力

将信创产业作为园区首位度产业。

通过实施“主体引聚、平台搭建、场

景驱动、金融赋能、群体突破”五大

工程，园区构建了政产学研用金服

一体化的联合创新生态，目前已经

聚集信创产业上下游创新创业企业

1000多家，汇聚了飞腾、麒麟、曙光、

360、长城、紫光云等一大批业内龙头

领军企业和创新中心，形成飞腾—麒

麟—长城—曙光“PKGS信创包”整体

方案供给能力，实现了“IT基础设置

—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网络信息

安全—信创+服务”的全链发展，信

创产业整体规模近460亿元，成为天

津市信创产业发展核心区域。

本报讯 日前，河南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表彰

河南省优秀改革成果的通报》，对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南全省各

领域改革取得的成效进行表彰。洛

阳 市 科 技 金 融 改 革 成 果——“ 实 施

‘四个创新’、构建‘四大体系’，以科

技金融深度融合助推创新驱动发展”

获评河南省辖市（区）优秀改革成果

一等奖。此次表彰是该改革成果继

获评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十大案例

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也是此次表彰

中洛阳市惟一的一等奖改革成果。

“十三五”以来，洛阳市科技局积

极探索财政科技资金投入方式改革

创新，围绕扶持政策、投入方式、金融

产品、服务模式等“四个创新”，持续

构建科技金融政策支撑、工作推进、

投 融 资 体 系 、服 务 体 系 等“ 四 大 体

系”，立足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壮大科

技型企业实力，科学运用风险补偿、

奖励补贴、投资引导等科技金融支持

方式，探索形成了以财政资金为引

导，银行信贷和创业投资等金融资本

为支撑，民间投资为补充，间接融资

与直接融资相结合的科技金融深度

融合发展机制，推出的科技“创新券”

“科技贷”“天使投资基金”等科技金

融产品，形成了具有洛阳特色的科技

金融深度融合发展模式。

目前，通过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科技金融创新，该局相继设立“洛

阳嵩山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基金”“智

能装备产业投资基金”等各类创业创

新投资基金 7 只，总规模超过 500 亿

元，重点投向高端装备、新材料、节能

环保等新兴产业。“科技贷”签约科技

金融合作银行 7 家，累计授信额度 5.5
亿元，企业通过“科技贷”降低融资成

本 50%以上，获贷企业同期销售收入

平均增长 20%以上，在破解科技型中

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进行了

有益探索和尝试。

进入新发展阶段，洛阳市科技局

将深耕河南省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市建

设，围绕打造洛阳都市圈科技金融创新

中心，充分发挥创新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落实新发展定位、厚植

新发展优势中的突破和先导作用，推动

金融资本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服

务支撑现代化洛阳都市圈建设，聚力打

造中西部科技创新高地。 李亚伟

本报讯（记者 戈清平）近日，

咸阳高新区企业陕西科隆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北工业大学签

署产学研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科

隆新材料将在信息共享、技术研发、

项目申报及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借

助自身在所处细分领域20多年的客

户积累、品牌效应及各种质量运行

体系，促进西北工大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相关学科的发展，促进科隆新

材科技产业发展，从而使双方优势

互补、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陕西科隆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陕西

科隆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继

续探讨研发高端产品国产化替代，

研发航空航天新型材料液压软管、

运输车、飞机、车配套高压胶管、高

铁关键部位配套组合密封及“一带

一路”国家变轨距组合密封装置等

产品，打破国际一线品牌长期垄断

的局面，实现国产化替代。

据了解，陕西科隆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国内大型煤矿液压支

架密封件、高压胶管、煤矿辅助运输

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科隆新材料

生产的密封件看似不起眼，但对于

煤矿机械、石油、工程机械等领域有

着重要的作用。其采用领先的工艺

和配方技术生产高压液体输送和液

体动力传送的主要部件，具有耐磨、

耐腐蚀、坚韧等优点。2020年，科隆

新材料生产的胶管产量达 752640
米。组合密封制品，年产量 800 万

件，国内煤矿机械配套市场占有率

35%。截至目前，科隆新材料实现专

利共 27 件，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24
件，外观设计专利 2 件，发明专利 1
件。

对于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下一

步，咸阳高新区将加快推动科技创

新，依托西部科技创新港等平台，紧

盯人才和机制两个关键，加强产学

研，用合作创新打通产业链堵点断

点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切实的政

策、资金扶持和科技服务，是推动我们

公司发展连上新台阶的强有力支撑。”

聊城高新区企业山东颐德电气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强日前表示。这

家新创企业最初年销售收入仅 5000万

元，2020年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后，销售收入猛增到 1.1亿元。而按照

李强的估计，“2021 年我们会突破 2 亿

元”。

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衡量一个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长期

以来，聊城高新区不遗余力地培育、发

展高新技术企业，并逐步完善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体系，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高

效成长，为区域经济发展积蓄了创新动

能、注入持续活力。如今，这里的高新

技术企业总数达到46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入库49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91.5%，研

发投入占比达 5.51%，园区有效发明专

利为521件，占整个聊城市总量的22%，

有效发明专利总数位居聊城市第一。

但这一切并不能让聊城高新区的

决策者满足。他们推出 2021年高新技

术企业倍增行动，力争到2021年年底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入库企业达到100
家、高新技术企业净增数比 2020 年翻

倍，净增26家，总数突破70家。

“一企一策”
将创新要素“推”向企业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将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大科

创投入，不断突破新技术、研发新产

品。目前研发的高压共轨烟油喷射系

统，让国内主机厂家摆脱了国外垄断的

局面，整个共轨系统的开发能力，在国

内行业中独一无二。”突破这一难题，让

山东鑫亚格林鲍尔燃油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亚格林鲍尔）有关负责人

非常兴奋。

鑫亚格林鲍尔的成长，离不开自身

努力，也得益于“娘家人”聊城高新区的

推动支持。

“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是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壮大高新技

术企业规模，对于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打造创新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具有重要作用。”聊城高新区科技

创新发展部负责人表示，他们实施“一

企一策”，积极开展送政策、送金融、送

服务活动，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纵深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促进

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

和成果转化的主体。

“作为创新型企业，我们科研投入

占比超过 60%，今年接近 340万元。”聊

城高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太

福坦言，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可享受企业

所得税优惠和研发费用补贴，公司减轻

了34万元负担。

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

聊城巨龙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3 年，该公司主要生产激光雕刻

机、光纤打标机、CNC木工雕刻机等一

系列相关配件，已申请及授权多项相关

发明专利。针对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的过程中，在研发费用归集、财务审

计等事项上可能存在的疑问，聊城高新

区请来专人给予精准指导——通过对

企业的知识产权、财务数据等关键指标

的数据分析，根据企业申报短板，提前

介入、精准辅导。

一系列真招实招为高新技术企业

倍增计划奠定了良好基础。

据了解，聊城高新区从加强高新技

术培育、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奖补、加快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等多方面系统发力，

既有资金支持，也有政策激励。其中依

托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建设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库，凡入库培育企业实行动

态管理、跟踪服务，聊城高新区形成“发

现一批、服务一批、推出一批、认定一

批”的培育机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扶

持各级奖补最高1000万元。

同时，这里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平台搭

建和技术攻关，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和大学科技园等载体建设，着力提

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截至目前，聊城高新

区拥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29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达83%。

本报讯 近日，临沂高新区举办

2021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培训

会。培训会上，临沂高新区科技创

新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胡德礼介

绍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相关

政策文件，并对临沂高新区科技创

新工作情况作了说明。临沂高新区

税务局有关负责同志针对当前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涉及税收政策要点进

行了详细讲解。政和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围绕高企认定政策、申报材

料编制、评审要点等内容作了系统

讲解。

近年来，临沂高新区持续实施

“四个一批”高企培育计划，并在临

沂市率先建立了高新技术企业动态

培育库，高企培育工作始终走在该

市第一方阵。截至目前，园区培育

库入库企业累计达到 50余家，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98家。下一步，

临沂高新区将深入贯彻科技部关于

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的决策部署，建

立健全服务机制，精简优化申报流

程，全面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

务保障工作，为推动园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唐信胜

临沂高新区举办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培训会

高企数量一年翻番？聊城高新区打出一套“组合拳”
▶ 邵雪红 王丽 科技日报记者 王延斌

“一主一新一智”产业初具规模

南通高新区打造产业集聚新高地

一等奖！洛阳市科技金融改革成果再获殊荣

咸阳高新区企业
与西工大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

天津滨海高新区
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启动建设

旭东汽车零部件制造（南通）有限公司 图片来源：南通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