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创新型企业还是科创人才，

尚未在科创赛道上展露头角时，都需要

优质的创新平台载体来孵化承载。作为

江阴市“南征北战、东西互搏”的主阵地、

主战场，近年来，江阴高新区始终把“高”

和“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积

极探索异地孵化新模式，让科创资源实

现在一线城市孵化、到江阴产业化，这不

仅为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提供了硬

支撑，更为江阴高新区新兴产业发展打

开了一条新路径。

截至目前，江阴高新区已分别与太

库科技、天安数码城合作建立了江阴高

新区（上海张江）科创孵化器、江阴高新

区（深圳）科创孵化器两个异地孵化器，

开创了无锡“科创飞地”先河，并在国外

建成中瑞生物医药海外孵化器。如今，

异地孵化器成为江阴高新区科创载体的

一个个窗口，为江阴高新区创新创业生

态打开了新空间。

突破地域限制
开创无锡“科创飞地”先河

近日，“对接大湾区·创新再出发”

2021 江阴高新区未来产业科技人才合

作恳谈会在深圳市福田区举行。会上，

江阴高新区携手天安数码城设立的无锡

首家驻深“科创飞地”江阴高新区（深圳）

科创孵化器揭牌，14 个优质项目签约，

这是继去年5月江阴高新区（上海张江）

科创孵化器启用以来，在国内一线城市

建立的第二家异地孵化器。

“希望江阴高新区（深圳）科创孵化

器能借助天安数码城一流的号召力、吸

引力，集聚深圳一流的创新资源、创新人

才，打造出一流的孵化器典范、加速器样

板，架起江阴高新区与深圳‘深’度合作、

‘圳’正共赢的桥梁，把更多更优的未来

产业项目放到江阴高新区产业化，为江

阴高新区打造国内一流的创新型国际化

园区注入澎湃动能。”江阴市委常委，江

阴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陈兴华在会上说。

江阴高新区（深圳）科创孵化器的建

立是江阴高新区面向全国招才引智、创

新发展的一次有益探索，也是园区“科创

飞地”模式的又一次实践。

其实，江阴高新区探索“科创飞地”

模式最早可追溯到2017年5月。一头是

国际蛋白质分离分析技术的发祥地，一

头是地处长三角核心区的“中国制造业

第一县”，当瑞典乌普萨拉“遇见”无锡江

阴，一场异地孵化的探索就此起步。

当时，江阴高新区以股权投资形式

支持江阴中瑞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建设的

中瑞生物医药海外孵化器，就设立在瑞

典乌普萨拉大学里，这也是江苏省在欧

洲设立的首个生物医药海外孵化器。将

科技创新的前端触角拓展至科创资源丰

沛的地区，实施就地孵化——“科创飞

地”应运而生，为江阴高新区打开了异地

孵化的新空间。

火苗一经点燃，便有了蔓延之势。

目前，国内上海、深圳两家异地孵化器正

有效运营中，江阴高新区还将在北京、杭

州等一线城市积极布局异地孵化器，围

绕生命健康、新材料、集成电路、智能制

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强跨区域联

动发展，全力构建高新技术人才项目在

“全球研发孵化、一线城市加速、江阴产

业化”的全新路径。

探索合作模式
借智借力集聚创新资源

4月8日，江阴高新区依托深圳异地

孵化器，联合博士科技，首次在深圳举办

第四届中国江阴（高新区）创新创业大赛

华南赛区分站赛。比赛紧密结合江阴高

新区产业发展与定位，面向生命健康、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吸引了海内外40余个项目报名

参赛。经过专家评定、路演大赛，最终有

5个优秀项目成功晋级，将参加6月上旬

举行的 2021 年第四届中国江阴（高新

区）创新创业大赛半决赛。

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产业溢出类的

“飞地模式”：主动对接科技创新“富集

区”资源、将创新成果引来本地产业化，

不同名称、不同形式的外表下包裹的是

相同的核心，箭头直指当下城市高端科

技资源不足的痛点。

而建设异地孵化器带来的不仅是孵

化模式的创新，更是为两地协同创新提

供了有益尝试。江阴高新区管委会采取

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与一线城市的孵化

器运营商合作，建立高效委托招才合作

机制，探索在项目引入、资源共享、跨区

域发展等方面的创新合作，最大限度发

挥异地孵化器信息桥头堡功能，导入高

校、科研院所、产业金融、高端人才等各

方资源，加速项目孵化、产业化进程，把

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更多更优的创新

资源集聚到园区，为园区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助力。

“当前，江阴高新区正按照‘南征北

战、东西互搏’战略推进要求，全面开启

重大项目攻坚热潮，无比渴望各类英才

到江阴创业发展，园区将进一步优化创

新创业生态，推行更加贴心的‘一站式’

服务保障，全力当好‘店小二’‘急郎中’，

助推更多高端人才团队、优秀海外学子

在高新区创新创业，助力高质量发展。”

江阴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赵志军表示。

据了解，江阴高新区即将出台《异地

孵化器管理办法》，对认定条件、政策支

持、绩效评估、政策奖励等方面进行明确

规定，促进合作长效化、管理规范化、效

益最大化。

“飞地模式”发力
异地孵化助推科创提质

近日，在智云流形科技（江阴）有限

公司的调试车间内，研发人员正通过手

中的控制器调试着工业机器人。一台台

工业机器人灵敏挥舞手臂，更快更高效

地完成着相应指令，使生产效能得到显

著提升。

据悉，这是智云流形研发的新一代

机器人控制系统。该系统即将在今年上

半年发布，为更多江阴企业试水智能制

造提供强劲支撑。

“我们的控制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机

器人的大脑。我们给它提供各种核心算

法的支持，保证机器人可以运行得更平

稳、更快、更准确。另外我们还是完全国

有的技术，这样就可以针对国内的一些

生产需求，做一些更符合中国用户习惯

的软件或产品。”智云流形高级项目经理

商大伟说。

上海、深圳异地孵化器建设一年来，

孵化器与当地计划产业化的项目进行无

缝对接，使智云流形、合健医生集团、飞

榴科技等优质项目接踵而至，有效推动

智能制造、大数据、生命健康等园区新兴

产业的培育壮大，也将创新型企业和领

军人才团队等优势资源高效导入园区，

为江阴高新区加快实现“创新更澎湃”打

下扎实基础。截至目前，江阴高新区（上

海张江）科创孵化器已落户科技人才项

目 11 个，其中 3 个入围江阴市“暨阳英

才”计划。今年，江阴高新区计划通过上

海、深圳、北京等异地科创孵化器引进项

目30个。

同时，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200 平方

米的实验室，也成为江阴贝瑞森生化技

术有限公司布局未来的“棋眼”。截至目

前，该实验室共为贝瑞森公司“回流”10
个高端项目，其中6个药品项目，并且申

请了6件国际发明专利。

近年来，江阴高新区坚持江阴市内

外科创载体平台建设两手抓，一方面，向

外积极拓展建立异地孵化器，让科创资

源实现在当地孵化、来江阴产业化；另一

方面，做强内部科创载体，使创新型企业

和科创人才加速成长，成为江阴高新区

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截至目前，江

阴高新区已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4
个、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1家，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3家、国家级科

技企业加速器 1家、科技部备案众创空

间 3个、省级众创空间 2个；建立诺奖得

主研究院6个、院士工作站15个，建成江

阴金属材料创新研究院、江阴集成电路

设计创新中心、江阴智能制造创新研究

院等新型研发机构，科创载体平台建设

呈现出量质并举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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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高新区：“科创飞地”模式全面提升双创生态链
▶ 阮波 本报记者 刘琴

江阴市委常委，江阴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陈兴华（右）与天安数码城

（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杜灿生共同为江阴高新区（深圳）科创孵化器揭牌。

中国江阴（高新区）创新创业大赛华南赛区分站赛在江阴高新区（深圳）科创孵化器举办。

图片来源：江阴高新区

入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的科技企业达

218家、拥有有效高新技术企业281家、已认定44
家瞪羚企业及潜在瞪羚企业、助力有潜力的科技

企业成长为独角兽……近年来，襄阳高新区坚持

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聚焦建设“创

新驱动引领区”的发展定位，加快创新主体培育，

通过分类指导、差异扶持、扩量提质，不断完善科

技型企业培育成长链条，培育一批梯次科技企业

群，着力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营造创新主体

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重点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为鼓励初创期科技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

研发活动，襄阳高新区每年从科技经费中列支

300 万元专项支持中小科技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项目，推动一批中小科技企业成长为具备自主

研发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

2020 年，襄阳高新区入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库的科技企业达到 218 家，居襄阳市第一。

襄阳高新区不断完善创业孵化体系，加快

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等创

新创业孵化载体建设，为初创型科技企业提供

孵化场地、创业辅导、信息共享、仪器设备共享

等系列服务。如今，襄阳高新区已打造以襄阳

科技城、汉江创业创新产业园为代表的综合性

双创载体，集创新创业、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孵

化加速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以襄阳人才超市为

代表的活动聚合型双创载体。目前，襄阳高新

区已建设各类创新创业载体 36 家，孵化面积

超 130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 2100 余家。

同时，襄阳高新区将中小科技企业作为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的重点对象，实施重

点指导与帮扶，以高企认定标准为指引，引导

创新资源和创新服务向中小科技企业集聚，

推动中小科技企业向囯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

术领域发展。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工程

高新技术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

石。襄阳高新区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工

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2018-2020年，襄阳高新区有效高新技术企

业分别为227家、252家、281家，年均净增18家，

年均增长率达 11.3%，占襄阳市高新技术企业总

数的43.7%。

以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产品为支撑，襄阳高

新区已形成以风神汽车、东风股份为龙头，康明

斯、新火炬等众多企业构成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产业体系；以航宇公司、航天42所为龙头的航空

航天产业集群；以大力公司、追日公司等为代表

的全国最大的电机控制集群；以南车工业园、金

鹰工业园等为核心，以中国南车集团襄阳电机为

重点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襄阳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技术革新，研

发出一大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技术或产

品。东风电子和东风电气合并后，开发新的整车

电驱动，使其整车电驱动器产业在国内处于领先

水平；大力电工襄阳股份自主开发的钒电池储能

系统，已申请专利60项，先后在国内外开展近20
个钒电池储能系统示范工程。

打造瞪羚企业培育工作体系

2020年，襄阳高新区启动瞪羚企业培育，制

定《襄阳高新区（自贸片区）瞪羚企业和潜在瞪羚

企业认定及培育办法》，着力打造“一个榜单、一

个平台、一场峰会、一批场景、一个品牌”的“五个

一”瞪羚企业培育工作体系。

目前，襄阳高新区已认定 44家瞪羚企业及

潜在瞪羚企业，其中瞪羚企业25家、潜在瞪羚企

业 19家。2019年，44家瞪羚企业群体合计实现

营收58.08亿元，同比增长21.20%；合计完成税收

1.3亿元。瞪羚企业以研发驱动高成长，成为推

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2019 年，瞪羚企业群

体 合 计 实 现 研 发 投 入 2.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71%；瞪羚企业群体合计拥有专利授权774件，

其中发明专利67件。

瞪羚企业成为引领襄阳高新区产业发展的

重要力量，并涌现出超卓航空、嘉辐达节能等行

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企业，以及淘大集、易景网

络等数字经济领域新锐企业。

在探索国际科技合作方面，瞪羚企业积极引

入海外科技资源，推进海外布局。超卓航空成立

襄阳首家湖北省外国专家创新示范基地，为外籍

专家引进和国际技术合作打造平台；美利信在德

国慕尼黑设立研发中心，推进与世界500强企业

客户的同步研发。

开展独角兽企业引育工程

鉴于独角兽企业具有估值高、业绩增长快、

创新能力强、行业领先等特点，襄阳高新区对独

角兽企业坚持“引育并重、以引为主”，计划围绕

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等新产业、新模

式、新技术、新业态领域，瞄准国内独角兽、准独

角兽企业大力开展精准招商，根据独角兽企业职

能在全国的区域布局，引进独角兽运营、研发、制

造等分支机构，打造独角兽企业的第二总部。

在独角兽培育上，襄阳高新区重点培育东风海

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有潜力的科技企业，助力其

未来成长为独角兽。据悉，东风海博成立于2018年9
月，由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海博思创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其中，新能源车辆运营规模居

全国第二，储能装机量居全国前十。2020年，东风海

博实现销售收入3.29亿元，预计2025年销售收入将

达到15亿元，累计销售收入50亿元。该公司正在新

建新能源车用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生产基地，项目落成

后将填补襄阳新能源汽车电池系统和储能产业的空

白，推动襄阳汽车工业多元化和清洁高效发展。

分类指导 差异扶持 扩量提质

襄阳高新区培育梯次科技企业群襄阳高新区培育梯次科技企业群

▶ 赵春杰 李群伟 本报记者 邓淑华

淮南高新区“红色引擎”引领项目建设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徐小红） 今年一

季度，宝鸡高新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180.7亿

元，同比增长15.7%；规上工业增加值56.15亿元，

同比增长11.4%；地方财政收入22378万元，同比

增长34.8%。

2021 年，宝鸡高新区全年计划实施省市级

重点项目 46 个，总投资 552.8 亿元，年度投资

110.2亿元。截至目前，宝鸡高新区一、二季度累

计开工项目 36 个，总投资 168 亿元，年度投资

43.6亿元。宝鸡高新区新设立 5000万元的产业

引导资金，对亩均产值高、税收贡献大的企业进

行奖励；召开重点项目融资对接会，90余户企业

获贷款资金35.6亿元。

一季度，宝鸡高新区钛及钛合金、汽车及零

部件、高端装备制造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

为区域经济积聚发展新动能。钛及钛合金新材

料产业的88户规上企业实现产值65.37亿元，同

比增长11.44%；宝钛集团完成工业总产值49.1亿

元，同比增长 10.59%；宝鸡市金山钛业有限责任

公司等 9户企业增速超过 100%。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的 29户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47.2亿元，同比

增长 28.07%；法士特伊顿（宝鸡）轻型变速器有

限责任公司等 7户企业增速超过 100%。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的 46 户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13.5 亿

元，同比增长 34.93%；宝鸡亚光机械有限公司等

9户企业增速超过100%。

下一步，宝鸡高新区将在抓项目、强招商、扩

投资、稳增长上下功夫，对46个省市重点项目继

续坚持领导包抓、专班推进，强力推进钛及新材

料产业园、宝鸡创新港、创新大厦等重点项目建

设，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将紧扣高铁新

城、科技新城、综合保税区、千渭之会四大板块，

加快钓鱼台区域开发，引进总部企业，提升城市

载体服务能力。

宝鸡高新区一季度经济指标再创新高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李东华） 一座座

高楼拔地而起，多部塔吊机械紧张施工，工人们

有序忙碌……4月30日，中铁四局淮南高新区香

樟苑五期三标段项目工地一派繁忙，“党员先锋

工程”大幅创建展牌矗立在项目工地上，鲜红的

“党员先锋队”旗帜迎风飘扬。

淮南高新区香樟苑 5期三标段项目属于安

置房民生工程，建筑面积 10.1万平方米，预计 7
月中旬全部主体封顶。

临时党支部，作用发挥不“临时”。“4月1日，

我们临时党支部成立以来，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

手，坚持‘融入项目抓党建、抓好党建促项目’的

中心思想开展各项工作，实现了党建工作与项目

建设深度融合。”该项目临时党支部书记王兴文

介绍说，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以党员先锋工程为

统领，组织开展了“党员亮身份、组织亮阵地、工

作亮特点”活动，通过党员深入项目一线攻坚克

难，引领全体职工争先创优，高质高效推动项目

建设，确保项目被评为淮南市安全标准化工地和

质量标准化工地，积极争创“舜耕杯”，努力把民

生项目建成暖心工程、精品工程，以优异的成绩

迎接建党100周年。

淮南高新区南山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党

群工作部长李静说，今年以来，公司坚持以党建

引领重点项目建设，把重点项目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和监理单位党员组织起来，先后成立9个临

时党支部，有力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4月25日，淮南高新区香樟苑五期三标段项

目临时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及主要管理人员、班

组骨干在施工工地举行了以“弘扬工匠精神，铸

造品质工程”为主题的特殊党课；4月28日，淮南

高新区产业园二期临时党支部开展了“礼敬荣

光 奋战事迹走进项目”暨老兵讲党史活动；4月

28日，山南四中和山南七小项目临时党支部开

展了“决战 6.30，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党建活

动；4月 28日，双创综合服务中心二期项目临时

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同志，开展“《党史故事 100
讲》五四运动唤醒民众”党建活动……

旗帜领航，奋战高新。目前，淮南高新区各

临时党支部按照党史学习教育部署，结合各自项

目建设的特点，定思路、定目标、定措施、抓落实，

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提升群众

满意度的实际举措和工作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