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来，三明高新区奋力推动

“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建设工作，通过“以产促

城、以城助产、产城融合”的开发模

式，不断推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奋

力将该区打造成为福建省中部规模

较大、功能较为完善的开发区，产城

融合宜居宜业的新城，福建省建设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导产业集群提能级

三明高新区，由沙县金沙园、金

古园和永安尼葛园组成，实行以金

沙园为主园区的运行机制，总规划

面积 98.7 平方公里，2015 年国务院

批准该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金沙园总规划面积 43 平方公

里，是国家大型机械装备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

业创新示范基地、国家绿色工业园

区；金古园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是

福建省新型工业化示范园区；尼葛

园规划面积5.7平方公里。

2021 年，三明高新区将原沙县

金古空港经济开发区纳入统一管

理，园区规模进一步扩大，主导产业

集群再提新能级。当年该高新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增加12%，达到

9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达到

708.6亿元，同比增长59.8%；实现工业

增加值87.8亿元，同比增长 19.54%；

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546.2亿元，

同比增长 24.3%；规模以上企业利润

9.9亿元，同比增长 11.8%；同时前两

位主导产业营收占比达到 34.6%；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省级单项冠军

等龙头企业占比达到10.8%。

产业集群效应不断增强

为推进高新区布局进一步完

善，三明高新区坚持“扶引大龙头、

培育大集群、发展大产业”理念，重

点抓好高端装备产业园、生物医药

产业园、化工园、硅及新材料产业

园、小吃食品产业园和绿色循环经

济产业园等六大特色产业园区建

设，并加快新能源材料、商贸物流产

业发展，先后引进机械科学研究总

院海西分院、天华智能、厦工三重、

三钢闽光、金杨科技、正元化工等一

批骨干企业，并发挥“链主”企业自

身资源优势，吸附培育一批专注于

细分市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

成长性好的上下游企业，提升重点

产业集群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目

前，入园企业 700 余家，其中工业企

业40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113家。

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

集约的原则，三明高新区科学合理

布局工业项目，自2016年以来，该高

新区积极推进闲置厂房二次招商，

先后引进恒立兴、未来药业等120余

家中小企业。

为推动入园企业的发展，三明

高新区成立园区运营机构，积极探

索将园区资产打包交由专业运营公

司统一管理、运营。为推进融资体

制机制创新，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组

织银行、融资担保公司、信用担保公

司等金融机构深入园区提供多种信

贷服务，拓展企业投融资渠道、提升

企业的融资便利度等服务,先后对接

企业数量达110家，获得融资企业数

量 83 家，共获融资金额 16896.4 万

元，为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

不仅如此，该高新区还大力实

施技术标准战略，以重大关键技术

项目的技术标准为重点发展领域和

方向，鼓励企业在高端装备、生物医

药和小吃食品等领域抢占行业标准

制高点，促进技术产业标准化；举办

各类技术标准培训班、论坛和讲座，

努力建设高素质的示范区标准化专

家队伍；突出对企业的宣传与引导，

不断提升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标准

化意识。

近年来，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三明高新区充分发挥 5G 网络、物

联网、云数据的科技生产力，完善

该高新区行政服务能力和公共服务

能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

转型升级，切实推进园区产业转型

升级。

科技创新活力不断释放

三明高新区始终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目前已建成国家级示范

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博士后工作站等；建成省

级科技创新企业孵化器、公共服务

平台，入孵企业12家；该高新区积极

发挥人才纽带和桥梁作用，利用高

校与园区人才资源、科学研究和行

政管理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支持和

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姻，通

过科研服务平台，与机械科学研究

总院、中科院、清华大学、厦门大学

等 10 多所高校、科研院所达成战略

合作协议。同时，该高新区充分发

挥周边院校的师资优势，与学校联

合适时开办电子信息、化工、机械加

工等专业课程，为企业培养熟悉专

业知识的产业工人，形成了“园企合

作”“园校合作”“校企合作”模式。

如今，该高新区集聚各类各层次人

才 1万余人，成为依托三明、服务海

西、面向东南的区域性创新中心。

与此同时，该高新区还联合高

校、科研机构加快推进机械科学研

究总院海西分院、三明中关村科技

园、中国聚乙烯醇（PVA)产业用纺织

品研发基地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发挥平台创新引领支撑服务作

用，并加强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环保

产业孵化器、云创工坊、博士后工作

站等双创服务载体的运营。

通过建立健全政策协调联动机

制，三明高新区落实各类惠企政策、

完善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机制，推动

具有研发活动和研发机构的工业企

业上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提升企

业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等，积

极引导企业强化创新发展，提升核

心竞争力。截至目前，该高新区共

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2 家，省高新

技术企业 10 家，进入科技型中小企

业库的企业 22 家，科技小巨人企业

15家，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 7家，福

建省技术转移机构1家，企业当年专

利授权数达到 235 件，获国家级、省

级首台套产品 7 个（其中国家级 1
个），绿色工厂2家。

地处天山北麓的昌吉高新区自 2010
年底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之时，就吹响了新

一轮发展的号角；2018 年国务院同意乌

鲁木齐、昌吉、石河子高新区建设乌昌石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昌吉高新区把自主

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力打造面向

中西亚地区的创新发展高地。

黑马养成，赛道驰骋，一路赶超“高”

“新”。十年来，昌吉高新区在“创”字上发

力，创新创业成效显著。截至目前，昌吉

高新区工商注册企业达 1600 余家，其中

规模以上企业78家(核心区7家）、培育上

市公司 8 家、年销售收入过亿元企业 17
家，高新技术企业41家。

唯有创新，才能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

内生动力。十年来，昌吉高新区以新格

局、新技术、新产业推动产业发展，着力做

大做强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技术

和现代服务业四大主导产业，以产业进步

带动高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突出科技创新引领

十年来，昌吉高新区强化科技创新引

领，推动高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创新平台建设方面，昌吉高新区

加快企业孵化平台建设，目前拥有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 家，孵化载体

10.07 万平方米；加快检验检测高技术

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现已建成国家节

水器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国家

级检验检测中心 13 个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级检验检测中心 3 个；加大企业创

新平台建设力度，先后创建博士后工作

站 4 家，国家级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 6 家，自治区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

工程实验室共 22 家。

在创新主体培育方面，昌吉高新区

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的引进和培育，深入

实施领军企业创新提升行动，高新技术

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行动，科技

型中小企业创新激活行动；积极组织企

业申请知识产权，2021 年昌吉高新区企

业获授权专利 159 件；重点推动蓝山屯

河、索克斯等企业改制上市步伐，鼓励

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加快发展。

加快政产学研合作

十年来，昌吉高新区政产学研合作实

现新突破。

昌吉高新区持续加大与中国科学院

新疆分院、新疆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华北

电力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福州大学等高

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特变电

工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北工业大学合作开

展“气体绝缘组合电器多参量融合智能感

知及故障诊断技术”等科研项目 3项；蓝

山屯河研究院与江苏集萃先进高分子

材料研究所合作共建“集萃高分子—蓝

山屯河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

昌吉高新区积极争取国家市场监

管重点实验室（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和

国家市场监管技术创新中心落地高新

区建设；依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质检

院，组建节水器材产品和建筑材料两个

国家级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组建电器产

品、机械产品和安全技术防范工程 3 个

自治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昌吉高新区还主动邀请新疆大学

数字经济研究所，结合昌吉州大数据产

业园项目建设，拟启动数字高新区建

设。昌吉高新区正在谋划与上海福睿

智库合作，共同建设昌吉州创新产业研

究院，为昌吉高新区企业提供智力、技术

服务。

做好创新政策试验区

近年来，昌吉高新区先后制定了《昌

吉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

展规划纲要》《昌吉高新区建设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昌吉高

新区 2022 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立

足现有创新基础与优势，以更大的决心

与勇气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过去的十年，是昌吉高新区巨变的

十年，先后创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国家输变电装备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国家现代节水材料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国家农副产品加工示范基

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实

训基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循环经济试

点园区等。2016 年，昌吉高新区被纳入

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

验区。

这十年也是高新区企业感受最深

的十年：营商环境越来越优化，各项优

惠政策、扶持政策越来越完善、区位交

通越来越便捷、基础设施配套越来越齐

全……昌吉高新区踏出改革发展、昂扬

奋进的铿锵足音。

近年来，昌吉高新区坚持以人为

本、民生优先、共享发展，在教育、医疗、

交通、政务服务、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

超前谋划、集中财力，坚定不移地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潮平风正扬帆进，凝心聚力谱新

篇。站在新起点，昌吉高新区始终把责

任扛在肩上，把工作落到实处，对标先

进，加压奋进，奋力实施“十四五”规划，

开启全面建设我国向西开放桥头堡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征程。

▶ 本报记者 邓淑华

江阴高新区地处长三角几何中心，

是我国东部沿海惟一拥有长江岸线的

国家高新区，也是全国第二家位于县

级市的国家高新区。

江阴高新区始终坚持产业强区主

导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实

现了从省级经开区到国家高新区再

到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大步

跨越。十年来，该高新区瞄准新时代

的历史方位，以深入推进苏南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主线，以建设产业

层次高、转型动能新，改革开放水平高、生

态建设成效新，民生福祉高、园区形象新

“三高三新”的高新产业集聚区、创新驱动

示范区、美丽和谐幸福区为导向，大力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产业特色更加鲜明

以项目促现代产业集聚。江阴高

新区从建区之初的纺织、化工、钢铁、管

件等传统产业为主，到通过持续不断调

高、调优、调新，加快推动金属新材料向

高端制品领域延伸，电路封测向电子信

息领域迈进，医药化工向现代中药及生

物医药领域转型，精密机械向高端智能

装备领域挺进，并积极谋划新能源汽车

产业，其现代产业体系更加完备、产业

特色更加鲜明、产业规模更加壮大。

以项目促高端企业集群。江阴高

新区始终把企业作为最宝贵的财富，以

项目招引落地推动一批批象征行业精度、

高度和热度的企业在江阴发展壮大，基本

形成了大企业林立、中小企业成群、大中小

企业融通发展的态势。

以项目促绿色生态集约。江阴高新

区摒弃“捡到篮里就是菜”的做法，从招商

引资到“招商选资”，制定完善产业发展的

负面清单，推动高新区产业结构不断向

更“优”转变、生态环境有“质”的提升。

经过多年的发展，江阴高新区基本

形成了特钢新材料及制品、微电子集成

电路、现代中药和生物医药、机械智能

制造等主导产业。其中，特钢新材料及

制品产业以兴澄特钢、法尔胜、贝卡尔

特等国内外创新型领军企业为龙头，特

色鲜明、优势明显、链条完整，被纳入国

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微电子集成电

路产业拥有以长电科技、中芯长电、瀚

宇博德等为代表的企业，并获评国家集

成电路封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机械

智能制造产业拥有以大地机械、名鸿车

顶为代表的一批成长型企业，随着启星

智能制造产业园等一批机械智能制造

项目的建成投入使用，其产业规模实力

将得到大幅提升。

创新能力加速提升

江阴高新区自创立之初就把创新

作为“关键引擎”摆上重要位置。

从深入实施“科技成果加速产业化

工作十六法”到分类分层建设高企培育

库，全面助推科技型企业“小升高”“高

升规”，创新型企业后备队伍持续扩大，

高新技术企业队伍不断壮大，江阴高新

区形成了“孵化一批、培育一批、推荐一

批、认定一批”滚动发展培育体系，并通

过创新创业大赛“海选”、优质企业“甄

选”、高新技术企业“遴选”等多种途径，

全力支持创新型领军企业脱颖而出。

近年来，江阴高新区通过提供“政

策+金融+平台”全要素服务保障，形成

了产业强区 20 条、科技创新 20 条、人才

激励“升级版”20 条等创新创业扶持政

策系列，搭建了“苏科贷—锡科贷—澄

科贷—高科贷”四级联动和“天使－产

业－并购－定增－互助”基金错位支持

的科技金融体系，汇集了苏南自创区创

新创业一体化服务平台等系列服务平

台，并连续多年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实

现了从创新要素集聚到创新生态优化

的跃升。

截至 2020 年 6 月，该高新区共有高

新技术企业 20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98
家、省瞪羚企业 9家；建成东北大学江阴

金属新材料创新研究院、中科院集成电路

创新研究院江阴设计创新中心等重大创

新平台，中德、中瑞、中美3家国际技术转

移中心，诺奖得主研究院 6家；累计引进

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1000 余人，

拥有各类人才总数3万多人。

对外开放不断深化

在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重的同

时，江阴高新区不断创新开放思路，持续

扩大开放范围，构建了从产品到资本再到

技术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在以外引外中实现外贸质变。江阴

高新区通过引导高新区内外贸企业做大

做强，积极培育总部经济，从而将自身打

造成为区域性、功能性总部，使有限的空

间实现无限的产出，形成外贸发展的新增

长点乃至新增长极。先后引进比利时贝

卡尔特、荷兰帝斯曼、荷兰达门、美国高

通、新加坡星科金朋等多家世界500强及

知名跨国企业，累计引进外资项目400多

个，累计到位注册外资超60亿美元，利用

外资规模及数量在国内同类园区中位于

前列。

在以企引企中实现外资聚变。江阴

高新区鼓励支持高新区内企业以企引企、

以商引商，并通过合资合作、兼并重组，助

推企业“二次创业”、发展壮大的同时，推

动高新区外资工作不断向前。法尔胜集

团通过合作“联姻”，推动贝卡尔特在高新

区打造了“六中心一基地”，占据了贝卡尔

特在国内的过半产能，累计投资近 10亿

欧元。兴澄特钢以一家地方钢厂起步，与

港资中信泰富合资组建兴澄特钢并逐步

发展壮大，推动了母公司中信泰富特钢集

团将总部从上海迁至江阴高新区，历年来

完成到位外资8.5亿美元等。

在以才引才中实现创新裂变。从改

革开放之初的“星期天工程师”，到江苏省

“双创”人才等国内优秀人才的引进，再

到诺奖得主、海外院士等国外顶尖人

才的加盟，江阴高新区“朋友圈”不断

扩大。2011 年，成功引进中科院博士

顾铭，并通过顾铭引进了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奖获得者杨森教授和诺奖得主

塞缪森教授，更在瑞典建立海外离岸

孵化器，柔性引进了多名外籍院士，推

进了多个海外科技项目的孵化，形成

了人才的“滚雪球”效应。

面向“十四五”，江阴高新区将以苏

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主线，坚

定实施产业强区主导战略和创新驱动

核心战略，全力打造省内一流、全国知

名的高新产业集聚区、创新驱动示范

区、改革开放窗口区、美丽和谐幸福区，

真正把江阴高新区打造成为“江苏有地

位、全国有影响”的高新“科创城”。

▶ 本报记者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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