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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积分制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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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伟张伟

科技日报讯（记者 吴长锋）你

是否使用过折叠手机？是否想尝试折

叠屏却又担心折痕？来自大自然的力

量将会解决这个问题。江河湖泊中随

处可见的河蚌，一生需要进行数十万

次重复的开合运动，却能一直保持稳

定状态不发生形变，其双壳连接背脊

处发挥关键作用的“铰链”——贝脊给

了科学家灵感。

近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

该校俞书宏院士团队联合吴恒安教授

团队成功揭示了河蚌“铰链”内的可变

形生物矿化组织的耐疲劳机制，发现

了一种多尺度结构设计与成分固有特

性相结合的抗疲劳新策略。该研究成

果于6月23日发表在《科学》上。

研究人员探明了河蚌“铰链”中折

扇形组织的设计原理，发现这种生物

组织在河蚌双壳重复打开和关闭运动

期间，能承受较大的变形，同时可以长

期保持结构和功能的稳定，即使经过

150 万次循环，这种生物组织仍能稳

定发挥作用并且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疲

劳行为。

为研究这种生物材料的组成、结

构以及这二者与材料最终性能之间的

关系，研究团队利用数学近似的方法

对河蚌“铰链”在变形过程中的状态进

行模拟。铰链区域可以分为两个不同

的区域：外韧带（OL）和折叠扇形矿

物组织区域（FFR）。在双壳闭合过

程中，OL 发生拉伸，承担主要的周

向应力并储存大部分弹性应变能；

FFR 区域沿周向弯曲变形，并在受

限的径向变形下提供强大径向支撑

固定 OL。研究人员揭示了这一从

宏观到微纳米尺度的多级结构设计，

这种设计原则赋予了该组织高变形

性、高耐疲劳性。

该项研究为今后柔性功能材料的

组装设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仿生模

型，为延长材料使用寿命提供了新的

解决方案，对未来柔性耐疲劳材料的

研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报讯（记者 张伟）在 6月 21
日举行的 2023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新

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王

磊介绍了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的顶层规划。

王磊说，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北京市于2021年

7月（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期间）率

先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

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形

成了该市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顶层

规划。

《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于

今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为北京市的

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纲领

保障。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工作

要求，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作

为北京市的“五子”之一，是新时代首

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对于加强

“四个中心”建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具有关键的支撑作用。

谈到未来的发展，王磊说，下一

步，北京市将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数字

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部署要求，持续精

准施策，重点发力，更好地发挥数字

经济双循环动力引擎作用，扎实推进

新时代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

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建设标杆基础设施，筑牢城

市的数字底座。系统推进新一代数

字集群专网，建设支撑数字原生的信

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城市感知

体系，促进数据、算力、算法生态协同

发展。持续建设数字城市管廊，率先

在重点领域实现智慧城市场景开放

的新突破。

二是创建国家级数据基础制度

先行示范区。向国家层面积极争取

支持北京开展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先

试示范区建设，加快推进数据产权制

度和收益分配制度先行示范。加快

数据知识产权试点，扩大数据资产的

评估范围，健全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模

式，探索“沙盒”监管等包容审慎的新

型的监管方式。

三是抢抓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新机遇。加快推动新一代人工智

能公共算力中心建设，增强高质量数

据的供给能力。探索训练数据的有

效供给及合规高效安全有序流动，引

导推动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推动建

立人工智能大模型相关知识产权保

护机制。同时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大

模型与互联网3.0产业的联动发展。

四是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快信息产业关

键技术攻关，持续提升数字经济细

分领域的产业贡献度，加强优质企

业的招引，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拓

展产业能级新赛道，加强北斗、区块

链、工业互联网等新产业应用推广，

推动集成电路、重要研发产业项目

的建设，高标准建设国家网络安全

产业园区，完善数字经济“一区一品”

的发展格局。

五是夯实市场主体的竞争优势，

持续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加强全市

数字经济园区的统筹和规划建设，

支持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完善

标杆企业的遴选服务机制，完善以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为主体的多层次

合作平台，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

则和标准制定，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

系建设。

成立于 2015 年 6 月的成都忆享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智能信息化综合解

决方案服务供应商。2022年以来，该企

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网络安全业务开

发以及新软件产品研发。为此，该企业

计划在原有贷款的基础上再新增贷款，

但在与多家银行的沟通过程中遭遇困

境。

“新业务一度几乎进入搁浅状态，

公司正常资金周转也受到了较大影响。”

忆享科技财务负责人殷俊涛说。百般无

奈之际，通过“金熊猫—积分贷”，忆享科

技与成都银行取得联系，成功地获得授

信500万元贷款资金，解决了燃眉之急。

“‘金熊猫—积分贷’是一款便民又

实用的贷款产品，为广大中小型企业带

来了很大帮助。”殷俊涛点赞道。

基于创新积分体系，成都高新区联

合中国工商银行、成都银行等机构创设

“金熊猫—积分贷”产品。该产品突破

银行业传统的“资金流”授信审批模式，

以全新的“科技流”视角将创新积分纳

入银行授信指标体系，利用数据评估为

信贷风控赋能，实现积分变信用、积分

抵贷款、积分省利率的创新模式，引导

银行信贷资金向积分企业集聚。

截至目前，“金熊猫—积分贷”已为

788 家（次）创新积分企业发放了逾

123.1 亿元信用贷款，户均放款金额超

过1500万元，平均审批时间在5个工作

日以内，年利率不超过 4.5%，大幅提升

了积分企业信用贷款可得性和便捷度。

“金熊猫创新积分不仅充分体现了

成都高新区特色产业的运营模式，还对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人员占比、知

识产权数量等重要研发类指标做出了

明确规划，对今后创新型科技企业的发

展指明了路径方向，并将对企业长远发

展提供有力支持。”成都海光集成电路

设计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成都高新区自 2020年 12月成为首

批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以来，持续在该

领域作出积极探索，不断推进“金熊猫”

科技企业创新积分体系建设，对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分类分层

分级管理，主动靠前服务，打通支持企

业创新的直接通道，精准引导各类生产

要素向科技企业有效集聚。

2022年，成都高新区创新积分评价

系统参评科技企业数量从 2021 年的

4551家增加到6767家，净增2200余家，

参评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位；“创新积

分 500企业”在试点国家高新区中居第

二位。

“我们期望通过企业创新积分制能

够更精准、更早期地识别和发现创新能

力突出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让‘硬

科技’和‘好苗子’企业脱颖而出，助力

成都高新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培育城

市标签级科技领军企业。”成都高新区

科技创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高新区如期发布了 2022年度

创新积分榜单，启动积分贷“百亿千企”

行动，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提

升创新积分应用价值。

除了年度创新积分总榜单外，成都

高新区还按照行业、企业类型，积分增

速等标准，推出电子信息企业榜、生物

医药企业榜、新经济企业榜、雏鹰企业

榜、瞪羚企业榜、积分跃升榜等垂直榜

单，实现企业精准分类排序，入围榜单

企业同步向签约创投机构推荐。

创新积分评价系统与成都高新区

“高新通”企业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交互

共享，根据参评企业积分情况，对参评

企业实行政策精准化推送，变“企业找

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持续落实各项

政策在线申报和“免申即享”。2022年，

创新积分评价系统通过国家科学技术

奖奖励、贷款利息和担保费补贴、发债

贴息、融资租赁补贴等“免申即享”相关

政策，兑现资金超过1亿元。

新增上线科技载体服务，囊括了科

技金融大厦等 40家成都高新区科技载

体房源信息，积分企业可享受科技载体

项目咨询、在线申请、精准对接、入驻落

地等服务。将企业创新积分情况纳入

具有全国双创“第四极”之称的《菁蓉汇

入驻暂行管理办法》范围。

股权融资“积分投”场景已接入策

源资本、川创投、成都科创投、华西金

智、英诺天使基金等 22家投资机构，策

划开展“金熊猫”融资课堂、“金熊猫”路

演汇、投资人荟客厅等系列品牌活动，

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2022年，“金

熊猫”创新积分参评企业获得股权融资

超过60亿元，涉及企业120家，单轮亿元

以上股权融资企业超过10家，创新积分

榜单企业共有8家成功上市。

“我们经常会在‘高新通’上咨询、

申请优惠政策，在入选‘金熊猫’创新积

分榜单后，公司获得了核心技术攻关、

研发投入、科技创新平台、人才服务等

多方面的政策支持与服务；该平台也为

政企交流、行业协作、产学研联合、人才

引进、融资上市等方面提供了良好助

力。”海创药业负责人对“金熊猫”的评

价，用两个字来加以概括就是“优秀！”

成都高新区成都高新区：：““金熊猫金熊猫””捧出捧出““好苗子好苗子””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9Ni
钢板成功应用于全球首台最大液化天

然气（LNG）储罐；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成功入围 2022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上榜2022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拟认定企业名单；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

公司成功入围2022中国企业500强；江

苏普莱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功入

选2022中国医药创新种子企业100强；

神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榜 2022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名单……

近日，记者从江阴高新区了解到，

创新能力强、创新潜力大、创新因子高，

是这些企业共同的闪光点。此外，还有

一个共同之处，即这些企业均为江阴高

新区企业创新积分制首期榜单 10强上

榜企业。

江阴市市长包鸣介绍说，江阴高新

区自 2021年获批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

园区以来，按照“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培养路

径，评好创新“琅琊榜”、发布人才“热力

图”，用“小积分”激发科创大能量，推动

高新技术企业层出不穷、创新型企业竞

相涌现。

据悉，首批江阴高新区创新积分评

价纳统企业共 923家，其中初创期企业

235家、成长期企业 215家、发展期企业

170家、成熟期企业303家。

江阴市委常委，江阴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顾文瑜表示，厚

植双创沃土、提升产业能级、激活科创

引擎，做到企业识别更精准、政策扶持

更精准、金融滴灌更精准、产业对接更

精准，江阴高新区正努力将企业创新积

分制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性政

策工具。

贯通链式政策、强化个性定制、实

施分级管理，江阴高新区坚持“积分+政

策”高效集成，推动试点“全链通”。以

“分类管理、同级比较、梯级培育”为导

向，打造积分试点政策“大礼包”，为科

创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覆盖的“一链式”

政策支持和服务支撑。

“企业创新积分是企业发展的‘自

画像’‘诊断书’和‘黄金屋’。”江苏风

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张兴华介绍说，一直以来，江阴高新

区积极为企业和金融投资机构搭建桥

梁，特别是企业创新积分工作开展以

后，将信贷优惠政策向高积分企业倾

斜，风和医疗累计获得科技贷款1140万

元，切实解决了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

构建智慧大平台、发布积分竞技

榜、扩容高企后备库，江阴高新区坚持

“积分+企业”全面赋能，锻造科创强引

擎。多措并举开展科技创新积分试点，

让更多“硬科技”“真实力”企业亮相角

逐、竞显风采。

在企业选取上，江阴高新区基本覆

盖园区上市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型中小企业、拥有江阴市级以上创新平

台的企业、拥有一定数量知识产权的企

业以及高新区重点培育入库企业等，确

保首批入统企业的遴选具有针对性、代

表性。经创新积分综合评价，遴选形成

了第一批科技创新重点企业、优势企

业、成长企业、潜力企业等 4个 10强榜

单，同时发放总额 100万元的企业创新

积分奖励资金，并为高积分企业提供

“一对一”“点对点”的定制服务，积分越

高、支持越强，有效激发了企业的创新

积极性和主动性。

此外，江阴高新区还坚持“积分+金

融”互促做深资本“蓄水池”。以企业积

分为抓手，持续深化政、银、企三方合

作，打通更多融资渠道，创造更优金融

产品，引导金融投资机构积极参与企业

创新积分制试点，将信贷优惠政策向高

积分企业倾斜，设立和做强“企业创新

积分贷、高科贷、苏科贷、锡科贷”等多

项专项科技金融产品，目前已累计为创

新积分企业发放各类贷款超亿元。

作为集研发、生产、销售、安装于一

体的电力电网智能化在线监测产品和

相关智能配套产品的企业，江苏一家智

能监测科技有限公司上榜江阴高新区

企业创新积分评价科技创新潜力企业

10强。2022年，受国内外环境复杂性、

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市场主体压力增

多，账款结算周期变长，特别是流动资

金不足为企业带来一定压力。

获知这一情况后，江阴高新区业务

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第一时间为企业推

荐“苏科贷”科技金融产品，并在疫情期

间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审批，短短一周时

间即投放500万元信用贷款。该企业对

“苏科贷”无需抵押担保、利率低等诸多

利企利好以及政府和银行优质高效的

服务，点赞不已。

据了解，江阴高新区大力推进科技

金融创新服务“十百千万”专项行动试

点建设与企业创新积分工作深度融合、

互促并进，成功地为科创企业争取到中

国工商银行、江苏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

总额超 5亿元，有效解决了科创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江阴高新区充分发

挥资本撬动效应，探索将积分试点政策

与企业资本运作团队激励政策结合，对

成功登陆主板、科创板、创业板的高新

区科创企业，给予最高 600万元的实质

性奖励，推动优质科创企业加快上市步

伐，并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江阴高新区江阴高新区：：““小积分小积分””激发科创激发科创大能量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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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耐疲劳材料设计有了新思路

北京加快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

2022年，成都高新区创新积分评价系统参评科技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4551家增加到6767家，参评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首批江阴高新区创新积分评价纳统企业共923家，其中初创期企业235家、成长期

企业215家、发展期企业170家、成熟期企业303家。

近日，2023东亚海洋博览会在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举

行。此次展会以“‘海洋十年’和合共生”为主题，总展览面积

超6万平方米，设置港口与航运、海工装备、智慧海洋、海洋文

旅等六大展区。600余家参展商带来上万种展品。图为参会

者在展会上参观“水下滑翔机”。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