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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厚植沃土厚植沃土 奔涌向奔涌向““新新””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布《关于浙江省第一批高价

值专利培育项目和基地立项公示的

通知》。其中，杭州高新区（滨江）3个

项目入选浙江省第一批高价值专利

培育项目，1 个基地获批浙江省第一

批高价值专利培育基地。

此次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杭州

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8oC 芯片

测试分选系统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

杭州启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

心血管介入治疗医疗器械高价值专

利培育项目、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的面向行业大数据安全管控

一体化创新技术高价值专利培育项

目；入选的 1个基地是杭州海康威视

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物联网产

业高价值专利培育基地。

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以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为重点，着

力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

术，推动专利创造和产业需求精准对

接，引领带动相关产业创新发展。

2023年，杭州高新区（滨江）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2.15万件，每万人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405 件，均居

浙江省第一位。为促进高价值专利

产出，大力推动知识产权培育从“重

数量”向“高质量”转型，杭州高新区

（滨江）市场监管局牵头修订知识产

权奖励政策，新增高价值专利培育奖

励，该高新区企事业单位培育的高价

值专利组合中包括 5 件以上均具有

《专利合作条约（PCT）》同族申请的

发明专利的，经认定每个组合奖励10
万元，每个单位每年奖励不超过 100
万元。

杭州高新区（滨江）以政策保障

力度，严格规范专利申请秩序，倡导

创新主体提升专利申请质量。同时，

持续完善浙江高新技术产业高价值知

识产权培育平台，依托该平台实施中

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大力培育、挖

掘一批高价值知识产权组合。 高欣

本报讯 近日，郑州高新区企业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园”暨工业母机（轴齿类制造

装备）中试验证基地正式启用，为高端

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增添

新动能。

作为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的全

资子企业，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科研实力雄厚，拥有新型钎焊材料与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9 个国家级、

22个河南省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在

装备制造业共性基础技术研究及成果

转化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历经10多

年开发出的大型齿轮齿条试验装备，

填补了国内外空白。2004 年入驻郑

州高新区以来，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

不断增强，20 年间总产值增长了 16
倍，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推

动郑州高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向价

值链中高端大步迈进。

高端装备制造业作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是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实现

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支

撑。此次启用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项目总投资额 8.5 亿元，占地约 100
亩，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

该项目拟建设成国家级智能制造

示范基地及工业母机中试验证基地。

其中，智能制造示范基地规划建设设

施高度互联、系统高度互通、数据高度

互享、业态高度互融的智能制造示范

园区，实现产品设计、产品本身、制造

过程、管理管控、服务过程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并贯穿于产品、制造、

服务全生命周期，推进制造业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刘地 苗辉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科技厅公

布了 2024 年度陕西省新型研发机构

认定名单。经自主申报、属地管理部

门推荐、专家评审、现场考察及公示

等环节，榆林高新区企业榆林博艺精

工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被正式列入

陕西省新型研发机构名单。

新型研发机构是指聚焦科技创

新需求，以解决产业共性关键技术为

重点，加快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吸

引培养高水平科技和创业人才，提供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服

务，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创新平

台，是破解科技与经济发展“两张皮”

的生力军。

此次获批的榆林博艺精工产业

技术发展研究院注册成立于2021年3
月，由榆林高新区管委会与西安工业

大学共同建设成立，同时也是西安工

业大学建设成立的首家异地研究

院。成立至今，该研究院有效推动校

地合作，达成多项校企合作项目，在

氢能、新材料、智慧矿山等多个产业

相关领域实现了技术创新与成果转

化，组建、培育了多个高水平科研团

队及领军人才，引进孵化高新技术企

业及科技型中小企业15家。

作为榆林市新型研发机构的主

要承载地，下一步，榆林高新区将以

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为牵引，精

准挖掘产业创新需求，紧紧围绕秦创

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支持院所、团

队在该高新区设立新型研发机构，

做好相关配套服务。同时，将对初

创期的新型研发机构以投资入股、

奖励激励等多种形式进行资金支

持，形成利益共同体，全力推动新型

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提质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 杜东贵

盛夏时分，万物蓬勃，苏州城东

“新”意盎然。

在近日举办的 2024年（第十六届）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上，苏州工业园区

拿下 5个姑苏重大创新团队荣誉，进一

步积蓄人才“活水”，释放创新能量，推

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事实上，苏州工业园区一直在积极

营造最具吸引力的一流创新环境，让创

新因子跃动升级，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

活力，为全力打造新质生产力重要增长

极蓄力赋能。

平台升级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作为产学研合作领域的“新生代”，

创新联合体从诞生起就以龙头企业为

核心，通过高效互动、紧密合作，推动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和成果“攻出来”“用起

来”“强起来”。

思必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苏州

工业园区大模型头部企业。今年上半

年，思必驰牵头组建了江苏省人工智

能语言计算创新联合体、长三角语言

计算创新联合体，布局前瞻共性核心

技术攻关，建设语言计算基础设施和

中台，形成语言计算的产业上下游创

新集群，实现人工智能产业在技术创

新、产业赋能、人才培养、金融服务等

领域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技术创

新和高端产业的发展当好“开路先

锋”、做好“助推引擎”。如今，思必驰

在智能汽车、智慧家居、消费电子等

物联网及数字政企领域构建出“十全

十美”的AI应用场景，形成创新联合体

新模式。

这只是苏州工业园区推进创新联

合体建设的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苏州工业园区充分发挥

产业龙头企业及重大平台院所资源集

聚优势，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

合，聚焦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联合

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不

断健全产学研成果对接和产业化机制。

截至目前，苏州工业园区共立项江

苏省创新联合体 4 家，占该省总数近

30%；苏州市创新联合体 21 家，占该市

总数 30%，均列苏州市第一。借助“组

团创新”，苏州工业园区已累计形成有

效发明专利超 2.5万件、高价值发明专

利约1.2万件。

攻关升级
以科创平台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向科技创新要新质生产力，苏州工

业园区充分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的“智

慧大脑”作用，不断汇聚高端创新资源，

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激活高质量发

展“强引擎”。

苏州易慕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致力于突破实体瘤治疗，给患者带

来长期生存获益的免疫细胞治疗药物

开发企业。

今年 2月，易慕峰宣布其自主研发

的靶向EpCAM的自体CAR-T细胞注

射液产品（IMC001）的临床试验申请获

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CDE）的默示许可，用于治疗 EpCAM
表达阳性的晚期消化系统肿瘤，并于

2023年8月获得美国孤儿药资格认定。

作为国家生物药技术创新中心细

胞疗法“揭榜挂帅”技术攻关创新项目，

易慕峰所实现的技术突破仅是苏州工

业园区以创新平台助推科技攻“尖”的

冰山一角。2022年、2023年，国家生物

药技术创新中心先后发布核酸药物、细

胞疗法“揭榜挂帅”项目榜单，吸引全国

范围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综合型医院

和创新企业踊跃参与，分别立项 39个、

42个项目。

由国家生物药技术创新中心牵头

组建的核酸药物技术创新平台，是围绕

mRNA及小核酸技术开发与产业关键

共性需求，打造基于分子生物学研究、

核酸药物包封技术研究、理化性质分

析的公共技术创新平台。目前，该平

台已协助楷拓生物、图维生物、易康

生物、苏州国科医工、赛络生物、唯思

尔康、亿航生物等多家企业进行技术

攻关，不断联动多方资源，搭建赋能

生态体系。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集聚

优势力量，形成攻关合力。当前，苏州

工业园区正聚焦原始创新、突出转化应

用、夯实服务支撑，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快马扬鞭”。

队伍升级
以高层次人才赋能高质量发展

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2016年，亚盛医药落户苏州工业园

区。3年后，亚盛医药在香港联交所主

板挂牌上市。如今，亚盛医药拥有自主

构建的蛋白-蛋白相互作用靶向药物设

计平台，处于细胞凋亡通路新药研发的

全球最前沿，手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及欧盟批准的17项孤儿药资格，这一

业绩在国内药企中稳居首位。同时，该企

业在全球开展注册Ⅲ期临床多达6项，真

正实现了以中国为基地的全球化创新。

2021年，亚盛医药的原创 1类新药

耐立克成功上市，是我国首个且目前唯

一获批上市的第三代 BCR-ABL 抑制

剂，打破了耐药慢性髓细胞白血病

（CML）的临床治疗空白。

在亚盛医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杨大俊看来，苏州工业园区独特的生物

医药产业集聚优势、体系化可持续的产

业与人才扶持政策、主动作为的人才服

务意识，是他们选择落户的关键因素。

“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有同样感受的不止杨大俊一人。

淇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CEO 吴迪、

楷拓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科云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向：“落户苏

州工业园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

的选择。”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要素。当前，苏州工业园区正放大

“集群效应”，实现协同发展，全面提升

发展的“含科量”。

站在园区开发建设 30周年关键节

点，下一步，苏州工业园区将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加大产业扶持力度，着力在

培育战略科技力量、提高原始创新能

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为加快建

设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注

入强大动力。

盛夏时节，西藏自治区错那

市的一片原本是高寒不毛之地的

荒漠，却能看见一丛丛牧草长势

喜人。合肥高新区太空科技研究

中心科研部总监何其怀介绍说，

这批牧草来源于其研发的有着

“太空基因”的种子，等到 9 月左

右，这批牧草就能成熟并进行第

一次收割。

好事成双。近日，合肥高新

区企业天启卫星物联网科技有限

公司宣称，继“合肥高新一号”发

射后，预计今年 8 月份将继续发

射一颗卫星，未来还将完成一代

星座全部 38颗卫星发射组网，届

时可实现全球覆盖组网。

卫星探测、卫星遥感、“太空

种子”……合肥高新区的元素正

不断地飞向太空。

聚星成链 叩问苍穹

今年 3 月 20 日，以安徽元素

命名的卫星“天都一号”和“天都二号”

飞向深空。

作为深空探测实验室的首发星，

“天都星”由位于合肥高新区的深空探

测实验室牵头研制，将为架设地月“鹊

桥网络”提供先期技术验证。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巢湖一号”和

“合肥高新一号”等以安徽元素命名的

卫星也相继发射成功，但都是在近地轨

道运行。而这两颗名称来自安徽黄山

主峰之一的“天都星”则是安徽元素首

次飞向宇宙深处。

“近年来，合肥市高度重视空天信

息产业发展，给我们企业也带来了很

大信心。目前，合肥市是全国在商业

航天领域最具优势的城市之一。”天

启卫星总经理赫义明表示，今年 8 月

份，该企业将继续发射一颗来自合肥

市的卫星，未来还将完成一代星座全

部 38 颗卫星发射组网，届时可实现全

球覆盖组网。

天启卫星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是

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位于合肥高新区。据悉，国电高

科作为国内商业航天领军企业，截至

2024年 7月，其部署的我国首个低轨卫

星物联网星座——天启星座已有 25颗

卫星在轨。该星座具有全球覆盖、小型

化、低功耗和低成本等特点，可为全球

用户提供“空天地海”一体化卫星物联

网数据服务。

赫义明表示，目前天启卫星物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已成为国电高科的第二

总部，负责天启星座整个华东区、中东、

非洲业务运营、研发、市场、模组等重要

任务。

太空归来 西藏成长

7月中旬，在西藏自治区错那市的

一片不起眼的荒地中，一茬茬鲜嫩的牧

草正在肆意生长。而在过去，这片区域

因土壤肥力过低荒废许久，甚至连杂草

都种不出来。

就在前不久，来自合肥高新区太空

科技研究中心最新研发的“太空种子”

播撒在这片贫瘠的土地，目前已进入初

步试验阶段。“我们选种了 6 个品种的

‘太空牧草’，播种面积达到 30亩，目前

长势非常喜人，预计在今年 9月份就可

以收割第一茬。”何其怀高兴地说。

何其怀介绍说，通过利用航天技术

将植物种子送入太空诱导其产生遗传

变异，可以选育出适应高寒气候的优

良新品种。“我们这一批在海拔 4380
米的荒地种植的牧草，具有耐寒、耐

旱、耐高温等多种特性，从零下 40 摄

氏度的低温到 40 摄氏度的高温都能

茁壮成长。”

“未来，我们还将在当地建立高原

航天育种重点实验室，充分发挥自身技

术优势，推动航天育种技术的发展，带

动相关产业发展，并改善西藏荒漠化现

象。”何其怀说。

创新赋能 催生“蓝海”

6 月 20 日，以“聚焦星城 共话空

天”为主题的合肥高新区2024年空天信

息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办。推介会上，

70余家科研院所、空天信息重点企业及

相关投资机构超百人参加。

回顾过往，中科星图GEOVIS数字

地球全球总部、银河航天全球遥感卫星

产业基地、中科卫星空天信息产业基地

等多家知名科研院所或重点企业正式

落户合肥高新区，位于合肥高新区的深

空探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更是成为安

徽空天信息产业的“新地标”。

两年来，合肥高新区累计招引空天信

息产业重点项目超50个，协议投资额超

400亿元，海天丝路、中科卫星、国电高科等

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产业带动性强的重点

企业相继落户。截至目前，合肥高新区已

汇聚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120余家，初步形

成“一核两级多点”的空间产业布局。

未来，合肥高新区将坚持内培外

引、重点突破、链条发展，以产业应用为

牵引，以卫星通导遥为重点，形成卫星星

座建设、整箭整星及核心器件研制、终端设

备制造、前沿技术研发、空天新型材料、数

据及软件开发处理、低空产业等领域为一

体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促进产业链加快

融合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贡献更多“空天力量”。

杭州高新区（滨江）

33项目项目11基地入选省首批专利培育名单基地入选省首批专利培育名单

郑州高新区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正式启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正式启用

榆林高新区

再添一陕西省新型研发机构再添一陕西省新型研发机构

为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监管工作，确保区域安全形势稳定，近日，大庆高新区应

急管理与生态环境局选调危化、工贸领域专家和执法人员组成 4个检查组，利用

一周的时间，对“一区三园”重点企业开展覆盖式安全检查，为高新区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大庆高新区大庆高新区

错那市高原牧草选育试验区

深空探测实验室等空天信息创新主体聚集于

科大硅谷高新片区

2024年（第十六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姑苏重大创新团队颁证仪式现场

天启星座“合肥高新一号”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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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新区加速布局空间产业合肥高新区加速布局空间产业
▶ 陈梦婷 龚润泽 刘畅 张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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