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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抢抓创建国家高新区历史机遇的思考 

周文魁 

国家高新区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对于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着重大意义。江苏省委、

省政府在《关于建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高新区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加

快实现苏南县（市）省级以上高新区全覆盖。”苏南五市作为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和新增长极，必须抢抓创建国家高新区

的历史机遇。 

一、苏南五市迎来了创建国家高新区的历史机遇 

1.创建国家高新区是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 2017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中央宣讲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上，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要把十九大精神与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各地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新举措，结合工作实际，找准着力

点和突破口，不断开创江苏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苏南五市省级高新区创建国家高新区，正是顺应形势变化、把握发展规律、

符合各地发展实际的工作着力点和突破口，可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苏南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实践。 

2.创建国家高新区是国家规划“提质扩增”的内在要求 

根据《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到 2020年，国家高新区数量达到 240家左右，建成若

干全球创新高地、国家创新中心和区域创新中心。目前，我国获批建设的国家高新区数量为 156 家，距离国家 240 家的规划目

标，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为苏南五市提供了难得的申报机遇。苏南五市省级高新区创建国家高新区，不仅有利于优化国家高

新区的战略布局，更可与省内兄弟高新区实现协同发展的“同频共振”，提升苏南地区集聚辐射国内外创新资源的能力，顺应

了国家高新区“提质扩增”的内在要求。 

3.创建国家高新区是助推“两聚一高”新实践的必由之路 

江苏省委在《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中，要求各地紧密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把十九大精神全面

落实到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全过程。省委书记娄勤俭在首期省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轮训班上，强调要以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和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过硬成果，向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满意的答

卷。苏南五市省级高新区创建国家高新区，能够在全省创新发展的布局中找准苏南位置、增加苏南分量、塑造苏南优势、扩大

苏南影响，是贯彻落实省委决策精神，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打造“二次创业”新版本的区域现代化必由之路。 

二、苏南五市具备了创建国家高新区的发展基础 

1.打造了高排名和高增长的综合实力 

目前，苏南五市共有省级高新区 14 家，其中苏州市 6 家，南京市 4 家，常州市和镇江市各 2 家。这 14 家园区自从获批省

级高新区以来，汇聚各类科技创新资源，大力培育创新主体和创新载体，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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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科技厅发布的 2016 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评价情况，在全省 27 家省级高新区中，苏州太仓高新区和南京白下

高新区的综合评价得分位居省级高新区前二位，苏南五市共有 8家省级高新区综合评价得分进入全省前十，成功进入第一梯队，

且排名领先于苏北地区的部分国家高新区，已经具备了晋升国家高新区的基础条件。以太仓高新区为例，2017 年上半年，园区

实现工业总产值 453 亿元，其中规上工业产值 367 亿元，增长 12%，服务业增加值 76 亿元，增长 11.4%，高新和新兴产值占规

上工业比重分别达 65%和 57%，发明专利和授权量分别达 686件、136件。 

2.形成了集群化和特色化的产业布局 

“十三五”期间，苏南五市各省级高新区要以“一中心一基地”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明确高新区发展定位，按照“四位一

体”定位，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推进，突出和聚焦重点产业，充分发挥高新区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引领示范带动

作用，形成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位于常州溧阳的江苏中关村高新区为例，园区拥有全国知名的输变电设备制造产业

基地，动力电池、专用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有力支撑。园区输变电产业规模近 200 亿元，

形成了以上上电缆、华朋集团两家中国 500 强民营企业为龙头的输变电产业集群。园区将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特色战略产业，

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放大，目前已签约落地了“时代新能源锂电池长三角基地”等一大批优质项目，已建在建项目总投资超过 500

亿元，初步形成了国内最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集群。 

3.汇聚了高端化和多元化的创新资源 

自 2014 年 11 月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批复以来，苏南五市各省级高新区全面融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以推

进高新区创新发展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不断汇聚国内外各类创新资源，打造创新创业人才高

地，使高新区成为带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引擎。以南京白下高新区为例，园区集聚了清华紫光、杰迈视讯、莱斯信息、省交

通规划设计院等高新技术企业 700余家，建成研发、配套载体 170万平方米，初步形成以南京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为基础、

六大孵化器为重点、众创空间互为补充的创新创业孵化集群，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1 个，省级孵化器 1 个，市级孵化器 4 个，在

孵企业 118 家，毕业企业 49 家。园区累计集聚科技创业人才 179 人，其中中科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 14人，南京市领军型科技

创业人才 139人，南京市高层次创业人才 14人。 

三、苏南五市加快创建国家高新区的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 

把创建国家高新区作为苏南五市创新发展的核心工作，切实加强对国家高新区创建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拟成立“苏南五市

创建国家高新区工作领导小组”，省政府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苏南五市分管市领导参与，由“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任组长，指导解决创建过程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各职能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强化协

同配合，按照创建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工作，研究制定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强的支持措施，在投资安排、项目决

策、财税金融、土地供应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形成合力，集中更多资源和力量推动国家高新区创建，不断提高创建工作的科学性、

前瞻性、系统性和有效性。 

2.推动政策落地 

强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率先落实江苏省科技创新 40 条、人才 26 条等支持政策，释放创新创业活力。落实激励企业创新

政策，根据企业研发投人情况，给予一定比例的普惠性财政奖励，支持企业承担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创

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给予个人的股权奖励，实施股权激励递延纳税试点政

策。鼓励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苏南五市设立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产权交易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以创业南京人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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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太湖人才计划等人才项目为抓手，加大招才引智力度，拓宽招才引智渠道，支持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领衔实施国家和省科技

重大专项。 

3.突出民生保障 

进一步加强民生保障体系建设，围绕文明城市创建工程，按照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加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与经济发

展水平同步提高、体制机制创新与基层基础建设同步推进的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政府投资结构，优先安排涉及民生、公

共服务和城乡一体化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和项目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环境整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惠及民生事业的建设力

度，不断完善各项社会事业的承载功能，加快建立普惠共享、优质均衡的民生保障体系，推动园区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

苏南五市群众，让 3300万苏南人民在国家高新区创建中有更多获得感和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