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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打造实体经济新优势 

苏州市吴中区实体经济发展的调研与思考 

朱菊妹 何聪 李清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实体经济赢利能力。创新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于

实现新时代吴中实体经济顺利转型升级，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优生态、惠民生、兴产城、善治理”工作目标，谱

写“强富美高”吴中新篇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激励企业创新，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发展的生力军。吴中区重视并不断强化区内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和

作用，持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着力培育一批核心技术

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1. 支持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中心。企业研发中心是企业创新能力的源泉和竞争力的核心。吴中区进一步加大企业技术中

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等研发中心建设，不断提高其组织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和转化科技成果的能力。加大对人

才、资金、技术等科技创新要素的培育，加快推进项目建设。2017 年，全区新兴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55.7%。新增高新技术

企业 124家，国立生物研究院、拓斯达机器人、华正工业科技等相继落户，浪潮金融智能终端制造基地、嘉盛远大 PC工厂等竣

工投产，依靠自主研发，实施自主创新发展的企业不断增多。同时，深人实施科技“小巨人”企业、科技型创业企业孵化培育

行动，精心培育一批“隐形冠军”“独角兽”企业，以及具有颠覆性技术的小微企业。依托企业高水平研发中心，积极实施战略

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培育计划，发挥骨干企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创新性支撑作用。实施企业研发培育“品牌企业”计划。

鼓励各类型企业创建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着力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商标品牌。在此方面吴中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苏州电科院、

吴中集团人选苏州市地标型企业，汇川技术、科沃斯、东山精密、港龙控股等 7家企业进人苏州民营企业 50强。 

2. 建设科技型特色产业园。目前，全区正在实施优化“一核一轴一带”三大生产力布局的战略规划，重点聚焦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生物医疗及大健康两大主导产业集群，着力构建体现吴中特色、彰显吴中高度的现代产业体系，高标准持续推进吴

中特色产业园建设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全区资源禀赋和上级政策要求，引导和协调特色产业园合理分布，形成错位发展、

优势互补、特色鲜明、整体实力提升的发展格局，切实使特色产业化、产业特色化、特色产业规模化，加快形成“区位品牌”。

目前，吴淞江科技产业园、木渎智慧工业园、太湖科技产业园等特色产业园已初具规模，创新发展能力日益增强，成为全区高

质量发展的高地。支持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打造标志性产业创新平台和高水平政产学研合作机制。研究出台真正

有获得感的精准扶持政策，探索企业扶持经费“总量严格控制、分量灵活机动”的预算机制。推进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科技文

献、科学数据等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开放共享的运行服务管理模式和支持方式。按照区内特色产

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引进大企业大集团，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示范作用，逐步衍生或吸引更多相关企业集聚。

建立园内特色产业联盟、特色产业企业家联合会等组织，提髙大中小企业的协作创新能力。 

3. 打好招商引智攻坚战。吴中区委四届六次全会提出，要打好以招商引智为引领的经济工作攻坚战。为落实年度招商任

务，建立招商项目库，精准梳理两大主导产业的目标客户名单，打造专业招商队伍，提升招商工作市场化运作水平，推行全区

招商“一盘棋”，整合招商资源，强化招商考核，落实干部“能上能下”机制。根据全区主导产业及产业链、价值链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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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引进了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集团。如国立生物研究院、拓斯达机器人等相继落户，浪潮金融智能终端制造基地、嘉

盛远大 PC 工厂等竣工投产。同时，依托区内优势特色企业集团吸引一批重大项目成果落地转化。近日,2018 苏州吴中经济技术

开发区（深圳）产业•金融投资推介会在深圳成功举办。现场签约了包括华为、腾讯等在内的 12 个项目，总投资 192 亿元。东

吴双创峰会暨 2018年（第十届）国际精英创业周吴中分会即将启动，截至目前，已通过网上项目对接平台达成初步意向 718个，

深度对接 22个。建立重大创新项目资源库，滚动管理，连续跟踪，逐步建立高端产业发展的骨干企业梯队和重大项目群。 

二、强化人才使用方式创新，凸出人才第一资源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必须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聚集人才，着力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

础；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

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1. 狠抓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吴中区坚持“人才强区”战略，始终把人才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不断加

大资金投人和政策扶持力度，人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日渐形成。目前，全区人才总量达 22万多人，人才效益达到 2.27%，

高于苏州市平均水平。人才总量与人才密度始终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为全区实体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智力基础。 

2. 坚持人才引育并重。招商引智是吴中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017年，面向海内外各类人才推出了“吴中人才新政 20条”，

全区获评首家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首枚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新增省“双创人才”4人、市“姑苏领军人才”10人、“海

鸥计划”4人，胡德霖、钟锦德获评第五届“苏州杰出人才奖”，全区“人才库”不断扩容。全区立足现有产业特色和发展趋势，

聚焦主导产业，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创新团队培育。精准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形成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集聚一批高质量

产业项目。以苏州智能制造研究院、中科院纳米所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苏大科技园、武珞科技园等为创新平台，陆续引育了一

批创新人才。苏州智能制造研究院首批即引进浙江大学中青年知名教授 10人，专攻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实践证明，人才带来项

目、人才驱动创新、人才集聚产业。人才引育是关键，平台载体是根本。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类科技创新创业载体 20个，具有

孵化功能的载体 150 万平方米，其中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6 家（国家级 4 家），市级以上创新型科技孵化器 8 家（国家级 2

家），50%以上的区级以上领军人才项目全部集聚在省级以上孵化器内。 

3. 持续完善人才政策。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吴中区积极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有利环境，持续完善人才成长的培

养、使用、激励、竞争等机制，加强人才投入，优化人才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构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促进科技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对新创办的科技型企业，在注册、财税、金融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坚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

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不断

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打造科技人才创新高地，鼓励科技人才创业、激发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科技产品。鼓励科技创新人才

以科技成果、技术专利人股，最大限度地调动科技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培育创新型旗舰企业的新型企业家，支持其融人全球研

发创新网络。比如，积极支持国家重点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的绿的谐波、苏州市领军企业汇川技术和电科院等重点企业和科研

院所立足吴中，走向世界。借鉴历史上“星期天工程师”的做法，对人才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理念，对国内外各类创

新型人才及创新团队采取兼职聘任、合作研究、联合培养等形式为吴中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提高创新创业人才集聚度。 

三、推进金融领域创新，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业不能忘了本，服务实体经济永远是最根本的任务。建立健全有地方特色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和实体经济长期存在的“若即若离”关系，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共赢，直接关系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活

力和前景。 

1. 发挥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引导调控作用。全区充分发挥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作用，积极推进苏州市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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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征信授权的扩面工作，推介 2147 家区内企业登陆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共为区内企业解决 2956 项融资需求，累十授信

235.8 亿元，为企业解决融资迢 60 亿元。积极引进各类金融业态组织，截至 2018 年 5 月，全区已有银斤业金融机构 24 家，保

险公司 15 家，券商 5 家，担保公司 2 家，典当行;家，银行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为 U68.39 亿元、2461.88 亿元，累计创受注

册规模为 457 亿元。创新设立和小企业转贷平台，实施金融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行动计划。截至目前，中小企业转贷平台共为区

内 142家企业成功转贷 162笔，合计转贷金频 9.39亿元。 

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火平，优化增信基金平台，推进转贷基金合作银行扩面，更大力度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贷

款贵问题。新修盯《吴中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引导资金管理办法》，与区内上市公司合作组建的转贷基金正式设立，目前合作银行

已增至 8 家。引导和协调银 ft 开展增信基金业务,2017 年 9 月宋，通过增信基金 6 家合作银行共为企业授信 6.8 亿元。创新金

融产品供给，引导开展并购贷款、资产证券化、小微企业私募债等创新业务，充分发挥并购基金、开发区产业引导基金作用，

实现金融与产业协同发展。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的支持力度，协调调整银行考评中小企业贷款投放量的比例，新

增“中小企业信贷奖”，引导信贷资源向小微企业倾斜，建立健全多元信贷产品体系。进一步规范金融服务收费，减轻企业资金

“过桥”成本，完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发挥引导资金作用等。助推区内企业积极在新三板或主板上市，强化各类母基

金、引导基金作用。目前，新三板挂牌企业 50 家（含 1 家拿到同意挂牌函），四板挂牌企业超 200 家。其中年内已新增上市企

业 2家（晶瑞股份、建研院），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 5家，新增四板挂牌企业 150余家。推进企业直接融资，帮助企业获取更多

的金融资源和高效服务。 

2. 强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吴中区积极构建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人为核心、风险投资为生力

军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金融支撑体系，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积极探索实施“差异化金融”措施。当前，吴中区实体经济正处于由传统优势企业为骨干，大量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为生力军，众多创新型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为主体的结构优化升级新阶段，“老中青”企业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根据区委四届六

次全体会议精神、区“十三五”规划等要求，区职能部门对不同类型企业探索实施不同的金融服务政策和措施，推动全区实体

经济向高质量、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发展。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困难期的创新型高成长性中小微企业，研发推出专门的融

资服务产品，使符合政策要求的企业都能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鼓励银行落实好差别化信贷政策，适当加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

不良容忍度。通过改革完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服务模式，推出多元化、个性化、精准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企

业的金融需求，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协调银行机构开发运用成长之星、高新贷等小微企业信贷产品；梳理全区包

括三板和拟上市企业在内的优质小微企业名单推荐给银行机构，引导银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等等。通过差别化的金融政策，

精准服务全区不同企业的金融需求。 

3. 完善综合金融政策保障。为推进实体经济创新性、探索性、引领性发展，吴中区不断完善金融领域综合性政策保障机

制，推进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协调发展，加快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互动共赢的市场化进程，综合发挥多种金融政策及工具的效

力，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服务。通过创新全区区域性金融政策引导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实体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创新担保

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担保成本，解决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难题；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优化抵押、质押的认定范围，探索各类收

益权、风险担保基金建设等金融服务方式，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实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出台适合全区实体经济发展的科技贷

款绿色通道；设立科技金融专项资金，强化科技金融深度融合，通过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手段，降低金融机构投资风险，鼓

励金融机构面向小微科技企业开展多形式的投融资服务，降低企业融资门槛，降低企业科技创新成本。如协调银行机构开发运

用人才贷、成长之星、高新贷等小微企业信贷产品。截至目前，全区 95家企业获“科贷通”贷款 8.5亿元，中小企业贷款增信

基金授信额度超 8亿元。通过打出综合金融政策“组合拳”，全方位、多层次、灵活多样地服务和保障全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吴中区实体经济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主要表现为：创新发展动力不足，大多数企业没

有从根本上摆脱以量取胜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政务服务效能还有提升空间；融资难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

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深挖等。对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妥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