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科教城何以成为“创新之核”

常科轩

常州科教城是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创新园区。作为常州市的“创新之核”，5 平方公里内建

有高教园区、研发园区、孵化园区三大板块，先后创成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试验区、国家大学科技园、高

职教育改革发展综合实验区等 8 个国家级平台，其中中德创新园区入选“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示范区；

连续 5 年荣膺《创业邦》“中国最佳创业园区”第 2 名，去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为江苏改革开放作出

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与全国众多以“科技城”“产业园”命名的创新园区发展模式不同，常州科教城的探索具有鲜明的特

色。其起于高职教育，兴于研发孵化，集聚科教资源，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

校所企共赢，开创了一条适合自身的创新驱动发展的有效路径。

开创高等职业教育常州新路

作为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苏南模式”发源地之一，常州是一座“工业明星城市”，以制造业和民营

经济为主。进入 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现代化不断加速，高技能应用型人才需求日趋迫切，常州发展

面临“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严峻挑战，亟需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市委、市政

府抢抓江苏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机遇，走差别化道路，把发展高职教育作为培养技能人才、助推转型升级突

破口。在这一背景下，全国首个以高职教育为特色的“大学城”在常州南部应运而生。

2002年，常州把全市 5所高职院校和 1所本科学校集中起来，划出 5平方公里区域，走与其他地区差

别化道路，建成了全国首个以高职教育为特色的“大学城”。建成集约育人平台，教学资源在院校之间自

由流动，首创资源跨界“共建、共管、共享”新机制。与德国巴符州和德国商会联合开展“双元制”人才

培养，不断做高职业教育发展，深化中德职业教育合作。科教城管委会联合职业院校、企业建设了区域共

享型综合性实训平台，每年接受实训学生约 6 万人。由此，探索出产教融合、“校·所·企”协同育人的

新路径，形成“政府主导、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高职教育经验。

近 5年来，高职教育创新实践成果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6项、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55项。

常州大学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在 2018全球自然指数排行榜 (Nature Index) 上，省内高校排名第 8 位；

化 学、材料科学、工程学 3个学科进入全球 ESI学科排名前 1%；常州大学蒋军成校长入选中国工程院 2019

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信息学院、工程学院、机电学院成功入选江苏省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

位；园区高职院校多次进入全国就业、服务贡献、国际影响力 50 强。8 万名在校生，3000 多名博士教师

团队，每年 2万多名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 8年达 98.5%，其中 40%留在常州就业，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强有力的高技能人才保障。

依托职业教育的建设，科教城快速崛起，释放了产业转型的新动能。

政产学研合作打造“创新之核”

为集聚高端科教资源，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自 2006年开始，常州市主要领导率领



党政企业家代表团坚持“科技长征”，“走出去”“请进来”，“招院引所”，吸引高端人才和研发机构

入驻科教城。2006 年 10 月以来，先后吸收全国 50 多个名校院所、企业研发总部来此创新创业，让“常

州无名校、名校汇常州”成为现实。同年，“常州大学城”更名为“常州科教城”，功能定位得到丰富延

展：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作，培育高科技项目，助推科技成果转化，孵化科技型企业，发展新兴产业集群。

科教城由高职教育园提升为融教育、研发、孵化为一体的区域“创新之核”。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科教城把政府、企业、资源、机制和环境等创新力量汇聚在一起，

促成创新与创业水乳交融，科技与产业比翼齐飞。以引企驻校、引校进企、校企一体等方式，吸引优势企

业与院校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产教园、产业学院等。实施“350计划”，使园区的高校、科研机构、

高科技企业三方每年互派互聘至少 50名左右高层次人才，通过双向聘用、短期工作、项目合作等柔性流动

方式，跨界参与科研、企业群的项目开发、技术攻关和技术服务，每年联合申报科研项目超过 1400项。

致力于加快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面向常州市“十大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需要，科教城积极推动创新

资源和研发平台的高效配置。中科院在科教城设立了 16个分中心，建设了中科院常州先进所、光电所、化

学所等 5 个专业研究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在科教城

建立 31个公共研发和孵化基地。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在常州布局 4家产业技术专业研究所，其中常州

科教城就有 3 家。院省共建江苏中科院智能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院落户科教城，填补了常州省级研发平台的

空白；全省新型研发机构奖补共 20家，科教城占了 6家，成为科技创新的强力引擎。目前，园区科技人才

累计达到 2.1万人，国家级人才累计 69人，省“双创”人才 80 人，逐渐形成“国家级、省级、市级”创

新梯队。

把产学研合作作为突破口，通过对接名校院所、集聚优质创新资源，科教城打破了创新条件先天不足

的缺陷，终成常州“创新之核”之大观。

内涵发展凸显辐射带动能力

从“大学城”的蓬勃崛起到“科教城”的华彩蝶变，科教城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强。当前，常州发

展正处在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阶段。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使命职责，坚持在全市发展大局中谋划定

位，科教城正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主动作为，致力凸显发挥“创新之核”辐射带动作用，聚力构

筑“国际合作、创新研发、成果转化、创业孵化、人才集聚、产业培育”六个新高地，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楼宇经济，努力打造“国际合作先行区、科技创新引领区、创业孵化集聚区、产教

融合示范区”，勇争“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排头兵”和当好“常州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新引擎”。

系统谋划，加强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自觉把科教城的发展放到长三角一体化以及省委对常州

发展的新定位中思考谋划，深入思考“科教城能为长三角一体化做什么，长三角一体化能给科教城带来什

么”的问题，找准与上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共赢的切入点，重点围绕未来产业、创新研发、高

等教育等领域加快谋篇布局和全面对接，切实做到视野更宽、格局更大、思路更新，在支持常州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努力为全面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作出科教城应有的贡献。

精准发力，力争在苏南地区创新能力整体提升中实现更大作为。科教城主动融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整体布局，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创新合作，实现差别竞争、错位发展、资源共享、互利共赢。进一步

把创新这个“第一动力”、人才这个“第一资源”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

教融合等方面的功能定位，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努力在苏南地区创新能力整体提升中实现更大作为。



勇于担当，更好发挥常州“创新之核”作用。立足常州经济特点和现状，进一步放大“创新之核”辐

射带动作用，促进园区内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多出科研成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常

州产业创新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全市工业转型升级“三位一体”发展战略。同时，积极抢抓

未来科技发展的新机遇，加快引进消化吸收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孵化一批能够引领常州未来产业发展

的科技型领军企业，为常州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供坚强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