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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领域竞争的核心力量。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是我省实现

以创新为特征的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和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长远考虑，也是提升区域核心竞争

力，保持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领先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引领江苏发展实现根本性整体性变化的

现实需要。上海张江（2016年 2月）、安徽合肥（2017年 1月）、北京怀柔（2017年 6月）三地已先后

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国家创新研究高地竞争中抢占了先机。三地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的成功经验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着眼未来，对标建设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为服务世界科技强国战略提供长期关键支撑。

上海张江已建成上海光源、蛋白质设施等，正在启动建设超强超短激光、软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活细胞

结构和功能成像、上海光源二期等大科学装置，力争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

大科学设施集聚地。合肥已建成同步辐射、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等，正在启动建设合肥先进光源、

大气环境立体探测实验研究设施、聚变工程实验堆等大科学装置。北京怀柔正在推进建设综合极端条件实

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子午工程二期设

施等大科学装置。

凸显特色，推动设施建设与交叉前沿研究深度融合，发起大科学计划引领重大原创性突破。国家科学

中心应聚焦国际科技界普遍关注的研究领域，力求攻克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影响深远的重大科学问

题。张江围绕未来通信、未来诊疗、未来人工智能和极端制造等国际前沿领域，合肥聚焦信息、能源、健

康、环境四大领域，怀柔聚焦纳米科技、全球气候变化及应对、深空科学研究等领域，开展战略性前瞻性

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加快原始创新突破，培育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领跑者”和未来产业变革核心技

术的“贡献者”。由上海张江牵头组织的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有望成为中国发起的第一个大科学计划。

集聚发展，促进空间优化建设功能有序的大科学城，汇集培育顶尖学术机构和一流研发团队。国内外



科学中心一般围绕大科学装置群整合各类创新要素，建设圈层布局、功能有序的综合科学城。上海张江科

学城规划面积 94平方公里，规划建成“一心一核、多圈多点、森林绕城”的世界一流科学城。北京怀柔科

学城重点建设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等大科学装置群，规划面积

约 41.2平方公里，与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形成明显错位。合肥也正在规划建设滨湖科学城，引导大

科学装置、交叉前沿研究平台、产业创新平台、“双一流”大学和学科等创新资源集中在此区域布局。

统筹协作，探索实施重大基础科学研究管理新体制，加快建立完善综合性科学中心的综合保障体系。

上海成立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办公室，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为主任，安徽成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办公室，以省政府主要领导为主任。上海、北京、安徽都投入数百亿支持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仅

上海光源一个项目，即由国家发改委、上海市、中国科学院共同出资 100亿元建成，成为建国以来投资最

大的大科学装置。合肥市 2017年出台专门文件，提出未来 5年安排不少于 20亿元人才发展专项经费用于

支持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上海成立由国家有关部委、上海市政府，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等组成的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研究设立全国性科学基金会，建立完善综合性科学中心的

协调推进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

从国家创新整体布局来看，江苏应迫切加快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我省科研机构众多，科技力量雄厚，

但同时也带来创新资源分散、“有高原无高峰”的问题。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可以作为策源地和风向标，

放大我省的基础科学特色和优势，在短时间内促进高端创新平台的集聚，催生变革性创新科技，对外释放

影响力和辐射力，超前引领和带动周边区域乃至全国全球相关领域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为我省构建自主

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进一步凝聚举全省之力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的共识。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牵涉面广、系统性强、投入

规模大。与已申建成功的上海、合肥、北京相比，我省在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硬件设施要求等方面

还存在着明显的提升空间，迫切需要全省高位协调、统筹组织，充分认识申建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实际困难，

共同推进综合性科学中心的建设，使之成为全省重大科技成果的策源地、科技资源整合的先导区以及体现

江苏创新高度的示范区。

进一步凸显我省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方案的特色定位。建设方案应充分结合我省的竞争优势和发展目

标，与其它国家科学中心既有错位，又要有效形成融合发展态势，才能增强其说明力和可行度。应聚焦网

络通信与安全、生命科学及新材料等优势领域，引进战略科学家及顶尖团队，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

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全国创新大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推动江苏成为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重要环节，

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力量。

进一步谋划建设具有江苏特色的大科学装置集群。不低于 3 个大科学装置是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的必

备条件，应充分借鉴合肥等地的经验，集中相对有限的财力，主动对接国家“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

加强与大院大所的战略合作，切实加强对大科学装置群建设运营的金融和财税支持，保障大科学装置群建

设的土地供应和要素供给，探索多种类大科学装置群的集聚和运行机制，推动大科学装置进行集聚，打造

世界一流的大科学装置集群。

进一步高水平规划建设功能优化的综合科学城。加快确定我省综合性科学中心的核心区范围，提升科

学城规划层次，按照“尖端引领、集中布局”的原则，进一步优化规划布局，突出科技商务文化等创新要

素复合（TBC），打造国内领先的绿色生态智慧人文科学城，吸引国内外大科学装置、顶尖实验室、研发机

构、大学、创新企业以及高层次人才入住，成为我省综合性科学中心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示窗口，为综合

性科学中心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进一步加强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的制度保障。成立专门领导机构，全面统领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工作。

花大力气引进和培育诺奖、院士、战略科学家等可能影响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的“关键少数”人才和科研

团队。大幅度增加基础科研经费，设立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专项，加大人才、资金、土地等方面的投入。

构建国家省市合作新体制，统筹关键科技资源，强化关键要素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