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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科技创新现状及对策研究 

郭平 钱琛（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从创新能力、创新企业、创新人才和创新生态等方面对南京、苏州、

扬州 3个城市的科技创新现状进行对比，针对扬州科技创新现状提出了引进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科技创新资源、加

强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构建科技创新融资体系、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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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京、苏州和扬州的科技创新现状 

1.南京的科技创新现状 

（1） 创新能力。2018年,南京市全社会 R&D投入占 GDP比重 3.07%,全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19.1%,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

重为 47.85%。专利申请总量达 9.91万件,同比增长 31.4%,PCT专利申请量 926件，同比增长 92.5%，专利授权总量 4.41万件，

同比增长 37.46%,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59.71件,位列江苏省第 1位。建有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47家，国家和省重点实验

室 88家，其中国家级 31家，省市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130家。 

（2） 创新企业。2018年,南京市以“1+N”的管理模式在原先 83个科创载体的基础上合并建成 15个高新园区，依法赋予 1

65项审批权限，集中签约新型研发机构 208个，孵化引进企业 951家，打造创新名城建设主阵地。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3126家，

境内外上市企业累计 109家。 

（3） 创新人才。2018年，新增 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 55名国内外院士来南京创新创业，斯坦福、剑桥等一批国际一流高

校创新团队落户南京，在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别达到 45名和 36名。 

（4） 创新生态。2018年,南京市出台“股权投资十条”，组建注册资本 50亿元的创新投资集团，全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

模同比增长 30%。中国（南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运行，并狭批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科技部门备案众

创空间累计 282家，其中国家级备案 53 家，全市知识产权专项经费达到 1 亿元，在 33 所高校、16家园区建立创业贷款直通平

台，为大学生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共计 172笔,金额达 3082万元。 

2.苏州的科技创新现状 

（1）创新能力。2018年,苏州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达 2.78%,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4.5%,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 52.4%和 47.7%。全市专利申请量达 13.59 万件，同比增长 19.5%,专利授权量达 7.58

万件，同比增长 42.49%,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 1822件，同比增长 16.05%,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3.19件，同比增长 15.

58%。建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733 家，省级以上工程中心（实验室）90 家，省级以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60 家，其中，

国家级 15家。 

（2）创新企业。苏州建立从企业初创、成长到发展等不同阶段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人才、政策、技术、平台等各项创新

要素向企业集聚。制定出台《苏州市独角兽企业培育计划（2018—2022年）》,2018年，遴选首批苏州市独角兽培育企业 3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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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家企业通过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1665家企业入省培育库培育，1901家企业入市培育库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累

计达 5416家，省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超 1400家，大中型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达 94.6%。 

（3）创新人才。2018年,苏州市国家千人计划人才累计达 250人、省双创人才 873人、姑苏领军人才 1291人。累计支持 1

2 个重大创新团队。全市领军人才超过 90%集聚在新兴产业领域，市级以上领军人才企业中，30 多家营收过亿元，34 家主板上

市或新三板挂牌,500多家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创新生态。在江苏省内率先开展科技金融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帮助科技企业解决“首

贷、首保、首投”的难题，初步形成科技金融“苏州模式”。截至 2018 年底，苏州市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规模达到 11 亿

元，“科贷通”产品累计为 4985家企业解决贷款 356.66亿元，全市拥有各类创投机构 300多家，管理的资金规模 1500亿元，

均占全省一半左右。全市省级以上科技孵化器 112家，孵化面积 458.1万平方米，省级以上众创空间 242家，其中国家级 52家，

各类众创空间共孵育创新团队 4000余个。 

3.扬州的科技创新现状 

(1)创新能力。2018 年,扬州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 2.5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10.7%,占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总产值的 45.9%。专利申请量达 4.12万件，同比增长 26.3%,专利授权量达 2.28万件，同比增长 60.4%,PCT国际专利申请量 9

6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2.51件，同比增长 27.5%。建有省重点企业研发机构 64个,企业院士工作站 22个，国家企业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3 个,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44 个，校企联盟 1199 个，省级以上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9 个，省级以上

企业技术中心 169个，省级以上工程中心 59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含国家级)34个，专项公共实训基地 6个，国家级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 3个，建成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35个,其中省级重点实验室 28个,建成省级以上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16个。 

(2)创新企业。截至 2018 年底,扬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1004 家，这些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集中在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新

能源及节能、电子信息等领域，与扬州产业结构的契合度非常高。 

(3)创新人才。2018 年,扬州累计引进本科以上毕业生 18493人，海外留学回国人员 172人，海外高层次人才 167 人，新增

在扬就业创业本科以上大学生 1.5万人。 

(4)创新生态。建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1家，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家;建有科技创业园、大学科技园、软件园、

创业服务中心等各类省级以上科技孵化器 25个。建有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 6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2家，省级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 3家。 

二、扬州与南京、苏州主要创新指标的比较 

2018年 11月，根据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在“创新北京”国际论坛上发布的《构建创新之城中国创新城市 TOP10的启示》

研究报告对创新城市排名，南京和苏州分别排第 5 位和第 7 位，扬州相对靠后。从表 1 的主要科技创新指标中可以看出，扬州

与南京、苏州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研发经费投入、科技产出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表 1 2018年南京、苏州和扬州主要科技创新指标 

指标 单位 南京 苏州 扬州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12820.40 18597.47 5466.17 

R&D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 3.10 2.27 2.55 

高新技术企业 家 3126 5416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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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 % 47.85 47.70 45.90 

工业总产值比重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 % 7.8 5.4 5.1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省比例 % 9.99 27.94 5.60 

百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百万人 59.71 53 12.51 

发明专利授权量 万件 1.1 7.58 0.13 

技术市场交易合同金额 亿元 403.81 275.27 10.94 

注：以上数据来自于南京市、苏州市和扬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南京、苏州的研发经费投入水平高于扬州 

从 R&D经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来看,2018年南京 R&D经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为 3.10%,苏州比重为 2.27%,扬州比重为 2.55%，

南京明显高于扬州，扬州虽然与苏州占比相当，但是绝对值相差较大。 

2.扬州创新产业发展能力落后于南京、苏州 

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来看，截至 2018年底，南京有 3126家，苏州有 5416家，而扬州只有 1004家,从数量来看，仅分别是

南京、苏州的 30%,20%左右。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来看,2018年，南京、苏州、扬州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省比例分别为 9.99%,

27.94%和 5.60%,扬州仅为南京的 50%左右,苏州的 25%左右。 

3.扬州创新成果产出不及南京、苏州 

从专利授权量来看,2018 年，南京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1.1万件，苏州 7.58 万件，扬州 0.13 万件;百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南

京为 59.71件/百万人,苏州为 53件/百万人，扬州为 12.51 件/百万人。南京技术市场交易合同金额 403.81 亿元，苏州 275.27

亿元，扬州 10.94亿元。以上数据均说明扬州市的科研产出数量和市场应用水平不及南京和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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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扬州创新资源不及南京、苏州 

扬州人才拥有量偏低，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数量也偏少，总体来说扬州科技创新资源不足、科技创新平

台支撑不够。 

三、苏州、南京科技创新对扬州的启示 

1.引进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科技创新资源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虽然近年来扬州实施“绿扬金风计划”“扬州英才培育计

划”“名师工作室”等人才培养工程，影响力逐年扩大，领军人才项目投入也不断增加。但是扬州相较于南京和苏州高层次人

才仍较少，扬州没有南京雄厚的科教资源，与苏州相比在区域位置上也不占优势，所以更需加大人才引培力度，完善创新发展

的政策机制，优化科研配套以及对人才工作和生活全方位的保障，吸引更多高等学校毕业生、海归精英到扬州市创业发展，提

升扬州市科创名城的发展战略空间。 

2.加强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科技资源、服务科技研发的重要平台，是支撑创新活动的载体。南京和苏州的各类科技创新平台数量

远超扬州，扬州应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大对研发服务平台、新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联盟建设的支持力度，充分调动全社会

的创新积极性，同时也要加强对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和应用。 

3.构建科技创新融资体系，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扬州市企业大都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自身实力有限,难以支撑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的大量资金目前，扬州市企业最主要

的融资渠道为银行，融资主体较为单一，无法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可以学习苏州的科技金融

模式，政府、银行、担保、保险、创投全面参与,通过政策推动将科技和金融紧密结合，加强科技创新融资体系的建设，为科技

性型中小企业构建绿色融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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