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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强富美高”新江苏的科技支撑 

乔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立足“两个大局”，全面

响应新时代新要求，江苏高校要牢记“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

化建设新篇章，迫切需要向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要答案。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以科研组织力焕发原

始创新生命力，实施科研攻关“全生命周期”组织管理，提升创新体系效能；以科技为支撑、以创新为引领，促进

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江苏成为全国重要的创新高地、人才高地、产业高地。 

紧扣时代脉搏，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作用 

江苏是科教大省、制造大省，既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又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江苏高校总数位列全国第一，科研大院大所

云集；在苏两院院士数持续攀升，总数也居全国首位；全省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获评科技大奖等数量亦稳居全国前列。丰

富的科教人才资源理应转化为原始创新的强劲动能，为区域产业腾飞注入动力。但略显遗憾的是，在如此优越的客观条件下，江

苏的科教优势与产业优势的叠加效应还不够凸显，大平台、大装置偏少，由江苏高校及科研院所孵化的产业升级“硬核”技术不

够多，还未能培育出催生全新产业的颠覆性原创成果，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支撑能量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当前，江苏仍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改革攻坚期，对于科技创新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迫切。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强调，要“充分发挥我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集聚优势，着力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支撑能力，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打通从教育强、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民生强的通道，以高质量的科技供给支撑

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稳定，是江苏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由之路，是践行新使命、展现新作

为的必然要求。 

推进体制改革，建立科研攻关创新生态 

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环节的科技支撑能力未能充分发挥，主要原因在于对关键概念的内涵和逻辑尚未厘清，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的保障仍需完善。一些科研人员对于“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区，往往将原始创新等同于基

础研究、将基础研究等同于实验室成果——发表论文。从根本上看，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旨在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关键性科学和技术问题提供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一旦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突破，将会引发整个经济格局和产业分工的

巨大改变，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而质的突破，关键在于原始创新。原始创新的本质内涵是从无到有、独有独创；追求“从 0到

1”的原创性发现，才能真正破解“卡脖子”难题，产生引领性前沿技术。 

受窄化认知的影响，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现有的科研组织、评价和激励等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尚不能充分反映基础研究和原

始创新的内在规律，弱化了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过程支撑和方向引领作用。具体而言，一是评价导向性不够明晰。高校坚决贯

彻“破四唯”要求，但对于如何“立新标”，一些高校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在“立什么”“谁来立”“怎么立”等方面仍有困

惑，导致人才活力未能充分彰显。二是攻关组织力有待增强。在组织力不强的状态下，个体科研、碎片化科研易造成布局重复、

推进低效，“单兵作战”“散兵游击”难以形成合力，难以形成具有战略价值的成果，难以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核心问题，既

不利于科研人员自身发展，更不符合大科学时代要求。三是激励效力还需提升。有的高校在松绑减负上未能做到“能放尽放”，

在激励保障上未能达到“应得尽得”，项目经费、薪酬绩效、知识产权管理等有助于为科研“营造生态”的改革有待进一步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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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组织效能，激发原始创新澎湃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各类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发挥人才济济、组织有序的优势，形

成战略力量。”当前，科技难题的复杂程度空前，全球性问题凸显，科技探索向超宏观、超微观发展，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更加明

显，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科技创新范式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从“0到 1”的原创性突破绝不会来源于单个科研

人员的“闭门造车”，而必定根植于有组织的协同攻关。聚焦“卡脖子”难题的攻坚战、围绕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

博弈，背后所比拼的正是科研组织力。 

实施科研攻关“全生命周期”组织管理，以强有力的组织聚焦解决关键核心问题，才能有效改变科研工作原创性不强、服务

发展支撑力不足的现象，才能使高校真正发挥人才优势、科研优势，形成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高校要着力

优化组织生态系统，坚持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强化引导、推动“双向施力”，精准攻关、协同创新；要整合资源

信息、动员主体力量，破难点、通堵点、补断点，贯通“0—1—N”科技创新链。 

系统推进组织管理机制改革。在科研管理上，高校要用好评价“指挥棒”与激励“驱动器”，健全分类评价体系，改变“一

把尺子量到底”，全面推广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科研为主型、社会服务型等岗位设置。深入实施知识产权“三权”改革，

完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加速成果落地转化。建立目标导向和长期稳定的激励机制，完善团队评价标准，加大对

团队成员的激励，充分调动协同培育重大成果的积极性，鼓励、组织、促成跨学科、跨领域协作，让高校更多“千里马”在江苏

创新创业竞相奔腾。 

集智培育“0—1”原创性成果。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设计“最先一公里”。高校

要坚持“四个面向”，从国家、区域的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提炼出关键性科学、技术问题，制定阶段性与长远性相结合的

攻关路径。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卡脖子”技术，组织战略性、前瞻性的协同攻关，打破院系甚至学科的藩篱、突破信息

“孤岛”，组建跨专业、跨学科的集智攻关团队，深化“揭榜挂帅”攻关和关键性、应急性任务“赛马”攻关，强强联合、多位

协同，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培育一批颠覆性原创成果。 

协同实现“1—N”高水平应用。高校要“走出经院”，谋求打造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在产品中、装置上、车间里，推动从成品到产品到商品再到用品的应用转化，使创新成果真正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共建校企、校地中试基地和研发中心，组建“高校+市场化”双机制运行的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对研究成

果进行后续试验和二次开发，弥补“中试空白”，疏通“中梗阻”。优化知识产权专业化运营体系，开展专项服务行动，布局驻

地技术服务平台，增强转化针对性、扩大推广覆盖面，打通“最后一公里”。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强化原始创新，夯实基础研究，带头攻坚关键技术，高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江苏的高校应牢

牢扎根江苏大地，着眼科技前沿，以高效能科研组织为支撑，以高水平科技强校为引擎，激发原始创新澎湃动力，助力江苏在重

要科技领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为“强富美高”新江苏的现代化建设谱写“第一动

力”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