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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技创新“关键变量”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

李炳龙

中共张家港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提出“四个新”的重大任务，并将“在科技创新上率先取得新突

破”放在首位。近年来，张家港始终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化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推进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将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县域创新

之路。

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价值取向，探索县域科技体制改革破冰试水

为打通县域科技体制梗阻，有效破解创新中顶层设计难、资源统筹难、精准发力难等问题，张家港找准突破口，持续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厘清“内融”与“外联”的逻辑关系。在全国县（市）率先成立并实体化运行市

委创新委员会，聚焦全市创新工作重点难点问题，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形成领导牵头、部门推进、板块协同、全社

会广泛参与的“大创新”格局。与此同时，聚焦“创新张家港”建设，与省科技厅、苏州市科技局分别建立“厅市会商”“局

市会商”机制，加速集聚全省优质创新资源。2022 年，高标准获评首批国家创新型县（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县域样板

呼之欲出。厘清“落点”与“落地”的逻辑关系。首创“企业创新积分制”，经验被全国 133 家高新区推广应用，以“可视化、

标准化、精准化”为导向，分众设置计分评价体系，“量化”呈现企业创新水平，引导企业“锻长板”与“补短板”并重。同

时，有效整合全市涉企扶持政策，在全省率先推行产业创新集群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积分制”管理，紧扣“调高、调轻、调

优”产业结构目标，将最稀缺资源向创新氛围最浓厚、创新意愿最强烈主体倾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近 8000 家（次）企业获

得创新积分超 50 万分，发放扶持经费超 9亿元。厘清“单点”与“多面”的逻辑关系。以企业创新为基座，首创县域创新格次

赋分，将评价主体从单一的企业扩容至科技型企业、科创孵化载体、科技招商项目、新型研发机构、产业专家、区镇等 6大创

新主体，依托格次赋分智能化管理系统，引导创新要素定向集聚，形成千军万马齐创新之势，促成 100%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和规

上高企建有研发机构、95%的规上高企开展产学研合作、92%以上的专利申请及授权来自企业、90%的科技人才企业有研发投入的

良好局面。

从“一隅创新”到“全域创新”，推动以科技型企业为中坚的创新主体列阵成势

以科技招商为牵引，构建从“落地项目—成长企业—主板上市”全生命周期引育体系，形成“企业梯次培育、产业高端攀

升”的创新发展格局。导入“源头活水”。立牢科技招商“一号工程”，不断完善具有县域特色的“市镇联动”科技招商体系，

聚焦“技术先进性、人才引领性、市场前瞻性”等特质进行项目预判，围绕“专利、研发、产学研”等要素开展项目洽谈，对

落地项目开展“保姆式、伴随式、跟踪式”服务。注重“放水养鱼”。重点聚焦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摸底、起底、见底”

三步走的方式，面向“专利缺失”“研发缺位”“合作缺乏”三类企业，分类分档构建“高企培育库”，按产业链和区镇归属

进行分类建库、分档培育，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为入库企业精准把脉、靶向施策，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更加强劲、

核心技术攻关更加前沿、成果转化更加顺畅、产业链上下游更加协同”的高企培育集群。助推“攀峰登顶”。坚持“产业链互

促互补”和“创新链共生共赢”并重，聚力打造“瞪羚—独角兽—上市”领头雁科技企业矩阵，累计培育高成长性“瞪羚”企

业 60 家、高潜能“独角兽”企业 35 家次，推动 34 家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以科技“硬支撑”提升产业“硬实力”，推动具有“港

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创新集群做大做强，2022 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592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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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揽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大格局、大气魄，在人才引育的高原上再立高峰

始终坚持“以才为先”与“以用为贵”的辩证统一，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星期日工程师”，到新时代“才遇港城共未来”，

成功走出了一条“人才强国战略在县域落地、人才支撑产业发展在县域实践”的全新路径。在方式上出新出彩。聚焦“双向奔

赴”，依托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创新挑战赛等系列品牌活动，扩面链接全球创新创业人才。聚力“产业牵引”，实现半导体产

业“从 0到 1”的突破，形成近百亿规模特色半导体产业集群。与此同时，紧扣“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实用导向，探索“挂编

在高校、活跃在本土”模式，推动校企优势互补、人才共育。在保障上入脑入心。给予顶尖人才综合最高 1 亿元资助、“重大

创新创业团队”最高 5000 万元综合资助，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为人才提供全方位的生活保障。同时，率先启动全国首个

“科技创新研修院”，举办首届半导体科技创新 CEO 特训营，为张家港集聚培养一批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团队），截至 2022 年，

累计汇聚市级以上领军人才超 1200 名，其中江苏省“双创计划”人才 176 名，列全省县（市）第一。在导向上求真求实。紧扣

“借梯上楼、借船出海”，持续借智借力，在全国县域首发“张家港产业专家创新资源平台”，首期导入了 51541 家企业，集

结了全国 62213 位专家和 2621 个创新平台，编织企业需求和成果转化的“双面绣”。同时，发挥科技镇长团重要智库参谋和桥

梁纽带作用，为张家港“调高、调轻、调优”产业结构蓄势增能，共引进 15 批次 117 名科技镇长，累计推荐各类人才超过 800

名，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超 480 项。

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用心营造“风景这边独好”的一流创新生态

聚焦创新发展需求，全力打造“资源高度集聚、业态高度集成、成果高度集结”的一流创新生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织密“网点”。以“四有”载体为导向，加速布局“一核三环四片区”的专业化载体架构，在国家

级孵化载体上试点数字化运营管理系统并全面推广，通过精准匹配和服务，让各类别、各阶段项目“按需落户”，推动“链式

发展”。破解“难点”。构建“拨投贷保”四位一体的科技创新支持体系，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撑，2022 年，市财政科技

支出达 18.45 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的 8.02%、超全省平均水平；开发“创新积分贷”专项金融产品，设立总盘子 20 亿元“人

才一号”母基金和“沙洲科创 C计划”基金，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累计为 80 家企业提供贷款金额 2.7 亿元。疏

通“堵点”。围绕企业技术需求，分类引导规上企业自主建设研发机构，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围绕“公共关键技术”建设新型研

发机构，支持规上高企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企业内设研发机构，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建设企业研究生工作站。立牢“根本

点”。首创“产学研预研资金”，按照“前道划拨高校项目经费、赋能校企合作，后道划拨企业项目经费、撬动研发投入”的

思路，创造性地解决了成果转化“启动第一步”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政策试水之初，就以 800 万元的财政资金撬动了 3600

万元的企业研发投入，开发新品年销售额近 13 亿元，年均促成产学研项目 200 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