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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苏州实践

周志芳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和整体谋划，从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角度，强调教育、科技、人

才“三位一体”发展。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发展生态是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良性循环的关键一步。

苏州是全国重要制造业基地、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国际化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姑苏千年文脉孕育了崇文重教、匠心创造

的人文渊源，以及匠心独运、精工传承的“苏工苏作”，造就了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产城人”融合发展夯实了

人才友好、发展利好的政策基础：苏州在 2007年启动“姑苏领军人才计划”，2016年推出“人才新政 40条”，以对外开放引

领产业高端化发展，全力打响“人到苏州必有为”品牌。近年来，苏州主动抢抓“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自贸区等国家

战略叠加实施的重大机遇，已拥有国家级孵化器 76家、全国第一，科技型中小企业 2.23万家、全国第二，高新技术企业 1.35

万家、全国第四；材料领域“国之重器”苏州实验室挂牌组建，“一区两中心”等重大科创平台加快建设，厚植科技创新发展

沃土。

一

苏州市教育系统立足全局、放眼长远，主动架设“产学研”共融共赢的链路桥梁，努力将教育的积累、潜在的人才、科创

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探路实践中留下了符合发展规律、体现时代特点的苏州足迹。

规划教育资源布局，实现人才培养多样性。贯穿小、初、高各学段，建立科学规范的人才识别、遴选、培育体系，开展新

教育实验，实施强师计划，培育新时代高品质的学校、高水平的校长、高素质的教师，夯实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底

盘。坚持空间集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三者“辅车相依”，构建了“东区西园、双翼共进，全域布局、多点开花”的高等教

育资源格局。“东区”是位于工业园区以研究型高校为主的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规划面积为 51.85平方公里，获批全国首个“高

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先后引进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所等 15家“国家队”科研院所。区内拥有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

和流动站 38个，院士 62人，国家重点人才工程计划 200人，区级以上领军人才 2613人。“西园”是位于吴中区和高新区以应

用型高校为主的苏州国际教育园，规划面积为 10.66平方公里，现有本科、高职、中职等各层次院校共计 13所，在校师生近 10

万人。此外，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智汇港、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汇聚太仓娄江新城。南京大学苏州校区、中国传媒大学苏州

研究院等高校落户太湖科学城。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助力产业转型升级。高校专业“迭代升级”的关键在于“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作为

教育部首批设立的 17家“试点学院”之一，苏州大学纳米科学技术学院是深化学科专业结构改革、服务产业转型发展需求的典

型示范，是国内第一家以培养纳米专业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学院。学院所设“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获批教育部首批战略性新兴

产业相关本科新专业，该专业在全国仅批准 5个，“纳米科学与技术”学科位居全球第四位。学院与中国科学院纳米所等共建

的“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获批教育部“2011计划”首批 14家协同创新中心之一，相关研究成果顺利实现产业转化，助

力苏州于毫厘间撬动千亿元产业，造就“纳米第一城”。

丰富产教融合实践，促进研究成果转化。校企合作是加快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临门一脚”。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与信达生物、亚盛医药等生物医药高科技创新企业联合开展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学术交流、

人才培养，全面提升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科创策源力、成果转化力。西浦-百度人工智能创新联合体是苏州“贯通校地企、

赋能产学研”的又一重要布局，由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西交利物浦大学和百度集团三方联合共建，是国内首个打通芯片、框

架、模型与应用的综合性前沿创新联合体，助推打造人工智能的创新高地、产业高地、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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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积跬致远、星火燎原。苏州基本形成了产学研“破圈”融通、科技成果“高能”产出的发展格局，初步构建了“政策架设、

高校导入、平台搭建、人才育引”的苏州形态。

政策架设，构筑发展“支持矩阵”。围绕“三位一体”探索制定贯通各方的地方政策，2016年推出“人才新政 40条”，2020

年出台《关于加快人才国际化引领产业高端化发展若干政策措施》，2022年出台《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关于进一步促

进科技创新券发展实施意见》，发布《苏州全球科技人才地图》，形成“三位一体”全矩阵政策驱动，为城市创新要素集聚注

入强劲动力。

高校导入，实现创新“阈值突破”。将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全市聚集 36家高校、34家中国科学院机

构、近 30万名全日制在校生，C9高校全部在苏州实现重大布局。其中，独墅湖科教创新区拥有中科大苏州高等研究院、牛津大

学高等研究院（苏州）等 33所中外知名院校，形成科研创新强大磁场。

平台搭建，激发产业“集聚动能”。全市共有 14家国家级高新区和开发区，建立各类产学研联合体 1500多个，累计实施

“产学研”项目超过 2.5万多项，汇聚了 40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38万高层次人才。在创新投入上，全社会研发投

入 1000亿，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 4%，居全省第一。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连续 12年居全省首位，推动高新产业集聚效应持续迸

发。

人才育引，开启科创“升维驱动”。组织中小学与高校、科研院、高精尖企业协同育人，优化大中小纵向贯通培养，以高

招综合素质评价、自主招生，带动普通高中多样发展、学生个体特长发展，中学生五大学科奥林匹克竞赛、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金牌数多年位居全国全省前列，筑牢了创新人才发展基本盘。

三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 2023年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考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苏州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探路先行，探索建设“立法先行、科创牵引、产教融汇、开放合作”

的苏州形态升级版，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苏州样本。

立法先行，实现“三位一体”有法可依。将政策体系、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升，上升到地方性法规层面，研究颁布《苏州

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苏州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等系列地方性法规。

科创牵引，凝聚“三位一体”发展合力。发挥苏州实验室的龙头带动作用，辐射引领“一区两中心”、深时数字地球、姑

苏实验室等重要科创项目成势起势，建设宁苏高水平人才集聚平台，以科创牵引推动高校、企业、机构、人才、金融等要素深

度融合。

产教融汇，强化“三位一体”落地实效。积极贯彻落实《关于深化全市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优化苏州高校空

间布局，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支持企业借助高校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建设创新孵化器，构建新兴产业集群式创新生态圈。

开放合作，扩大“三位一体”未来前景。抢抓昆山杜克大学获批全国首批国际合作教育样板区机遇，推动对外科教合作向

全市域拓展，支持苏州工业园区加快建设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和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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