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起点打造太湖湾科创带的滨湖实践

何乐 段培华 金雯 程骅

群众杂志社调研组

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推动环太湖地区打造世界级创新湖区，已上升为区域协同发展、共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目标追求。

2020 年 12 月，国家科技部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支持环太湖科技创新带发展。江苏“十四五”

规划确定要强化沿太湖地区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建设世界级生态湖区、创新湖区。地处环太湖核心区域的无锡积极谋划，全

力推进太湖湾科创带建设。无锡“十四五”规划确立将太湖湾科创带建设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无锡太湖

湾科技创新带发展规划（2020—2025 年）》明确提出将太湖湾科创带建成拥湖生态标杆区、科产城人融合示范区、新兴产业策

源地、科教智力集聚地、创业创新首选地。以滨湖区为主要空间载体的无锡太湖湾，拥有无锡市 90%的省部级科研院所、90%以

上的生态旅游资源、70%的高层次人才、60%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和 34.3%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进入“十四五”以来，滨湖区依

据无锡建设太湖湾科创带的重大战略部署，以高水平打造太湖湾科创带引领区为使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筹制定创新驱动的

产业政策体系，在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培育高技术高市值科创企业、建设高标准平台载体和厚植科技创新的“丰沃土壤”等方

面，不断实现台阶跃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探索出建设企业与人才向往、活力奔涌的科创高地的新赛道、新路径。

产业集群化锻造“硬核”支撑

以太湖湾科创带支撑世界级创新湖区的建设，科技创新是“灵魂”，产业发展是“筋骨”。滨湖区以产为核，始终坚持把

驱动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在滨湖区全面融入太湖湾科创带的各项规划中，“543”产业规划

最为瞩目。为更好将太湖湾聚集的“科教富矿”就地转化为“产业富矿”，滨湖区聚焦生命健康、集成电路、软件信息、智能

网联汽车和旅游五大优势产业，壮大数字影视、“两机”、低碳环保、创意设计四大特色产业，谋划元宇宙、量子科技、人工

智能三大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产业能级全面提升，百亿集群加速涌现。

“1+N”产业政策体系，完善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创新服务方式。滨湖区成立太湖湾科创带建设指挥部，制定完善由

总体产业政策和数个专项产业政策构成的“1+N”产业政策框架；设立规模不低于 50 亿元的“十四五”现代产业发展基金，变

单一奖补为“投扶联动”，覆盖企业招引、初创、成长、壮大、上市等全生命周期发展需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一产一策”。

成立区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区领导直接担任产业首席服务专员，为 12 个重点产业建立“五个一”产业服务保障，即一个产业配

套、一个产业推进小组、一个行动计划、一个工作要点、一个政策意见和一个产业园区，确保各产业推进有力有序有效有为。

突出政策导向，招强引优。对重大投资、重点企业、总部经济等旗舰项目引入给予“一事一议”等大力度政策支持；在辖区内

高质量发展考核中设置科创带建设单项考核指标。2023 年新春第一会上，滨湖区不仅给各镇、开发区、街道下发目标责任状，

还发布《投资热力图》《招商靶向图》，推动优质项目与产业链精准匹配。

培育壮大产业规模，发展提质增效。2022 年，滨湖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057.9 亿元，在库重点企业 2140 家，营业收入超

1100 亿元。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软件信息、旅游等 4 个产业进入百亿元级行列；6 家企业入围 2022 中国工业企业市值 2000

强。优势产业增速明显，作为高新技术集成的“两机”产业增速遥遥领先，达 50.1%；低碳环保、软件信息、集成电路产业增速

分别为 28%、21.5%、20.5%，保持较好势头。创新浓度持续提升，创新主体活力迸发，多家企业获评省级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

标杆工厂；2022 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117 家，新招引科技型企业 1200 家，新增市级“雏鹰、瞪羚、准独角兽”企业 156 家，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75.5%。随着 2022 年 11 月方盛换热器在北交所上市，滨湖区实现了“上市版图”在境

内各大资本市场的全覆盖、全触及。截至 2023 年 1 月，滨湖拥有 16家 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 4836 亿元，市值占比稳居无锡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xl4CyPd-wWofk34bozEllhix6qkY9tb4Rrs-lsI7JICjCOI4EgxfqF4-ZxiDyi-rECwx3XSoMzO4oO19ZJeJ38za6vFehJvFk3pugkWtD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xl4CyPd-wWofk34bozEllhix6qkY9tb4Rrs-lsI7JIJU32g1UxCSWBCOGBxzaDsKUr9ONIpjmOzpQft2ezSF9-5rjC77_s2i70r_Vkk-BI=&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xl4CyPd-wWofk34bozEllhix6qkY9tb4Rrs-lsI7JI0-0U1daODn3Duf43bCkfxkZY6WN0vRP0LqkpkSalg7pp-hqsdkPCtn2XQBbDQ6zg=&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8xl4CyPd-wWofk34bozEllhix6qkY9tb4Rrs-lsI7JJXc7ogOfhgXG_PWD7iqW1QSWsHRjDsVrgI0t3AT7dxWHpOksEKuHXFAEYKdyvFtfM=&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8xl4CyPd-wVSlJM__6q-t2L3XWxsBhQFYbxUAgbh_M4prxXflUlRvWMNVmVsZan0l9ixLmYhnRmXzqX3jyTv5MlXbqE9l8zsb7OOdbBsNBTA0MmIOPZj7A==&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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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

全面布局专业园区，科创载体集群发展。以“亩均奇迹”著称的滨湖蠡园开发区，在不到 3 平方公里的空间里，集聚了近

200 家集成电路智能制造企业，特别是辖区内 2 公里长的滴翠路两旁坐落着都市产业园、超级计算（无锡）中心、联创大厦、太

湖智谷、无锡（国家）工业设计园、无锡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等一批科创载体，以及 1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仅“亿元楼”

就有 4 栋，每平米税收产出超 2000 元。这种研发进园、工业上楼的专业园区，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的新通

道。通过腾退改造传统工业用地，滨湖区开发出 410 万平方米存量专业园区载体，到 2024 年拟增至 600 万平方米，加大筑巢引

凤力度。引入专业机构，编制科创载体规划，未来的滨湖将实现“一园区一产业，一楼宇一特色”。

聚力唱响“引领区”科创强音

当时代以科创之名定义太湖，太湖湾科创带的蓝图日益清晰，滨湖区已先行一步，奏响“引领区”科创强音。自 2021 年启

动建设“太湖湾科创带引领区”，滨湖区每年“新年第一会”都聚焦创新引领的核心领域与关键环节，持续构建主体活力迸发、

载体丰富多元、资源高效配置、网络协同开放、生态包容优越的创新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无锡运河湾·现代产业发展中心（作者供图）

用好科创“源头”，激活发展澎湃动能。科创是“引领区”的“禀赋气质”，大院大所是其最为珍视的“宝藏资源”。滨

湖区内集聚 2 所“双一流”高校、12 家省部属科研院所、7 个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和众多高层次创新平台。内引外联，滨湖持

续扩大创新发展“朋友圈”，院（校）地合作机制不断健全，先后与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大、西北工大等国内重点高

校开展战略合作，打造“现象级”的院所经济。着眼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清华大学无锡应用技术研究院，已孵化企业近百家、

上市企业 1 家，累计产值超 42 亿元，纳税达 2亿元，知识产权超 300 项。2022 年，滨湖区“院所经济”入库税收同比增长 11.5%，

对地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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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现代产业综合体，优化科创载体支撑。科创载体是构建创新体系的承载基础，是集聚创新要素的战略高地，是“引领

区”的头部区域。从空间赋能、政策赋能、资本赋能升级到产业赋能，滨湖区从房东模式向产城融合模式迭代，打造高能级科

创载体。根据科创企业发展需要，创新打造集研发办公、科技厂房、孵化基地、综合配套为一体的现代产业综合体，在楼宇中

量身定制 IDM（垂直整合制造）工厂，吸引先进制造业入驻，助力制造业和创新要素无缝对接。除政府主导建设管理的科创载体，

积极鼓励专业化民营载体入驻作为有效补充。

滋养科创“主体”，培育企业新生带集群。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是“引领区”的鲜明导向。滨湖区立足提升企业造血

能力，持续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攻坚计划，做大做强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集群。建立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分类

指导计划和完成情况通报制度，构建“雏鹰—瞪羚—准独角兽”企业梯次提升格局，形成创新矩阵。设立“初创企业培育服务

专员”，提供保姆式“零距离”服务；以“创新不问出身、不分大小”理念，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评价，“应评尽评、应

入尽入”；实施“规上企业进高企”专项行动，高新技术企业扩容增量；力促科技型中小企业“小升高”。截至 2022 年底，全

区累计拥有 2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11家国家级“小巨人”、78 家省级和 118 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浇灌金融“活水”，润泽企业全生命周期。为保障“引领区”的创新活力，滨湖区把构建科技创投生态圈作为重要抓手，

建平台、设基金、拓渠道、树品牌，大力引进金融与创投机构。目前，已落户基金近 600 家，规模达 1300 亿元。通过为科创企

业入库备案，银行可依据企业产业赛道特点、市场前景、科创属性、管理团队等元素进行信用精准画像，提高贷款审批效率；

面向种子期、初创期的科技型小微企业，设立“滨科贷”等纯信用类的金融产品，由政府信保基金提供融资增信，缓释风险；

针对轻资产、高成长科技型企业的大额融资需求，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一支涵盖 32 个部门和板块的企业上市政府服务专员队

伍，提供组团式、定制化专班服务。2023 年 1 月，半导体领域首个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中心落户滨湖，将更好地促进域内半导

体产业高价值专利项目的创造产出和产业化应用。

产才融合筑牢创新引力场

奋进新征程，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的担当使命，滨湖区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勇当科技创新开路先锋，牢牢把握太湖

湾科创带的核心区位优势，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快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高水平开放创新。2022 年 11 月

5 日，滨湖首个独栋科创载体——无锡滨发大厦在上海启用，以“全球研发、飞地孵化、本地发展”新模式，“借梯登高”，靶

向发挥飞地引育功能，为滨湖打造靓丽太湖湾、活力科创带注入新动能。

厚植创新沃土。打造科创高地，人才是创新行动的第一资源。滨湖区坚持产才融合，构建与产业链相匹配的领军人才“荟

萃”、腰部人才“集聚”、青年人才“向往”的人才链。最新升级的“滨湖之光 4.0”人才政策向全球优质人才和项目发出邀约，

涵盖战略科学家等 11 类人才主体，综合性支持最高达 1亿元。

倍增创新效能。滨湖区充分发挥重大项目辐射力度，让创新效能倍增。健全落实院地合作项目跟踪服务机制，加速推进国

家智能交通综合测试基地、国家智能汽车交通运行安全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项目建设。深入摸排院所与企业的科研项目合作需

求，发挥湖湾院所创新联盟的辐射带动效应，常态化、针对性开展技术交流和成果对接活动，打造“开放共享、共谋发展”活

动品牌。

激扬创新动能。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两大战略契机，积极筹办“全球新兴科技峰会”“江苏人工智

能大会”等活动，吸引顶尖科技人才、前沿科学技术向滨湖集聚。深化与上海交大、香港城市大学等名校的政产学研合作，加

快推进太湖量子智算中心等合作项目落地；落实与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未来技术合作，推动未来技术学院技术成

果在滨湖转化和产业化。构建全球多层级投资推广体系，优化境外招商驻点布局，建立国际招商合作伙伴关系，主动对接国内

外细分行业专精特新领军企业及知名院所机构，打造“科创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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