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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局作为全市科技招商的牵头部门，近年
来围绕高新区开展“以产引研、以研促产”，已建立起
对招商信息定期研判、反馈跟踪的机制，拓展了对外
联系渠道。围绕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市科
技局加强与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重
点学科和优势学科联系，深化高校院所与高新区的对
接交流合作，推动双方在高新区主导产业、新兴产业
开展协同创新，促进科技资源与高新区开展的专题对
接，吸引高层次人才、高端项目、研发机构落户高新
区，提升高新区创新资源集聚和产业发展水平。

自 2019年起，在省科技厅和市政府支持下，市
科技局与镇江高新区联合举办高校院所走进镇江高
新区科技合作活动，范围覆盖苏南自创区各个园区，
市科技局在技术需求征集、成果发布、线上线下对
接、专家邀请、大会举办等方面给予支持与指导，该
活动 2019年共达成合作协议及合作意向 105个，20
个专家团队接受邀请赴企业现场考察，今年该活动
将于7月底举办。

结合各高新区优势特色产业，市科技局近年来
组织了系列专题产学研对接活动，帮助高新区承接
南京、上海等地优质创新资源，引导省内高校、科研
院所与高新区合作，推动高新区融入长三角科技创
新一体化。目前，镇江高新区设立了江科大海洋装
备研究院、南师大创新发展研究院、黑科院智能制造
研究院等科研平台；丹阳高新区设立了江苏省（丹
阳）高性能合金材料研究院、北航（丹阳）研究院、苏
南（丹阳）高端装备制造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扬中高
新区设立了华北电力大学智能电气研究中心、西安
交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上海电力大学产教融合创
新实践基地。

服务创新主阵地
打造发展主引擎

全市目前共拥有三个省级以上高新区，分别为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即镇江高新区，两个省级高新
区即丹阳高新区和扬中高新区。近年来，镇江市科技局不断加大对三个高新区的扶持服务力度，坚
持突出“高”和“新”的发展理念，以将高新区打造成为全市创新活动的主阵地、创新驱动的主引擎、
创新发展的核心区为发展目标，推动高新区成为镇江“跑起来”的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排头
兵。在2019年公布的全省50家省级以上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综合评价中，扬中高新区、镇江高新
区和丹阳高新区分别位列第14、24和34位。

为加强源头培育，市科技局指导高新区积极构建
“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孵化链条，各高新
区共有省级以上孵化器33家，建设了一大批能为孵化
企业提供配套的加速、产业化用房，目前共有在孵科技
型中小企业 1191家。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举办“双
创”载体服务能力提升班培训，有效提升高新区孵化
器、众创空间服务科技企业的能力和水平，帮助企业加
速成长和壮大。

为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市科技局支持科
技型企业与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共建联合创新中心，加
大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
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的梯队培育，着力“保存量、挖增
量、提质量”，目前全市高新区共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377家（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 40.02%）、苏南自
创区瞪羚企业12家、独角兽企业2家。

为切实解决企业实际困难，今年 6月起市科技局
组织开展了高新区科技服务专项行动，组建由新型研
发机构专家、中介机构技术经理人与科技管理部门人
员组成的科技服务小分队，进入高新区企业开展“上门
送政策”、专家“面对面”辅导等活动，指导企业梳理各
类技术需求，对接相关政策，共梳理出技术需求100余
项，正有组织、有计划地与各高校院所开展对接，促进
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融合，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培育经
济发展新动能。

市科技局围绕全市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以及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与新医药等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先后设立了最高支持可达1000万元的市重大科技专项、
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等科技计划项目，给予高新区专报名额，支持各高新区强化“一区一战略
产业”发展格局，打造自身特色产业集群。

具体来说，重点支持镇江高新区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培育半导体及通信、数字创意、现代
物流、高技术服务等产业，加快建设团山睿谷、半导体产业园、中小企业产业园；重点支持丹阳高新
区发展医疗器械及视觉健康等主导产业，加快建设鱼跃生命科技产业园；重点支持扬中高新区发展
智能电气产业，进一步发挥“国家火炬计划电力电器特色产业基地”、首批“国家产业集群区域品牌”
建设试点、“全国中低压工程电气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的作用。

市科技局大力支持高新区与高校院所共建面向产业的新型研发机构，并给予后补助支持。目
前三个高新区共设立新型研发机构16家，占全市新型研发机构总数的88.9%。市科技局还为高新
区发展提供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先后成立省级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江苏省科技企业融资路演服务中
心镇江分中心，不断增加合作金融机构，开发了“苏科贷”“中小微企业助力贷”等科技金融产品，建
立起多层次、多类别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运用风险补偿、奖励和补助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并撬动
社会资本与高新区科技型企业精准对接。

市科技局指导各高新区积极争取国家科技部、省
科技厅的各类高新区专项计划，2018年指导镇江高新
区申报国家“双创升级打造特色载体”项目，镇江高新
区分三年共获5000万元的扶持资金，目前已到位4000
万元；指导丹阳高新区获批江苏省首批“军民科技协同
创新示范基地”，推进经济领域和国防领域技术、人才、
资金、信息等要素双向互动，重点打造新材料、海工船
舶、智能电气、航空航天等一批特色优势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积极向国家科技部争取扬中高新区进一步升格
为国家级高新区，构建起我市“一体两翼”（东西各一个
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新格局。

2019年，市科技局协助镇江高新区获苏南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高新区奖励补助资金
2100万元；协助丹阳高新区、扬中高新区分别获得全
省高新区奖励资金540万元和1000万元。在省科技厅
支持下，镇江高新区和丹阳高新区分别获批苏南国家
船舶海工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和苏南国家高性能合金
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2019年镇江高新区两个项
目通过联合招标方式获得省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共计
1200万元资助，中船动力、镇江船厂成功入选江苏省
首批科技成果转化示范企业。

为加大对高新区的扶持力度，市科技局先后牵头
制定了《关于加快建设镇江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通过政策引导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和比学赶超，对在全省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
综合评价中实现争先进位的高新区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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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打造创新平台，实现特色发展

夯实创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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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动力、镇江船厂成功入选江苏省首批成果转
化示范企业。

镇江市海工船舶产业招商推介会暨2019海工船舶产业发展报告会。

市科技局局长蔡萍调研镇江高新区。

举办高校院所走进高新区科技合作活动。

推进高新区产业发展。

镇江市“双百菁英”科技企业家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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