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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双碳”目标 科技创新逐绿而行

围绕打造全国重要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地，
我市突出科技创新引领，大力推进绿色科技成果在
镇转化，2022年设立市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专项包含重大科技专项、产业前瞻与共性关
键技术攻关、农业农村领域、社会发展领域关键技
术攻关等4类子项，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镇江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助力镇江经
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聚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求，我市健全完善
“揭榜挂帅”相关制度，优选技术解决方案，帮助企
业开展绿色低碳核心技术攻关，形成更多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原创性、地标性技术成果，涌现出一批
优秀节能降碳技术——

恒神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
研发的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将有效提升航空器对大
推力、低噪声、低能耗的需求；江苏奥雷光电有限公
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研发的多通道柔性光波导
组件，能以超低的弯曲半径实现芯片间的高速互
联；爱士惟新能源技术（扬中）有限公司与河海大学
共同研发的碳化硅（SiC）基光伏并网逆变器，提高
了逆变器的功率密度和电网适应性，适用于未来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华建材（中国）有
限公司研发的高性能混凝土制品，降低建材产业能
源消耗，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向纵深
演进。全市科技部门抢抓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
主动仗，狠抓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发挥好科技创新
这个“关键变量”的作用，努力为推动镇江高质量发
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我市重点

发展的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数字经济和新材
料四大产业集群，高度集成创新政策、创新资源、
创新载体，瞄准绿色低碳领域，全力攻克关键核心
技术“卡脖子”问题，实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自
主可控。推动高端装备、新型电力装备、新能源汽
车、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技术船
舶和海工装备、航空航天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融合发展，形成更多绿色发展领域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原创性、地标性技术成果，打造我市现代化
产业体系支柱；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进我市冶金、绿色食品、新型建材、现代农业等
传统产业大规模技术改造，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
转型赋能传统产业绿色升级、加快向中高端攀升；
瞄准全球科技创新发展趋势，抢抓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在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细
胞与基因技术、未来网络、先进计算、元宇宙等未
来产业领域积极探索，及早布局，加快战略性、前
瞻性、先导性前沿技术研发突破，抢占未来产业发
展制高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
能。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强化科技政策对关键核

心技术协同攻关的集成支持，推动项目、人才、资
金一体化配置。探索创新联合体建设，支持龙头
企业牵头，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等创新资源，共同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开放式
的创新联合体，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优化重大科
技专项、产业前瞻技术研发等项目组织机制，以

“项目+课题”方式鼓励研发企业、高校院所、应用
单位在绿色低碳领域开展联合创新。优化“揭榜
挂帅”机制，探索实行“赛马”等重大任务组织方
式，推动形成需求导向明确、引领特征明显、攻坚
力量完备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

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强统筹规划，

择优支持创新要素集聚度高、原始创新能力和开
放共享水平等处于领先地位的龙头骨干企业、高
校优势学科、临床重点学科，全力争创全国重点实
验室、省重点实验室，布局建设市重点实验室，构
建定位清晰、充满活力的实验室体系。我市将全
力支持江苏大学争创智慧农业全国重点实验室。
实施企业研发机构高质量提升计划，鼓励企业加
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合作，提升研发
机构建设水平和创新能力。支持行业龙头企业，
牵头创建国家、省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
等高层次创新平台。深化我市与省产业技术研究
院的战略合作，推动共建一批高层次企业联合创
新中心，为开展绿色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实施新
型研发机构落地融合行动，引导和鼓励新型研发
机构强化与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科技型企业的深
度结合，加强市场化创新服务能力，我市正全力推
进江苏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建设。探索
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创新主体建设
概念验证中心。

加速创新创业载体跃升。高质量实施《镇

江市推动科技孵化载体“专优特强”提升发展三年
行动方案（2023-2025年）》，着力布局、建设一批专
业特色突出的孵化载体，形成“众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特色产业园”全链条孵化服务体系，加快推
动基于绿色“硬科技”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
助推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推进专业科技孵化载
体建设，推动丹阳、扬中等地部分综合类孵化载体
向专业化转型，官塘创新社区、团山睿谷等片区专
业孵化载体建设有新突破。加强孵化载体项目招
引，推动孵化载体在孵企业持续增长。组建全市科
技孵化载体行业联盟，吸引服务机构、高校院所、投
资机构等加入，推动孵化载体抱团发展、资源共享、
错位竞争，支撑全市科技孵化载体高质量发展。持
续完善全市科技孵化载体图谱，大力拓展图谱影响
力和使用率，构建“镇江科技孵化生态圈”。

（许开飞 孙焱 陈志奎）

聚焦“双碳”战略，近年来，我市锚定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做强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绿色低
碳技术，不断提升绿色领域创新能力，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
实践源源不断地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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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赛在镇举行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等镇江市重点实验室获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