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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全力推进“强首府”工程 

今年以来，“蒙科聚”创新驱动平台全力推进“强首府”工程，

着力将呼和浩特打造成为全区科技创新中心。 

一是加速产学研融合，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在呼和浩特落地转化。

推进内蒙古大学 4个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生物医药和电子信息技术等

领域项目在呼和浩特市达成落地转化意向，5 个项目与呼和浩特市企

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推进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物技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奥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家企业与内蒙古大学

签约，在牛新型干细胞以及牛羊抗病育种、多语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二是持续完善成果转化链条。搭建蒙科聚综合服务总窗口，集成

“交易、共享、服务、交流、展示”五位一体功能；建立“以演代评”

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结合呼和浩特市与高校院所协同计划，为驻呼高

校与企业搭建交流平台；邀请金融投资机构及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开展

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为技术和市场“牵线搭桥”。 

南京市扎实推进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取得“新突破” 

今年以来，南京市持续推进紫金山实验室等重大科创平台原创

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支持重点科技企业

加大创新研发投入，以实际行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创新上取

得新突破”的重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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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聚焦“国家队”提升重大战略科技力量。网络通信与安全紫

金山实验室发布网络内生安全试验场 NEST2.0等 3项重大创新成果，

持续支撑国家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能力。“南京智能计算

中心”获批成为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的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

开放创新平台。国家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技术创新中心（EDA）在南

京揭牌，不断加快实体化运作，着力突破下一代智能 EDA 技术等产业

共性技术。 

二是构建“活水源”推动科技金融双向奔赴。建立“宁科贷”“科

创投”“科创债”三位一体的多元化金融赋能机制，精选推出涵盖支

持高企、科小、专精特新企业共 160 余款科创金融产品，“宁科贷”

当年累计为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 8824笔、金额 220.60 亿元。目前，

全市共有 160 家境内外上市企业，其中科创板上市企业 15 家。 

三、强化“企业群”提升企业创新主体能级。设立市重大科技专

项，引导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两年来累计支持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软件信息、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项目 19 个。今

年上半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 22 款国产 1 类创新药中，有 3 款

来自南京药企及其相关企业，先声药业的先诺欣成为我国首款自主研

发的 3CL靶点口服抗新冠小分子药物，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奥磷布韦片成为国内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HCV NS5B RNA 依赖性

RNA 聚合酶（为病毒复制所必需）抑制剂，可为丙肝患者提供更多、

更优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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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阜阳市聚力推动科产融合发展 

一是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强与中国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等大院大所对接合作，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共建研发平台；结合

同心科创工程项目，组织企业凝练技术需求，引导企业与相关领域专

家联合开展科技攻关。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和江南大学，征集全市农业

领域技术需求。组织全市三甲医院开展 2023 年安徽省临床医学研究

转化专项申报。 

二是提升产业创新水平。组织推荐 51 个项目申报省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组织召开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验收会，北矿磁材（阜阳）有

限公司“高耐蚀高丰度烧结稀土永磁材料关键制备技术研究与开发”、

界首市通达塑业有限公司“聚乙烯高性能再生及在海绵城市专用排水

板中应用关键技术研究”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开展全市农机装备产业

创新发展调研，完成省农机装备补短板需求清单及其项目摸底推荐。 

三是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载体建设实现新跃

升，阜阳界首高新区获首批安徽省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备案，吉祥三

宝获首批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备案。13 项科技产品在第二届中

国（安徽）科交会亮相。科技创新成果展建设工程进展顺利，即将试

运行。2023 年 1-5月，全市科技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4.6%，

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 108.18 亿元，居全省第 6 位，较上年同期增长

74.94%，登记科技成果 87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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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完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联合市银保监分局、市地方金融

监管局，印发《关于常态化开展中小科创企业融资对接活动的通知》，

畅通银企、政企对接机制。与徽商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联合为安

徽世阳光电有限公司等 10 多家企业实现融资 2000多万元。 

五是做好产业科技招商工作。2023 年上半年，阜阳市电子信息

及光电显示产业专班累计外出考察企业 20 余家，接待客商 7 家，挖

掘有效项目线索 12 条，其中总投资 2 亿元的“华引芯 miniLED 小尺

寸倒装封装工艺项目”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目前正在推进签订投资

协议，新能源汽车用轮毂电机驱动系统、冠标科技智慧音频产业园等

一批项目正在围绕落地细节开展磋商。 

湖北宜昌高新区：“四个聚焦”推动科技创新能级跃升 

近年来，宜昌高新区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培育创新

主体、建设创新平台、助力技术攻关、升级双创平台等举措，推动全

区科技创新能级跃升。 

一、聚焦创新主体培育。深入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倍增工程、科技

型中小企业培育工程，推动出台《宜昌高新区科创“新物种”企业培

育认定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创新主体“梯度培育”机制。截至目

前，核心区累计培育高企 215 家，培育省级科创“新物种”企业 5家、

区级“新物种”企业 13家。 

二、聚焦创新平台建设。一是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体系化。制

定了《宜昌高新区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方案》，系统谋划构建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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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对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撑。二

是大力打造高能级技术创新平台。成功引进华工产业技术研究院，推

动建设宜昌市生物医药公共研发中心。三是推动规上高企创新平台全

覆盖。人福药业、华强科技、海声科技等均建有国家级创新平台，截

至目前，核心区共有各级各类研发平台 112 家，其中省级以上 64 家，

占比 57.14％。 

三、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针对影响主导产业和创新企业发展

的关键核心技术，整合各方资源开展区级重点项目立项，每年投入不

少于 500万元，帮助企业突破技术发展瓶颈；支持高新区龙头企业和

行业“小巨人”企业积极争取国家、省、市等各级项目立项，每年立

项资金达 5000 万元以上。 

四、聚焦双创载体发展。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孵化面积 99.7 万平

方米，现有孵化器 10 家（国家级 6 家、省级 3 家）、众创空间 12 家

（国家级 8家、省级 4家），其中国家级占比 63.6％，省级占比 95.5％。 

安徽省铜陵市以“五大创新行动”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市 

一是实施创新企业提质扩量行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统筹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倍增专项行动计划，构建创

新型企业梯次培育格局，加速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

业和专精特新科技创新企业，壮大科技型企业队伍。在各级科技计划

立项、研发机构建设、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加大对骨干科技型企业的支

持力度,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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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施创新产业转型升级行动。抢抓融入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

设、合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机遇，积极引进新技术、研发新工艺，对

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实施专项推进，不断提高自主创新和科技支撑能

力。紧紧抓住铜冶炼和加工、精细化工、汽车零部件、绿色建材等传

统支柱产业重大项目在建、产能扩充、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改造等契

机，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同时，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

做大做强智能装备、先进装备制造和节能环保产业。 

三是实施创新园区能力提升行动。全力以赴推进铜陵国家经开

区、狮子山国家高新区和国家农业园区高质量发展。铜陵经开区围绕

国家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构建“产业园区+孵化器+

产业基金+产业联盟”模式，推动铜基新材料等主导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完

善狮子山国家高新区“一区多园”模式，充分发挥铜官数谷国家级科

技孵化器和高新区科创园的企业孵化培育功能，支持发展铜精深加

工、高端装备制造、光电子器件等特色产业，壮大园区产业规模。为

铜陵国家农业科技园引入更多创新资源，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积极打造绿色食品产业基地。 

四是实施创新成果转移转化行动。积极整合创新资源，通过完善

技术转化服务体系、建设市校合作实体机构、拓宽对外科技合作渠道，

进一步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优质创新成果落地实施。推深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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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中心新一轮三方共建，加快安徽铜基新材料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中

心、中科大先研院医药和新材料研究院、铜陵石墨烯产业技术研究院

等研发平台建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形成更多高质量科技供给。 

五是实施创新人才集聚行动。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吸引和集

聚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人才和团队,打造具有原创能力和

成果转化能力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大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奖励力度,引导各类企业通过股

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坚持招商引资与

招才引智、直接引进和柔性引进相结合,抓好企业科技人员和管理人

员培训，培养壮大具有较强创新意识的企业家队伍。 

云南省强化科技支撑助推产业发展 

近年来，云南省科技厅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坚持创新驱动，

强化科技支撑，加大在人才、项目、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近期发

布《2024 年云南省重点领域项目申报指南》，加快推进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科技成果转化最优生态，为全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蓄力赋能。 

完善机制，促进对接合作。完善“科技入滇”和部省会商工作长

效机制，强化与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等区域内省份科技部门的沟通，逐步建立定期工作会商制度和协调

机制。先后制定了科技入滇暨双招双引工作方案，成立云南科技工作

者北京、上海、成都服务工作站，向 106 位为云南科技创新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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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工作者发放“京沪顺心卡”，实现本人就医、子女就业升学免

费服务，用真情为云南奉献智慧的科技工作者服务。到上海、浙江、

江苏、福建等东部省市开展双招双引工作，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和上海张江高新区等签订合

作协议。落实与相关省（区、市）政府间战略合作协议，探索联合组

织策划合作重大项目，探索联合定期发布招商引资信息，不断推动政

策互通、平台共建、资源共享。今年以来，云南科技工作者北京工作

站共服务云南科技工作者 2300多人次，实现招商意向性资金突破 150

亿元，落地项目 21个。 

搭建平台，助力双招双引。通过组织云南科技创新北京恳谈会、

云南省科技战略专家商洽会、2022 腾冲科学家论坛、“中国工程科技

论坛—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第十三届学术会议暨云南院士行活动”、

面向全球选聘 86 位知名专家进入云南科技战略专家库等会议、活动

和举措，积极开展项目招才、平台招才、人才与资本对接活动，实现

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有机结合，促进项目、资金与人才全面引进。依

托二十一世纪创新（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构建和国家机关的长效

对话机制。近年来，云南省科技战略专家们为云南科技创新提供意见

建议 179条，提供有效科技招商对象 23 个，涉及金额 139亿元。 

精准发力，“科技入滇”和部省会商助推重点产业发展。聚焦云

南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精准引入高端科技资源，组

织实施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项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创新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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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 3条调研招商线路，梳理与云南高质

量发展关系密切的 16 家龙头企业开展精准科技招商。与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双方根据云南省产业布局科技需求和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人才引培及产业成果优

势，开展多方位、深层次的科技合作。 

部省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今年以来，云南省科技厅与科技部和

财政部对接工作 16次，积极谋划部省会商议题，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共推荐部省联动项目 15 项，引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齐鲁医院、北

大口腔医院、北大肿瘤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等专家 26 人和云南现有

资源对接合作，有效破解云南省医疗教育产业资源不足等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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