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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新园区“抱团打天下”

 最近，南京创新周拉开帷幕，南京各高新园区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从人工智能到集成电路，从生物医药到区块链
、物联网⋯⋯行业盛会一场接着一场，高峰论坛一个连着一个。

 近两年来，由83个产业园区整合而来的15个高新园区，攥指成拳形成创新合力：去年，在国家级高新区排名中，南
京国家高新区上升7位。今年一季度，南京高新区（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额升至全市八成比重，成为创新发展主阵
地。

 一区多园，对手成队友

 1月26日，建邺高新区与溧水高新区签约，设立南京首对“伙伴园区”，主城高新区与副城高新区首次“牵手”；2
月25日，浦口高新区结对鼓楼高新区，探索建立“科技孵化在城区、产业转移在郊区”的跨区域联动发展模式；3月1
日，六合高新区与白下高新区签约深化伙伴园区建设，共建共享海外创新中心，互设离岸经济区、孵化园，3月8日又
与鼓楼高新区“结伙”；今年以来，高淳高新区一鼓作气结下雨花台高新区、徐庄高新区、新港高新园三个“伙伴”
。

 建邺高新区科技创新部部长卢宏认为，“伙伴园区”支持企业跨区转移，共享科技转化成果，打破“主城高新区发
愁孵化项目没空间、郊区却面临吃不饱”的窘境。

 2017年11月份，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南京市科技园区整合设立工作方案》，按照“一区多园”的发展思路，整合
形成15个高新园区。改革之前，南京有园区83个，数量虽多，但质量不高，同质化竞争现象较为突出，甚至出现一个
项目同时和多个园区谈的现象，导致优惠政策层层加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京园区整体实力。

 按照“一区多园”布局，各区原则上分别整合或设立一个高新园区，合理布局、错位发展。全市从83个园区“减”
到15个高新园区，再到一个统一的品牌“名号”——南京高新区，这背后是南京全市高新产业“一盘棋”全新布局思
路——打破园区板块的“楚河汉界”，消弭同质竞争的“内耗”，打造一片全域创新的“科创森林”。

 昔日的“潜在对手”成为队友，合力协作“抱团打天下”。在全国高新区最新综合排名中，南京高新区在全国157
个国家级高新区的排名，由原来27位上升到20位。今年4月，南京市发布《一季度全市高新区（园）高质量发展主要
指标监测情况》。1—3月份，全市高新区（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额96.46亿元，占全市80%以上，高新园区已渐成全
市产业升级转型的主战场、主阵地。

 街巷变硅巷，资源获重生

 斑驳的外墙穿上了新衣，内部功能区域被重新划分，确定入驻的企业正忙着搬运设备⋯⋯利用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
用研究院搬迁后留下的老办公楼，玄武区与南京视觉与网络智能技术研究院共同对院落进行改造升级，建设创新载体
，这个7000平方米的嵌入式园区已正式亮相。

 南京的创新，没有局限于高新区。城市巷陌正成为孕育科创动能的新阵地。今年，南京将城市“硅巷”建设作为一
号文件“创新载体升级计划”的重要举措，推动创新载体与高校院所、城市空间的有效融合。

 近期出台的《南京市“硅巷”建设工作方案》提出，构建“一环三区四轴多点”的“硅巷”发展布局，以明城墙为
环，以玄武、秦淮、鼓楼三区为核心，重点打造四条轴线，利用高校院所闲置载体打造城市硅巷。

 今年以来，围绕硅巷建设的“四条原则”和“五个要素”，南京主城三区齐头并进，探索中心城区创新发展模式，
推动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各项要素聚变融合、裂变创新。在玄武区，珠江路的升级转型持续深入，围绕工业设
计、医疗器械、医疗大数据、科技金融等主导产业，打造“一区五园”创新经济带的前段阵地。鼓楼区梳理整合17所
高校院所载体和16个储备改造载体，聚焦软件互联网、金融和科技服务、生命健康等产业，“破墙”创新，推动大学
与城市双向开放。秦淮区专门召开硅巷创新发展大会，以芯片应用为引领，航空航天技术研发为主导，形成“一城一
谷一带一片”的发展格局。

 硅巷赋能正激活“一池春水”。截止到5月底，全市“硅巷”建设改造投资超1亿元，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营15.98万平
方米。“硅巷”建设范围内，已引进科技型企业165家，集聚高企35家，全年拟申报高企50家，区域培育或入驻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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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机构10家，3家完成市级备案，培育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新载体6家。

 产教融合，大学城变身火车头

 江宁高新区生命科技小镇里，米度（南京）生物技术公司通过与中国药科大学等高校院所实验室开展合作，近3年
实施172项试验，完成60个新药申报项目，客户覆盖礼来、默克、雅培、辉瑞等国际医药巨头。米度生物市场销售总
监吴昊伟说：“落户江宁高新区，看重的就是江宁大学城的人才环境优势。”

 53所高校，83万在校大学生，82名两院院士，120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南京是当之无愧的科教重镇。如何将科
教优势转变为驱动创新的火车头？南京市委市政府举旗定向，整合仙林大学城、江宁大学城和江北大学集聚区科教资
源，推动高校与周边高新园区深度融合，将科教的“长板”和人才的“活水”引向创新。

 仙林大学城和江宁大学城，一南一北，成为南京东部崛起的“双引擎”，通过输出创新资源，串联发展要素，为紫
东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培养、知识创造、科学研究等强支撑。

 紫金山东麓，仙林大学城已然成为新港高新园、栖霞高新区和徐庄高新区的知识供给地。根据南京市的部署，仙林
大学城12所高校打破区域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构建顺畅高效的科教资源流动机制，打造中国（南京）智谷。

 “我们是南京乃至整个苏南地区科教资源最丰富的开发园区之一。”江宁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孔永祥说。去年以
来，南京推进江宁大学城与江宁开发区高新园、江宁高新区和雨花台高新区的创新资源共享和产业联动发展，打造中
国（南京）无线谷、中国（南京�江宁）药谷和中国（南京）软件谷。

 跨越长江，江北大学集聚区被定位为江北新区的技术策源地，强化科研、生产、商务功能有机组合，建设生活设施
完善、社交接触频繁、创新创业活跃的新型“科技+产业+生活”社区，创造适合各类创新创业人群交际、交流、交
往的新型空间，高效打造“芯片之城”“基因之城”和“现代金融中心”。（记者 张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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