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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跨產業化「死亡谷」
建科創新高地蘇港

無錫創設灣區「孵化飛地」研產分離實現成果轉化

近日，兩場關於科技創新的會

議分別在蘇州和香港舉行，多個

合作項目集中簽約，蘇港開啟科

創雙城記。這並非雙方第一次「心有靈犀」，紫金山與獅子山多年來攜

手透過跨境產業鏈重組，對抗技術霸凌，共建科研創新高地，僅無錫一

地，去年就吸引大灣區逾千億元（人民幣，下同）的投資。

江蘇省是如何一步步成為灣區科創投資者眼中的首選地？「良好的營

商環境、完善的產業配套，吸引我們選擇在無錫扎根發展。」香港原

子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中國區首席執行官黃思集表示，無錫的半導體

產業基礎堅實，人才資源豐富，這為公司提供了理想的發展土壤。公

司計劃將無錫作為主要生產基地，並組建研發團隊，深化與本地產

業鏈企業的合作，共同開闢新的市場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大灣區大灣區對 接
之科創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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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主辦首屆「AI4X」國際學術&產業會議4月12日在
江蘇省無錫高新區舉行。會上，香港理工大學無錫科技創新研

究院知識轉移中心正式啟用，16個AI+項目現場簽約，涵蓋智能製
造、無人系統、能源互聯網等前沿領域。這是無錫市對接粵港澳大
灣區的又一成果。兩天後，「2025江蘇—香港技術創新合作大會」
14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會上，江蘇省科技廳與香港創科
署、香港貿發局分別簽署科技合作備忘錄等八項合作協議。

科創需不斷孵化 非一錘子買賣
來港參會的全國高校生物醫藥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蘇州）常務
副主任王勰表示，創新技術落地，不是一錘子「買賣」，而是持續不
斷地孵化、培育、對接和服務。「跨過『死亡谷』，資金、政策、服
務缺一不可。」王勰說。
所謂「死亡谷」，常被用來形容原創技術和產業化之間的鴻溝，不

能跨過「死亡谷」，產業化就要面臨失敗。香港浸會大學知識轉移處
經理葉凱廷也表示，成果轉化是大學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該校目前
有兩個中藥項目進入臨床階段，但離正式推出市場還有很長的路。

無錫試水對接 成功做法推全省
為了縮短科研技術與市場化的進程，近幾年無錫市主動對接粵港
澳大灣區，探索出「研發在香港、產業化在無錫」的發展模式。
2021年10月，無錫借助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兩

大國家戰略的東風，啟動建設長三角—粵港澳（無錫）科創產業融
合發展區，圍繞產業鏈創新鏈協同合作，重點在產業協同、科技攻
關、人才交流等領域開展試點合作，探索突破體制機制障礙，讓地
處長三角幾何中心的無錫與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同頻共振」。
三年多來，一大批大灣區科創團隊和產業項目聚集無錫。僅去年一

年時間，就有67個來自大灣區的項目簽約落戶無錫，總投資額高達
1,394.48億元。
無錫市及下轄區、縣級市在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創新性

地在香港、深圳、珠海等大灣區核心城市先後設立16家「科創飛
地」，吸引一批潛力科創項目在大灣區就地「孵化」，成熟後再引
入無錫實現產業化。這些「科創飛地」不僅為無錫帶來了先進的技
術和人才資源，也為粵港澳地區的科研成果提供了廣闊的產業化空
間，實現了「研發在飛地、生產在本地」的良性循環。
無錫2023年在香港設立「科創飛地」——無錫香港科創中心，截
至去年底，已與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
會大學等多所高校簽署合作協議並共建「產學研合作基地」，挖掘
並簽約孵化40個具備技術創新性和前瞻引領性的企業和團隊。
其中，一款由錫港滬機器人靈巧智能研究院研發的具身智能機器
人今年3月首發亮相。該機器人搭載了研究院自研的靈巧手和無錫企
業巨蟹智能研發的機械臂，抓取力在亞洲屬於前列，未來可應用於
工業重載場景。
目前，無錫對接大灣區的成功做法已在江蘇全省推廣，從產業協

同發展到共建國家創新平台，再到跨境人才流動與科研合作等等，
江蘇各地和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加快產業鏈創新鏈深度融合。
南京、蘇州與深圳攜手共建國家第三代半導體技術創新中心。去年

10月和11月，江蘇昆山市先後在香港和深圳舉行經貿和科創交流活
動。昆山市與香港企業簽約項目22個，涉及電子信息、智能製造、國
際貿易、現代金融等重點產業領域，實現總投資超120億元。在深圳
的活動上，又有49個大灣區項目簽約落地昆山，總投資306億元。

兩地優勢不同 建互補發展格局
江蘇省政協副秘書長、致公黨江蘇省委會副主委高健長期關注江
蘇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並在今年江蘇省兩會期間公開呼籲推進江
蘇和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高健指出，長期以來，江蘇和粵港澳
大灣區依託自身條件和現實基礎，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比較優勢，促
進兩地相互鏈接優勢資源、破圈融合發展，有利於提升江蘇省的產
業科技創新能級，構建優勢互補的發展格局。
高健認為，江蘇技術工藝實力強勁，優勢環節主要集中於產業鏈

中端及中間產品的生產上；大灣區地區頭部企業多，在終端產品的
生產及市場方面具有較強優勢。兩地產業對接，有助於發揮各自優
勢，深入踐行因地制宜發展先進生產力的戰略任務，進一步提高
中國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特稿

●蘇州市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聯合推出「蘇州市—香港應科院
長三角成果轉化專項資金支持計
劃」，設立一億元人民幣專項資
金，為蘇州企業與應科院的成果
轉化項目及聯合研發提供支持，
推動港蘇兩地在科技創新、成果
轉化方面的深入合作。

雖然江蘇對接粵港澳大灣區

的潛力巨大且已取得一系列成

果，但是兩地融合發展尚處於初步階段，仍

然存在諸多制約因素，有待兩地進一步深化

合作、共同破解。

江蘇省政協副秘書長、致公黨江蘇省委會

副主委高健指出，江蘇和大灣區融合發展仍

缺乏政府層面的明確規劃和具體部署，缺乏

促進融合發展的機制支撐。雖然兩地在產業

鏈供應鏈布局、科技創新、人才交流等方面

已具備了融合發展的基礎，但目前各自的人

才、資金、科技、數據等平台仍主要面向本

地，兩地在政策、市場、要素方面存在比較

明顯的信息不對稱，不利於各類要素在兩地

之間的流動，也不利於企業間自主合作的進

一步深化拓展。

科技成果權屬等待明確
與長三角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推進相比較，

江蘇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還有不少制

度性壁壘。如社保、醫保等制度安排，不利

於勞動力資源在兩地間充分流動；數據確

權、交易等制度不健全以及標準不統一，阻

礙了數據要素自由流動和使用；科技成果權

屬、知識產權利益分配等問題則制約了技術

要素順暢流動。

倡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
高健建議兩地聯合制定促進融合發展的跨

地域政策，並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梳理和

修訂阻礙兩地產品和要素流動的制度，探索

建立促進兩地融合發展的新型制度和機制，

如跨地域的企業稅收分配機制、產業轉移和

利益共享機制、市場一體化監管合作機制

等，推動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各類生

產要素流動提供支撐，也為國家暢通內地大

循環提供制度創新的經驗。

高健還建議聚焦重點產業搭建跨地域產業

聯盟，探索建立兩地融合發展試驗區，聯合

打造未來產業集群，並圍繞關鍵核心技術和

產業需求開展聯合攻關，通過共享科研資

源、互派科研人員等方式，提升雙方科技創

新能力和水平。同時，完善人才跨地域流動

政策，包括放寬戶籍限制、優化人才引進政

策、加強人才服務保障等，同時加強對跨地

域社保、醫保等制度創新的探索力度，為全

國性的制度創新先行探路。

為了吸引包括大灣區在內的創新創業人才和團
隊，近年來江蘇各地積極「築巢引鳳」，並爭相
出台了一系列獎勵措施和扶持政策，其中高端項
目團隊可獲高達2億元的資金支持。

核心技術未來產業獲禮遇
無錫多年來持續升級「太湖人才計劃」，廣納
國內外英才。去年，無錫市委人才工作領導小組
辦公室和無錫市科學技術局發布了最新的《「太
湖人才計劃」創新創業領軍團隊和人才引育實施
辦法》，其中，對獲得立項的創新創業領軍團隊
給予最高1,000萬元的項目支持，對實現核心技

術產業化、產生重大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實行
「一事一議」，給予最高1億元項目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無錫市還特別規定，獲得港澳

地區重大人才工程的人才，符合基礎條件且首批
支持資金已經撥付到位的，通過現場考察可直接
入選領軍人才A類項目，對創業類給予最高300
萬元項目支持，創新類給予最高100萬元項目支
持。
昆山市早在2021年就發布「人才科創政策4.0
版」，重金吸引海內外科創人才，對於引領未來
產業，產業化前景廣闊的國內外院士等頂尖人才
（團隊），給予最高2億元的特殊支持。同時，

南京、蘇州、常州等地也分別出台政策，重金吸
引海內外人才落戶。

保障政策多解除後顧之憂
除資金支持外，江蘇各地還在辦公住房、融資

貸款、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方面出台眾多政
策，為創新創業人才和團隊解除後顧之憂。例
如，南京市對海內外人才創辦的科技型企業，提
供3年100平方米創業場所免租支持或給予租金
補貼，給予50萬—350萬元項目資助；對創新型
企業家項目，提供3年不少於500平方米研發場
地免租支持或給予租金補貼，給予累計貸款總額

不超過3,000萬元的相應貼息扶持。
南京市還建立規模不低於20億元的人才創新
創業基金，加大對種子期、初創期人才企業投資
力度。「寧創貸」合作銀行對海外人才項目，單
戶授信最高2,000萬元。
此外，南京還對人才購房按規定落實首付比
例政策和貸款利率優惠，並給予最高300萬元
購房補貼，頂尖人才安居需求「一事一議」。
同時，協調解決符合條件的高層次人才子女入託
入學需求，並為符合條件的人才在線辦理「優診
證」，提供家庭醫生簽約、免費體檢和健康療養
服務等。

破制度融合壁壘 為全國對接探路

江蘇多地「築巢引鳳」頂尖人才資助達2億

◀今年3月，由錫港滬機器人靈巧智能研
究院研發的具身智能機器人首發亮相。

香港文匯報江蘇傳真
●無錫市在香港設立的「科創飛地」——無錫香港科創中心。

成 果 轉 化

科 創 飛 地

●無錫啟動建設長三角—粵港
澳（無錫）科創產業融合發展
區，並在大灣區城市設立16家
「科創飛地」，全面對接大灣
區科創資源。

●香港理工大學、澳
門科技大學等港澳高
校相繼在南京設立技
術創新研究院，聯合
打造內地一流、國際
高端的戰略科技創新
平台，促進項目落地
孵化和產業化。

●昆山市在深圳設立人才
與科創聯絡中心，圍繞
「六新」產業，先後對接
32家高校院所、156家
科技創新孵化載體及投融
資服務機構，15個人才
科創項目在昆山實現產業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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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蘇 對 接 大 灣 區 主 要 措 施 和 成 果江 蘇 對 接 大 灣 區 主 要 措 施 和 成 果
●●南京南京、、蘇州與深圳攜手共建的國家第三蘇州與深圳攜手共建的國家第三
代半導體技術創新中心內代半導體技術創新中心內，，科研人員在碳科研人員在碳
化硅芯片產線上檢測產品化硅芯片產線上檢測產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南京、蘇州與深圳攜手共建國
家第三代半導體技術創新中心，
聚焦第三代半導體關鍵核心技術
和重大應用方向，重點突破材
料、器件、工藝和裝備技術瓶
頸，保障國家重點產業戰略安
全。

總書記總書記囑託江蘇囑託江蘇

2025年 3月，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參加十
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江
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

經濟大省在落實國家重大發
展戰略上應有更大的擔當。江
蘇要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和長
江經濟帶發展等發展戰略中主動
作為、協同聯動。要加強與京津
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等戰略的對接，深度融入高質量
共建「一帶一路」，做好援藏援疆
等對口幫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