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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永君委员表示，对于投入成本敏感的中小企业而言，
自主研发和量产需要大量资源，做科研、让创新成果落地转
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无锡研发机构不断壮大，仅依
靠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源还是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市场需
求。建议我市加快布局链型创新资源配置，建设高标准中
试验证平台，促进从实验到量产；整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设
备资源，推动设备在线租赁；探索“中试险+研发贷”等金融
政策，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创新资源链条，促进科技成果加
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链型创新资源配置
助力中小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产业教授鼓励产业里的高端人才从企业到大学院校任
教授课，能够建立大学和产业之间的人才和信息通道，提升
学术到产业的转化效率。邵金华委员认为，产业科研人员
到大学院校授课，既能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也能引导高校
研究和人才培养更好支持产业，“这既增加了高校与产业的
人员互动，也增加了二者的信息交流。”他在创办企业后，与
母校清华大学一直保持交流合作，会定期回到母校课堂，为
学生带去产业信息，也会回校园寻求技术支撑。“对于无锡，
通过更多的产业教授在江南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和无锡
产业之间建立链接，让高端人才在产业和学校间流动起来，
对无锡的产业和高校发展会是共赢。”

产业教授助力
学术到产业的紧密链接

无锡的科创飞地建设引起关
注，这些科创飞地已链接、引入一
批创新资源。新的一年，哪些“新
元素”值得更多关注？

“无锡要瞄准细分领域、瞄准
重点产业，让飞地吸纳更多资源
要素，尤其是瞄准空天产业。”何
聿代表给出建议。在他看来，无
锡在商业航天产业具有先发优
势、领跑趋势。无锡要勇于抢夺
空天产业发展先机，将异地的充
沛资源转为无锡科创发展的“弹
药”。上海拥有全国70%的民用
航空体系专业人才，西安集聚了
国内航天1/3、航空1/4的力量，
航天领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2
个，可以考虑依托这两地的高
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资
源设立专项飞地，提供专项人才
政策，促进资源要素加速流通。

“我们的股东单位西北工业大

学、空天动力研究院也集聚了优
质的空天动力资源，我们也正在
探讨科创飞地的合作。”何聿代
表表示。

已建成的科创飞地在招商方
面，如何发挥更大的功效？2024
年，梁溪区对应京津冀、粤港澳、
西三角、长三角，建立京溪、深溪、
西溪、沪溪四个飞地，将招商、服
务真正贴近项目和人才。“必须要
结合大院大所、科技成果转化来
强化重点产业、重点人才的引
进。”过俊宏委员表示。飞地建成
后，要助力企业借梯登高，如无锡
灵域未来科技通过京溪飞地招引
落地后，相应政策迅速跟进，让企
业在无锡安心扎根。“用好科创飞
地的平台，招商人员一定要思路
清晰，积极对接符合区域产业生
态圈的项目，提升招引项目的效
率。”过俊宏委员说。

科创飞地，发力哪些“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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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不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
重点。近期，我市公布了2024年度无锡市创新联合体名单，将60家创新联合
体列入建设名单，另有26家列入培育计划。而参加今年市两会的一些代表、
委员，本身就是无锡市创新联合体的“建设者”，如何建好、用好创新联合体，
也成为会场内外热议话题。创新联合体，“合”出什么新的力量？答案指向：
合力推动创新的脚步向前沿更进一步！

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2024年度无
锡市创新联合体集聚了以企业为主的各
类创新主体646家，向442个重点攻关
技术点“进军”。国内工业X射线智能
检测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日联科技就是
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日联科技联合江南
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卓品智能科技、彩
鸿芯宇科技等单位，建设无锡市“数字能
源工业高功率模块X射线自动测试装
备”创新联合体，共同开展装备研发、算
法开发与技术攻关等任务。

“创新联合体模式，在解决产业发展

中的‘工程问题’‘技术问题’及‘科学问
题’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尤其是在关键核
心技术的研发突破方面。”日联科技“当
家人”刘骏委员认为，创新联合体能够集
中力量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
术和现代工程技术，系统提升企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

从企业创立之初，日联科技就设置
了应用研发中心和基础研发中心“双中
心”，由应用研究向应用引发的基础科学
研究挺进。企业投入10年时间成功研
制出国内首款封闭式热阴极微焦点X

射线源并实现产业化应用，解决了国内
集成电路制造、新能源电池等领域精密
检测难题。

“做科研，企业有‘先天’优势，知道
市场在哪里、需要什么，研发出来的科技
成果不会成为摆在架子上的‘样品’，而
是能够很快与应用端结合，变成实实在
在的产品。”刘骏委员建议出台更多支持
企业开展科研的举措，特别是鼓励各领
域的龙头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增强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韧性，为创新之
源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

企业+科研，创新突围

在近期发布的2024年度无锡市创
新联合体建设名单中，9家平台型创新
联合体被赋予重任，它们将开展联合攻
关，为产业发展提供共性技术支撑及服
务。其中，由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
牵头组建的无锡市“智能机器人”创新联
合体，更是被寄予厚望。

“有核、有力、有效”，这是王立成代
表对创新联合体的期待。他表示，平台
型创新联合体不仅要开展技术攻关，更
重要的是要搭建面向行业开放的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技术

支持和服务。无锡市“智能机器人”创新
联合体联合南京理工大学、无锡学院、黎
曼机器人、威孚高科等12家成员单位，
将一同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为行业
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检验检测、人才培养
等服务，完善无锡高端装备领域的创新
生态。

王立成代表建议，在全市构建“产业
创新图谱”数字化平台。“该平台可以通
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产业
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等进行全方
位扫描和分析，这有助于摸清特定产业

的‘家底’和‘短板’，找准企业真需求。”
这位代表说，建立一个有用、能用、好用
的“产业创新图谱”，政府可以利用图谱
精准施策，企业可以利用图谱寻找合作
伙伴，科研机构可以利用图谱确定研究
方向，投资机构也可以利用图谱发现投
资机会。

“我们创新联合体的建设也可以纳
入到‘产业创新图谱’建设中，实现图谱
和联合体的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和企业转型升级。”王立
成代表补充道。

平台聚力，“图谱”导航

既是无锡生物医药产业链八大“链
主”企业之一，也是无锡市“皮肤健康产
业技术创新联合体”的发起者，王晶代表
所在的知原药业不仅联合上下游企业扩
大产业链影响力，同时也携手高校、院所
开展联合技术攻关。“龙头企业，特别是

‘链主’企业要发挥带头作用，协同上下
游企业一起破解共性需求，促进产业链
整体发展。”

知原药业牵头建设的无锡市“皮
肤健康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聚合了

江南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3所高校，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无
锡市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等 4 家
科研院所，以及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
司、江苏瑞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优势企业。除了致力于突破关键
原辅料开发、创新产品开发及质量控
制等技术难点，成员单位也在探索打
造“药+药妆”的皮肤健康产业创新生
态。

“生态型创新联合体涉及的成员单

位分布广泛，比较分散。牵头单位一定
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完善协同创新的机
制，才能真正把大家‘联’起来、‘链’起
来。”王晶代表认为，在生态型创新联合
体建设过程中，牵头的链主企业要建立
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
与交流，让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
在创新联合体之中自由流动、深度融
合，形成协同创新的良好氛围，加速创
新成果的产出。

“链主”牵引，生态焕新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成果
的转化要经历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小
范围市场推广、技术优化等过程。无锡
是经济大市，不管是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还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开疆拓
土，都迫切需要新成果新技术赋能，要
让实验室样品加快变成市场产品、技
术精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硬核
科技支撑。

一些科研成果难以从“书架”走向
“货架”，重要原因是没有跨过概念验
证、中试熟化等关键门槛，企业难以判

断这些成果有没有商业价值，也无法
评估现有原材料、生产设备等能否满
足产品大规模生产要求。目前，由江南
大学、无锡市南京大学锡山应用生物
技术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无锡光子
芯片研究院等建设的概念验证中心、
中试线取得良好进展。着眼长远，无锡
相关部门要加强与有需求有意愿的龙
头骨干企业对接，高水平布局建设一
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服务平台、创新
联合体和新型研发机构，全力打通成
果转化“最初一米”。

科研成果真正走向市场，必须走
好落地应用“最后一公里”。以场景应
用为例，如果给予合适的应用场景，科
技机构可以边研发边应用边修正，成
果转化效率能显著提升。刚刚召开的
无锡市场景创新大会提出，要搭建为
企业“找技术、找场景、找资金”渠道，
支持科创片区整建制开展“场景创新
共创基地”建设。相信通过政产学研携
手，更多优质科研成果能加快在锡落
地应用，为高质量发展不断塑造新动
能新优势。

打通“最初一米”
畅通“最后一公里”

热点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