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8月，江苏高新

技术产业实现产值超过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5%，增幅比上半年提

高 1 个百分点，高于工业

1.6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

工业比重达48.8%，比去

年底提高1.3个百分点。

其中，8月当月产值同

比增长12.5%，连续3个

月保持两位数增长，继续保

持较好的恢复态势。

新能源、航空航天、电

子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办

公设备 4个行业保持两位

数以上增长，增幅分别为

43.3%  26.2% 
17.3%  14.2% 

江苏持续开展“企业创

新服务月”活动，实施促进

中小企业研发“春风”专项

行动。

今年1—9月，我省组织

开展6批科技型中小企业评

价入库工作，获得入库登记

编号的企业达7.05万家，

同比增长18.7%，占全国

比重达20.2%，继续保持

全国第一。新增发放“苏科

贷”贷款54.6亿元，同比

增长11%，服务科技型中

小企业超过1400家。

高新技术产业保持恢复态势

多措并举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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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生物技术的持续创新与突破，将不断满足
人类健康需求和经济发展。

前瞻产业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1年中国独
角兽企业研究报告》显示，生物科技正蕴藏着巨大
的发展潜能，2021年我国生物科技行业独角兽企
业已有16家，其中江苏5家，占比近1/3，分别为
苏州的艾博生物，泰州的瑞科生物，南京的世和基
因、蓬勃生物、药捷安康。

“我们致力于打造基于核酸类药物及靶点
释放技术的应用平台，治疗领域涵盖肿瘤免疫、
传染病疫苗、各种由于蛋白表达或功能缺失引
起的疾病、通用型及个性化肿瘤疫苗。”苏州艾
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博介绍，企
业联合多个科研机构共同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
mRNA疫苗（ARCoV），入选国务院应对新冠
肺炎联防联控攻关任务，成为国内首个获批开
展临床试验的mRNA疫苗，其研究成果也刊登
在了国际顶级期刊中，是不折不扣的“硬科技”。

“竞逐生物科技新赛道，关键是有硬核的技术
创新力。”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
人、董事长邵阳告诉记者，公司2021年入选中国独
角兽企业，核心技术优势在于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
的临床转化应用，为肿瘤精准医疗提供分子诊断服
务和产品。“随着精准医学的快速发展，肿瘤诊疗手
段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基因检测分析患者的基因
突变信息，再进行医学上的‘对症下药，精准打击’。”
目前，该创新技术已累计检测各类样本数十万例，稳
居行业前列。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我省将生物医药产业列
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培育，
推动生物医药产业规模持续保持全国领先。特
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实现逆势
上扬，疫苗、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等关键产品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眼下，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区域特色集群已初
步形成。泰州、苏州、连云港、南京、无锡等市加
快打造创新型产业高地，2021年，13家园区入选
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综合竞争力前50强，数
量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苏州工业园区首次跃
居榜首。

去年，全国医药领域首个获批的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落户苏州，这对于江苏承接国家重大战略
任务，抢占生物医药领域国际话语权具有里程碑
意义。今年，国家生物药技术创新中心已面向全
国发布首批核酸药物“揭榜挂帅”技术攻关项目。

国家生物药技术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创新中心将聚焦生物药领域从科学到技术
转化的重点环节，努力攻克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
术，培育壮大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推动一批引
领性、带动性、渗透性强的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转
化，有效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融合，力争成
为能代表我国生物药领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战略
科技力量。

坚持“四个面向”，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自立自强，筑牢科技强省建设之基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竞逐生物科技新赛道

科创
江苏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

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科技周刊》记者深入我省高校院所、科技企业采访，展现科研人员坚持“四个面向”，勇于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

的奋发作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省科技工作者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全省

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近日，南京获批创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先导区，将加强人工智能芯片、智能软件、开源框
架等基础底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加快推动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赋能。这是在江苏
唯一布局建设的国家级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行
先试区。

“数字经济有两大基础设施，即算力基础设施
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技术是发展数字
经济的核心。”华为江苏昇腾计算业务CTO谭涛
表示，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面临多个挑战，如算
力昂贵、开发难度大等。

落户江北新区的南京鲲鹏·昇腾人工智能计
算中心，正为突破这些挑战并赋能行业发展寻找
现实路径。谭涛介绍，该中心是长三角地区第一
个基于国产技术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采用全球
领先并自主研发的华为昇腾人工智能计算芯片为
核心算力引擎，建设自主可控人工智能计算能力，
面向企业提供一站式普惠人工智能全流程服务，

“让人工智能的算力可以像水和电一样，成为一种
新的城市公共资源，让AI触手可及。”

目前，该中心已与100余家高校、企业和科研机
构开展合作交流，涉及基础科研、智能制造、医药研发
等各领域，已完成50余家合作伙伴人工智能算力适
配。未来，中心将持续构建从AI芯片、计算架构、一站
式开发平台到全流程开发工具链的服务体系，大力推
进数字产业发展。

今年8月，紫金山实验室发布全球首个广域确定
性网络系统和全球首个云原生算网操作系统，这代表
了我省研发建设“东数西算”基础设施的最新进展。

“计算和网络，是数字经济的底层基础设施。
我们研发的算网操作系统，就是要把计算和网络
两种资源，真正融合起来进行管控和调度。”中国工
程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韵洁说，算网操作
系统可以说就是为“东数西算”量身打造的“算网大
脑”，可把对于网络实时性有高要求的末梢应变能
力调度在东部，把对于强力计算有高要求的脑思
考能力放在西部，然后在东西部之间实现深度融
合，帮助解决传统网络解决不了的八大算力枢纽
节点算力传输问题。

“未来，算网操作系统与确定性网络的结合将
甩出‘王炸’，构建起一个以算网操作系统为核心、
以确定性网络为总线的‘广域超级计算机’，服务于
我国‘东数西算’工程，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
能。”刘韵洁对此充满期待。

为筑牢数字经济“新基座”，我省持续强化战
略科技力量培育，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省内首个“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不久前落户苏州，信
息高铁综合试验设施也正在积极预研建设。与
此同时，我省还积极联合上海、浙江、安徽等地，
共同启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发布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首批20项揭榜任务
清单，欢迎国内外各类创新主体应征提供关键技
术解决方案。

面向经济主战场

构建数字经济“新基座”

随着大电网快速建设发展，电网故障形态也日
趋复杂。因此，作为电网的“贴身保镖”，大电网继电
保护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成为保障复杂电网安全
最迫切的要求。

“我们要在故障发生的一二十毫秒内快速识
别出故障，快速切除，以保障电网和设备安全。”
南瑞集团电网应用研发中心副主任吴通华说，为
此团队进行了长期攻关，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原
理上天然不受分布电容电流影响的线路差动保护
技术，攻克了线路电容电流这个拦路虎，让继电保
护装置的灵敏度提高了1.5倍，这一技术目前为我
国独有。

为实现“双碳”目标，去年我国提出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由于新能源和电力电子装备接入比例
的不断提高，电网特性将发生颠覆性变化，继电保
护专业也将面临严峻挑战。”吴通华说，团队今后
5年将聚焦新型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基础理论研究
和关键设备研制，目前已经获得了2022年国家电
网10大重大攻关专项的支持，后续将加强原创性
科技攻关，早日将新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新型电力
系统中，推动江苏能源绿色转型，助力国家“双
碳”目标早日实现。

9月，苏州汉骅半导体有限公司完成数亿元B轮
募资。该公司由江苏省产研院/国创中心、苏州工业园
区作为基石投资人，与海外原创团队三方共同出资
1.15亿元人民币发起成立，致力于化合物半导体核心
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们通过‘拨投结合’
模式引进了该海外原创团队。”江苏省产研院院长、长
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介绍说，苏州汉骅半
导体核心材料为新一代无线通信、电力电子、深紫外
消毒、虚拟/增强现实等新兴产业提供核心关键技术
支持。目前该公司已在苏州工业园区建立集先进研
发、规模生产、测试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全套闭环式生
产制造基地，月产约30000片高端化合物半导体。

刘庆介绍，在“拨投结合”模式机制下，已有氮化
镓射频技术、ATTACK主动组织靶向标记技术、容
损RDMA芯片及网卡等10个江苏产研院的重大项
目落地苏州工业园区，包括汉骅半导体在内的两家
公司已入选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今年以来，省科技厅综合运
用“揭榜挂帅”等多种方式，在车规级芯片、EDA工具
等领域部署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项目115项。国家
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初步实现了新能源汽车用
第三代半导体6英寸SiC MOSFET芯片国产化。

值得关注的是，围绕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我
省近两年已部署实施4批171个项目，从前沿基础研
究、共性关键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示范到基础设施建
设进行了系统布局。今年，科技部和江苏省还联合启
动实施了“双碳”领域部省联动重点专项，结合江苏在
太阳能光伏和特种合金领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共同
推进关键技术攻关。这为我省集聚和整合全国相关产
业领域一流创新资源、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提供
了重要机遇。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10月9日，我国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夸
父一号”（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天基太阳探
测卫星跨越式突破。

“夸父一号”坚持自主创新，历经5年工
程研制，攻克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先进天
基太阳天文台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紫金
山天文台研究员甘为群激动地告诉记者，“夸
父一号”达成了三个“国际首次”：国际上首次
以“一磁两暴”作为卫星的科学目标并且配置
相应的载荷组合；国际上首次在一颗近地卫
星平台上，对全日面矢量磁场、太阳耀斑非热
辐射成像、日冕物质抛射的日面形成和近日
冕传播同时进行观测；国际上首次在莱曼阿
尔法谱线波段实现全日面和近日冕无缝同时
成像观测。

重量约859公斤的“夸父一号”，将在距离
地表72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上运行，预计工
作时长不少于4年。未来，其观测到的所有数
据将及时对全世界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实
时免费开放，为世界太阳物理研究作出原创性
的贡献。

前不久，中国电科14所主导提出的《可穿
戴电子设备与技术：仿生应用的可穿戴肌电传
感器——前臂表面肌电信号测试方法》，通过
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投票，进入
准备工作草案阶段，这意味着我国在智能可穿
戴领域中第一个国际标准正式立项。

“这是智能可穿戴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在国
际舞台上的领先突破！”中国电科首席专家尹奎
英介绍，该标准历经多年的研究与修订，依托

“灵犀手”这一前沿技术成果，最终规定了可穿
戴肌电传感器的术语、定义、分类和技术要求。

“灵犀手”是一款穿戴式的人工智能上假
肢辅助康复训练设备，它虽是一只机械手，却
可与人脑“心有灵犀一点通”。“‘灵犀手’的研
发得益于一项雷达技术，该技术目前已经迭
代到第四代，其原理是将人的动作抽象成信
号处理过程，融合了意念控制、人工智能、生
物交叉等前沿技术。”尹奎英说，最新一代的

“灵犀手”集成了温度和压力传感器，不仅可
以辅助失去上肢的残疾人重新拥有生活自理
能力，也可以应用在远程工业操控、虚拟控制
等场景中。

根深方能叶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重点
是强化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今年，省科技厅编制出台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中长期规划，支持科研人员承担实施
1500余项省级基础研究项目，围绕量子光电
前沿材料与器件基础等12个重点领域，开展
前沿引领技术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努力实现更
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我省今年获批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4721项，位居全国
省份第一。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多领域原始创新获突破

□ 本报记者 蔡姝雯 张宣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