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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新区(园)高质量发展情况分析

  2017年,南京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把高新区作为创新名

城建设的主阵地。近年来,全市对高新园区的布局,在数量上做减法;对高新

园区的管理和发展,在质量上做乘法。全市高新区(园)不断深化落实市委“1
号文”总体部署,改革高新园区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充分集聚

各种创新要素,推动高新园区赋能升级。在此,从创新主体、创新活跃度、创新

竞争力、创新产出等方面,对目前全市15个高新区(园)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

综合分析。

一、南京高新区（园）发展现状

南京高新区(园)总面积627平方公里,多于武汉东湖高新区、北京中关村和上

海张江。15个园区中国家级高新区有3个,分别是江北新区、新港高新园、江宁开

发区高新园;省级高新区有4个,分别是徐庄高新区、麒麟高新区、白下高新区和高

淳高新区;其余为市级高新区。2019年,南京高新区在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提升

五位,位列第15名,创2011年以来最好名次。2020年以来,高新区(园)主要经济

指标占全市比重七成左右,同比增幅大于全市,是高技术产业、高成长企业发展的

主要承载地,成为一片全域创新的“科创森林”,对疫情影响下的全市经济起到积极

提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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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1+15”管理构架

2017年11月,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南京市科技园区整合设立工作方案》

(宁委发〔2017〕34号),将原来83个产业园区整合成15个高新区(园),明确了园区

四至边界和产业发展方向,促进园区创新资源高效配置,攥指成拳形成创新合力。

2018年12月,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南京市推进高新园区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宁委发〔2018〕44号),促进全市高新园区质量变革、动力变革和能力变革,进一步

优化园区管理体制机制,打造创新名城建设高地。2020年,通过“创新委—科技

局—高新区”三驾马车联动治理机制赋能高新区发展,为打造支撑创新名城的高能

级战略平台夯实基础。高新区管委会作为非建设主体,统领、服务全市15个园区;

15个园区作为建设主体,承担落实产业发展、平台建设等职能。全面开展园区市

场化改革,推动园区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营商环境等主责主业,优化组织机

构、强化服务功能、建立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体系,显著提升园区运行效率和服务

能力。

(二)打造全域创新空间

南京高新区(园)地域上覆盖江北新区及11个行政区,初步形成一区十五园全

域创新空间格局。江宁开发区高新园充分发挥国电南瑞、国电南自等龙头企业带

动作用,聚集智能电网企业超130家。雨花台高新区依托中兴、华为等领军企业,

聚集2000多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徐庄高新区依托大企业构建创新生态圈。

先声药业建设生物医药领域的众创空间百家汇,通过搭建专业研发平台、采用“开

放式创新”模式,汇聚精准医疗创业者和创业团队,成功孵化博斯金、三境生物等一

批科技企业。新港高新园依托中智行、地平线等智能网联汽车企业,探索布局无人

驾驶应用示范场景。

(三)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作为全市八大产业链的主要承载地,高新区(园)形成软件和信息服务以及智

能电网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新医药与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2019年以来,高新区(园)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初步形成从通信软件及运维服务、互

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到人工智能的产业自迭代机制,拥有满运软件、亿嘉和、硅基

智能、中兴、华为等一批领军企业。智能电网集聚南瑞集团、南瑞继保、国电南自等

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在发输变配用调及通信七大环节形成完整产业链。新医药与

生命健康聚焦基因技术、CAR-T细胞免疫治疗药物、大分子药物等前沿领域开展

技术突破和产品创新。园区依托新型研发机构、瞪羚独角兽企业等新经济主体,超

前布局工业互联网、未来网络、6G、区块链等新业态。

79



Nanjing
Economic&SocialDevelopment
BlueBook2020—2021

(四)产学研融合深入推进

高新区(园)成为全市“两落地、一融合”工程和“生根出访”计划的重要承载

地。园区通过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与高校联合共建大学科技园、城市硅巷等多种

方式,使得产学研不断深入融合。全市的新型研发机构全部聚集在高新区(园),

并涌现一批前沿创新成果。吉相传感成像技术研究院成功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4亿像素成像芯片,中科院自动化所南京人工智能芯片创新研究院依

托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世界首款低比特量化神经处理芯片。白下高新

区联合南京理工大学共建国家大学科技园,聚焦光电子信息、军民两用高技术等

特色领域,打造军民融合大学科技园。徐庄高新区、鼓楼高新区、白下高新区与

驻区高校共同推进城市硅巷建设,例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白下高新区共建南

航秦淮创新湾区,以“无边界”理念将高校科教创新资源深度融入创新名城建设,

打造硅巷升级版。

二、南京高新区（园）高质量发展特点

自全市15个高新区(园)整合以来,园区内创新主体迅速壮大,产业集聚能力

不断增强,突出“高”和“新”的发展趋向,发挥了高新区(园)在全市创新名城建设中

的主阵地作用,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体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

特点。

(一)创新主体聚集度高,同频共振体现“高”和“新”

截至2020年三季度,高新区(园)共拥有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以下简

称“园区企业”)3021家,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总数的一半。

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引进企业能力强。2019年,园区内新增备案新型研发机构

102家。15个高新区(园)均完成备案新型研发机构任务目标,6个园区超额完成,

浦口、麒麟高新区完成率甚至达到200%。2020年前三季度,园区又新增备案新型

研发机构52家,其中江北新区新增备案新型研发机构最多,有15家。2019年新型

研发机构新增孵化引进企业共2858家,而2020年前三季度新增孵化和引进企业

就已达到3538家,远超2019年全年总数。

园区高企净增数对全市贡献大。高新区(园)2019年净增高新技术企业1221
家,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净增数的78.2%(见图1)。江北新区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最多,占园区净增总数的19.7%,其次是江宁开发区高新园和溧水高新区。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入培育库2210家。高新区(园)高新技术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占

42.4%,该比重比全市高出0.9个百分点。2020年1—9月,园区入省高企培育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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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共有2345家,为2020年新增高企储备了充足的后备力量。其中,最多的是

江北新区,达到486家。

图1 园区净增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全市比重

全市高技术产业在园区高度聚集。2020年三季度,高新区(园)拥有高技术制

造业414家,占园区规上制造业企业数的24.1%,占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

量的80.2%。园区规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数量最多的是三个国家级高新区(园)。

高新区(园)拥有高技术服务业964家,占园区规上服务业企业数的75.1%,占全市

规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总量的69.6%。园区规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数量最多的

是雨花台高新区、徐庄高新区和江北新区(见表1)。

表1 2020年三季度高技术产业企业数
单位:家

区域 高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服务业

全市 516 1385

高新区(园) 414 964

  (二)创新活跃度高,动能转化体现新潜力

高新区(园)发展动能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保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研发创新,依靠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市超九成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在园区。2019年,高新区(园)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额为439.06亿元,占全市的比重超过九成。2020年1—9月,园区高新技

术产业投资额同比增长18.0%,远高于全市5.5%的增长水平。分园区看,江北

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额独占鳌头,占园区的31.1%;其次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额比较多的依次是溧水高新区、新港高新园、浦口高新区和江宁开发区高新

园(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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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0年1—9月园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额

  园区企业研发活跃度远高于全市水平。2020年三季度,有研发活动的园区企

业占比达到68.5%,与全市相比,高出27.4个百分点。研发活跃度超过80%的有

五个园区,从高到低依次是雨花台高新区、麒麟高新区、建邺高新区、江北新区、高

淳高新区。2019年,园区企业与境外企业或机构合作开展创新的数量为62家,占

全市的70.5%。13个园区有此类合作创新,数量最多的是江宁开发区高新园、新

港高新园和江北新区。

(三)创新竞争力强,人财投入体现高水平

招才引智力度大。人才是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是高新区(园)持续发展的活

水源头,是创新竞争实力的重要方面。各高新区(园)积极落实“创业南京”英才计

划、大学生创业“宁聚计划”、“345”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加快集聚一流创新

人才。目前,一大批国际高层次人才向园区快速积聚,园区正成为吸引国际人才的

“强磁场”。高新区(园)2019年新增引进高层次人才364人,占全市高层次人才总

量的35.7%;外留学归国人员和外籍常驻人员38558人。

企业研发投入水平高。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即研发投入强度,反映

了一个区域自主创新水平和市场竞争力。2020年前三季度,高新区(园)规模以上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28%,同比提高0.39个百分点,高出全市规上企业水平

0.97个百分点。14个园区的研发投入强度高于全市水平,三个高新区(园)研发费

用投入强度超过5%,其中徐庄高新区强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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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创新成果丰硕,高技术产业展现新作为

园区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全市比重超九成。2020年前三季度,高新区(园)

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197.04亿元,同比增长30.4%,占全市高技术

制造业产值的95.6%。新港高新园的高技术制造业最为发达,产值达到千亿

元,占园区高技术制造业产值总量的45.5%,其次是江宁两个园区,江宁开发区

高新园和江宁高新区。13个园区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同比实现增长,其中涨幅最

大的是建邺高新区,同比增长了4.7倍,其次是江宁高新区,同比增长了3.4倍

(见图3)。

图3 园区规上高技术制造业产值

园区高技术服务业营收占全市比重接近八成。2020年前三季度,高新区(园)

高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533.90亿元,同比增长13.6%,占全市高技术服务业

营收的79.2%。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最多、同比增幅最大的是雨花台高新区,

营收超过500亿元,同比增长24.1%。此外,营收超过百亿元的还有建邺高新区,

同比增长19.7%;江宁开发区高新园,同比增长12.1%;徐庄高新区,同比增长

8.6%(见图4)。

专利数量大质量优。2020年1—9月,高新区(园)企业新增发明专利授权数

为3792件,超过2019年园区全年总数。其中,江宁开发区高新园最多,有619件,

发明专利授权数超过500件的还有江北新区,达到565件。PCT专利申请是体现

国际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园区企业PCT专利申请量合计1750件,最多的是江宁

开发区高新园,申请了419件(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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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园区规上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

表2 2020年1—9月国家级高新区(园)专利情况
单位:件

所属园区 当年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 当年企业PCT专利申请量

江宁开发区高新园 619 419

江北新区 565 239

新港高新园 294 141

三、南京高新区（园）发展中的短板

(一)各园区发展水平不均衡

从各项统计指标看,江北新区、江宁开发区高新园、新港高新园这三个国家级

高新区(园)整体发展实力较强,在园区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而地

处南京南北两端的高淳高新区、六合高新区发展实力相对偏弱,且与国家级高新区

差距较大。高淳高新区规上高技术制造业产值最低,仅为新港高新园的0.41%,

高淳高新区规上高技术服务业营收也最少,仅占雨花台高新区的0.09%;江北新

区2019年新增高企240家,六合高新区仅21家。15个高新区(园)统称“南京高新

区”,是南京的同一块品牌,园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必然影响园区整体实力。

(二)部分园区同质化问题依然存在

部分园区产业布局特色明显,例如新港高新园高技术制造业发达,而雨花台高

新区高技术服务业强大。但很多园区发展状况相近,长着同一副“模样”。例如,徐

庄、鼓楼、栖霞、白下、建邺等高新区(园)同属于科技服务业实力接近,而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微乎其微一类企业。高淳、浦口、六合、麒麟高新区的高技术制造业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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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业均偏弱。园区未体现错位发展的格局,不符合《南京市科技园区整合设

立工作方案》中相关要求。园区同质化发展会导致园区之间相互竞争同类资源,造

成园区运行质量不高。

(三)创新投入产出效率不高

园区创新产出很喜人,但从投入产出来看创新效率又稍显不足。在园区企业

增加值总量方面,麒麟、六合、高淳高新区排位靠后;在园区企业增加值对区域经济

贡献度方面,雨花台高新区贡献度超过20%,有7个高新区(园)贡献度在10%—

20%,而高淳、白下、鼓楼、徐庄、六合高新区对所在区域经济贡献度都比较低,均在

10%以下。

四、对策与建议

(一)对标找差做对手,密切合作做队友

要实现园区高质量发展,每个园区都不能掉队。对标找差,发现不足及时弥补

短板,从而缩小园区之间的差距。“对标”应更合理、更精准,可以为每个或每一类

园区量身定制学习对象,学习对象可以是南京的园区,也可以是其他地区情况较为

相似的先进园区。园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催生更大范围的区域分工合作。

“对手成队友,抱团打天下”,园区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各园区在科教、人才以及

空间、载体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弱化甚至弥补园区之间的差距。各伙伴园区需要进

一步打破行政边界,明确具体的上下游产业链建设规划,以延长主城区园区创新创

业链条为目标,加快创新成果产业转移,跨区发展打造产业创新集群。同时,完善

相关评价考评办法,使合作成果归属评判更合理,园区合作更无顾虑。

(二)制度先行,加强规划,找准定位

无论是园区要实现错位发展还是强化伙伴园区融合发展效应,首先都应该是

制度先行,从加强规划开始。按照《南京市推进高新园区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及

《加快推进全市主导产业优化升级的意见》(宁委发〔2017〕33号)要求,力促园区对

主导产业及入驻企业进行充分调研,并结合园区产业定位和比较优势,尽快制订、

完善详细的产业发展规划及推进方案。把《南京市科技园区整合设立工作方案》中

对园区的主导产业规划细分到更具体的领域,以营收增长为重点推动提升本区域

产业层级和水平,将自身主导产业做大做强,显现各自优势和特色。另外,园区的

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当前应有所侧重,有所取舍。及时把园区应当强而不强的指标

弥补上,而不是哪个指标全市排名靠后就补哪方面,对于目前实力相对较弱的园区

来说也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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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园区长“高”变“新”需更强内核

部分园区的经济贡献率偏低,说明总体上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缺乏优质

企业,部分园区虽然“高”“新”企业数量多,但高而不强、新而不强。园区应对各类

企业开展摸排,遴选优质企业,分类分级建立企业培育台账,开展跟踪辅导和服务,

提升培育高企的质量,关注企业经营和成长状况,牢牢把握园区“高”和“新”的发展

方向,围绕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制造、新型电子、软件信息服

务等,促进更多龙头企业和高质量的企业在园区聚集,进一步实现园区产业转型升

级。另外,除了关注园区开展创新的活跃度、覆盖面,更应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力度,通过开展研发活动掌握更多核心技术,让优质企业和科技创新成为园区不断

长“高”变“新”的坚强内核。

作者:刘婷婷(南京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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