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强调，

“推进科技创新，要在各领域积极培育高精尖特企

业，打造更多‘隐形冠军’，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

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成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把创新作

为赢得优势、制胜未来的关键增量，加快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新旧动能转换中跑出

成都加速度。

成都日报社联合成都市委政研室开展的2023

“中国式现代化成都篇章”调研行，联合调研组第三

站走进成都高新区，以成都高新区为样本，近距离观

察成都，如何加快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持续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加快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让创新资源要素更加活

跃、创新成果价值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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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研究

中共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成都日报社联合调研组调研报告

“产业链+创新链”如何共融共舞？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随着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心城市特别是城市群核心城市，日益成
为支撑创新活动和承载创新要素的重要空间，应充分发挥其战
略引领作用，在推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承担引领带动、
主体支撑、标杆示范的使命担当，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提供关键支撑。

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是中心城市
特别是城市群核心城市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的必然选择，应聚焦技术核心能力、“四链”协同配套、互融互促
机制等方面，建造高能级创新链，围绕产业“建圈强链”加强科技
创新战略力量建设，提高创新策源力对产业的引领作用；建强
高质量产业链，围绕产业链精准布局创新链，构建协同高效的
产业链；建立高富集资金链，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合理布局资金
链，提高资金在创新链上配置的灵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建设
高层次人才链，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依托人才链赋能产业
链；营建“四链”融合创新生态，健全创新链各创新主体协同创新
的体制机制，完善创新主体与企业协同合作转化的互融互促机
制，切实提高城市创新引领力、竞争力。

近年来，成都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城市，围绕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全力
提升科技创造能级水平，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成效显著；通过
加强创新投入和布局，创新链对产业链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成都积极打造校院企地协同创新共同体，着力打通政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通道，加大力度引进落地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加强建
设运行高能级创新平台，创新整体水平表现优异。成都创新能
级水平主要体现在创新策源力、科技竞争力、创新主体集聚力
等方面。今年一季度，成都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增至12家；成都
超算中心运营已为超过230家高校院所和企业提供算力服务，
超260家用户完成软件适配和性能测试；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2114家，同比增长71.1%；技术合同成交5052项，成交额增
长87.9%，其中输出技术2866项，成交额增长128.0%；新增新经
济企业注册数2.8万户，同比增长77.7%，新经济总量指数排名
连续8个月位列全国第二。

成都高新区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西部首个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在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优异成
绩，其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百强园区中脱颖而出。2021-
2022年，成都高新区连续两年在赛迪发布的“园区高质量发展
百强”中位列第7名，2022年经济指标迈上新千亿，达3005亿
元。围绕“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总体目标，成都高新区
着力推进产业“建圈强链”，通过加快建设四大功能区、高质量
建设国际合作园区、积极打造产业基金集群等多种路径，做优
做强区域能级。成都高新区发布了一揽子科创新政，积极打
造“PI－IP－IPO”创新链条。聚力创新平台建设，启动实施

“岷山行动”计划，率先在全市探索“揭榜挂帅”制度；聚力城市
标签级科技领军企业培育，聚焦重点产业链、未来产业赛道培
育引领性企业；以改革激活创新主体，首次在政策中提出打造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全面实施“科技创
富”计划，不断优化人才“金字塔”结构，大力塑造高新“金熊
猫”人才品牌。

当前，成都高新区
正加快创建世界领先科
技园区，建议在以下几个
方面继续努力：一是紧扣
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强化
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前
瞻布局未来产业，努力打
造世界级原始创新策源
地；二是持续深化改革，
积极开展新一轮先行先
试改革，落地形成一批标
志性、突破性、示范性改
革试点成果；三是努力建
设世界级创新型产业集
群，发挥高质量发展的源
头动力和重要引擎作用，
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新
高地；四是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开展高水平国
际创新合作，深度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提升“成都
高新”品牌国际影响力。

5 月 26 日，北京，2023 中关村论坛展
览现场，“其貌不扬”的 PSA5000A 矢量信
号分析仪作为成都科创力的代表之一亮
相，吸引了不少目标观众。

这是一款攻克了高相噪频率合成
等核心技术的高性能台式信号分析仪，
诞生于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 AI 创新
中心，2021 年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创
新成就展，由成都玖锦科技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

“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我们认为企
业是推动科技发展、创新的主体，提高技
术原始创新能力，推出更好的产品，对企
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成都玖锦科技
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助理徐云龙在采访
中说道。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市场主
体、经济细胞。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
融合，如何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力量呢？

这需要政府既俯下身子，把“基础
功课”做在前面，也需要登高望远、前
瞻部署。

自 2018 年开始，成都高新区以产业
培育为核心，构建“种子期雏鹰企业—瞪
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潜在)—上市龙头
企业”的四级梯度培育体系，并为不同发

展阶段的企业提供金融、人才等配套政
策支持。

截至 2022 年底，成都高新区已累计
培育上市龙头企业 13 家、独角兽企业（潜
在）近 30 家（其中独角兽企业 8 家）、瞪羚
企业 653 家、种子期雏鹰企业 805 家。在
今年发布的 2022 年备案四川省瞪羚企业
名单中，62 家入选企业有一半来自成都
高新区。

立足“高原”，筑造“高峰”。2021 年 1
月，成都高新区正式启动“岷山行动”计
划，面向国内外顶尖团队“揭榜挂帅”，以

“一链双轮六维”的制度创新体系，聚焦三
大主导产业及未来产业开展“卡脖子”技
术攻关。

目前，发布的 3 批需求榜单已吸引超
过 200 个团队申报，11 个团队成功揭榜，
随着成都岷山氢能与碳中和研究院、成都
岷山华西医疗手术机器人技术研究院、成
都岷山先进封测技术研究院等机构、企业
的落地扎根，高新区的产业发展也有了新
动力源。

不论是体系化培育科创企业，还是结
合产业需求引入创新力量，要紧紧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突出产业发展是科技创
新的主要目的。

资金是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血
液”。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能级提升，需要
资金链发挥催化作用。

今年 4 月，胡润研究院发布《2023
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
2000 年之后、价值 10 亿美元以上的非
上市公司，其中成都上榜的 10 家企业
有 7 家来自成都高新区。

“作为成都高新区重点搭建的产业
投资平台，在区内协同上，策源资本积极
参与高新区天使基金的‘接力投’，在高
新区天使基金孵化的项目中优中选优。”
策源资本总经理李小波说。

在“0 到 1”“1 到 10”关键节点上，
成都高新区聚焦重点产业领域，针对
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构建
了全生命周期投融资服务体系，为企
业精准注入“血液”，“加速键”就此按
下。

除了直接投资，成都高新区的产业
基金工作也在不断完善——

2022 年，修订出台成都高新区投资
基金管理办法，会同策源资本已完成清

科 PE/VC 前 20 榜单、共计 40 家投资机
构的对接全覆盖，完成 600 亿元产业基
金组建目标，共组建 21 只基金，其中 15
只基金注册在成都高新区。

发挥产业基金对招引工作的“强磁
场”效应——

成都高新区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建
圈强链，截至今年 5 月，已收到合作基
金推荐项目信息约 600 个，正在深入
洽谈推进的“卡脖子”技术、“专精特
新”、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项目 90 余个，
已 通 过 决 策 审 议 及 落 地 的 重 大 项 目
45 个 ，累 计 拟 投 资 规 模 达 300 亿 元
⋯⋯基金助力产业建圈强链，一大批
高能级项目落地高新区。

今年 2 月，在 2023 中国（成都）产
业基金生态大会上，成都高新区集中
签约全国 20 家机构，签约规模超 600
亿元。

“产业基金、产业投资、共创未来”，
不仅是看得见的真金白银，还必须深度
挖掘、充分激活资金链的给养作用，让

“双链共舞”的活力进一步涌现。

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引聚人才总
量超 75 万人，其中国家级人才超过 450
人、省市级人才超过1100人。

成都高新区作为中西部地区人才密
度最高、人才吸引力最强、人才活力最优
的区域之一，为什么获得众多人才青睐？

位于天府三街的国际人才城楼上，
中国成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新区）
运营中心相关负责人回答道，“我们为多
样化的人才需求和企业需求提供专业保
障，按照产业园‘聚集产业、培育市场、孵
化企业、服务人才’的功能定位，主要是
做好产业打造、企业培育、品牌推广和协
同赋能相关工作。”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集群如何打造？
一方面要聚焦自身，优化布局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链；另一方面要眼光放大，
扩大招商储备库。目前产业园内的 147
家人力资源服务专业机构，已有瑞人云、
宝航等 6 家行业百强企业将全国总部设
在这里。

怎么做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的企业
培育？

产业园做细“一对一”企业服务，聚
焦企业需求和企业特色，增强差异化培
养力度。产业园内 2019 年上市的人瑞
人才，是中国西部第一家港交所上市人
力资源服务企业；今年 4 月上市的北森
控股，成为“中国HR SaaS第一股”。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的品牌推广、协

同赋能怎么做？
今年 3 月，“蓉漂杯”首届博士博士

后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国际人才港举
办，成都高新区向优质项目伸出橄榄
枝，红外图像的深度处理与智能分析
技术及产业化等 7 个项目与成都高新
区达成合作意向，下一步将意向落户
成都高新区；毫米波雷达模组等 4 个项
目与高投创投达成合作意向，签署投
资协议。

通过做优专业能力，成都高新区为
破解人才“引得来留不住”等问题提供了
另一种思路。

“预计本月底，我们将上线升级后的
小程序，本次升级将为初到和拟到成都
高新区的人才提供‘首站式’理念全方位
服务。”在运营项目经理的展示中，新版
金熊猫人才通，就像一个热情友善的“好
朋友”，正等待着与成都高新区的新朋友
相见。

让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都高新区，一个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科技园区正加快
建设，一座城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也将获得更多助力。

（报告执笔：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帆；调研组成员：中共成都市委政研
室：黄建华、刘燃；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何晓蓉、陈伟、陈仕印、张舟、黄琴）
制图：姜蓉

用好市场化手段，把“人才链”的设计嵌入产业发展需求中

创新人才 如何“引得来”“留得住”？

长期以来，“双链融合”的一大堵点就
是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

实验室里的先进技术在产业中进入
应用场景，能否真正解决问题？研发的产
品能否生产出来，客户会不会重复购买？
能否量产，市场空间多大？⋯⋯

科技成果不是商品，从“实验室”走向
“应用场”，“谁来推动”是个至关重要的问
题。

走进天府锦城实验室（前沿医学中
心）的展厅，一张由三个圈层构成的圆形
图格外显眼：核心圈是锦城实验室，第二
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相关科
研院所，最外一圈则是华大基因、华为公
司等头部企业。

这张图，是“核心+基地+网格”的“环
实验室产业生态”具象化呈现。天府锦城
实验室通过与相关科研院所“共建研发基
地”、与关联头部企业“共建转化网格”，一
条从项目源头科学家（PI）出发、产出高值
知识产权（IP）的科技成果，再借力上市公
司（IPO）助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现产
业化的发展路径就此形成。

沿着“PI-IP-IPO”这条路径，成都高
新区已聚集包括国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
中心在内的 109 个全生命周期产业链功
能平台，以及赛诺菲、美敦力、成都先导等

3000 余家企业，去年为成都高新区带来
了1200亿元产值的生物产业规模。

“中试平台”一头连接“创新”、一头连
接“产业”。今年以来，“中试平台”成为成
都高新区的另一高频词：

1 月 9 日，发布中试跨越行动计划、
“中试十条政策”，以及首批十大中试平台
招引方向，提出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成果中试首选地。

3 月 6 日，举办“中试+”生态大会，成
都高新区提出构建五位一体的“中试+”
生态理念，通过中试赋能，5 年内孵化 100
家创新型科技企业。

成都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平台处工作
人员介绍，“我们希望通过招引‘瓦特式’
人才、汇聚各类投资主体，构建‘中试+投
资+孵化’模式，形成中试平台市场化盈
利能力。”

位于天府国际生物城的生物医药国
际平行实验室，建设有 CAR-T 等 7 大技
术平台，为优赛诺 (荣获2022年全国颠覆
性技术创新大赛总决赛最高奖项)等初创
型企业提供中试生产线，助力科技成果成
功转化。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要突出产业
化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当好一个既懂技
术，又懂市场的“推动者”。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突出产业化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

从“实验室”到“应用场”谁来推动？

“四链”深度融合
提高创新策源力对产业的引领作用

专家观察
李晶晶 （赛迪顾问城市经济
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面向国内外顶尖团队“揭榜挂帅”

“双链共舞”谁来主导？

构建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投融资服务体系，综合运用产业基金

为“产业链+创新链”提供给养 钱从哪来？

第三站：成都高新区

中共成都市委政研室

成都日报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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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成都高新区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

成都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供图

沿着天府大道一路向南，各种造型独特的建筑抓人眼球：

有“花蕊”造型的金融城双子塔，有“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天府软件园，还有

“人”字形的欧洲中心⋯⋯

这些矗立在成都高新区的建筑，不仅给人以扑面而来的想象力，也是这个国

家级高新区科创活力四射的体现。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勉励企业抢抓机遇，提高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去年来川视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科技创新，

要在各领域积极培育高精尖特企业，打造更多“隐形冠军”，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

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鲜明提出，“加快建成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成都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今后五年目标中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突破。”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西部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都高新区自

成立以来，就将“科创”基因融入成长血脉，综合实力长期位于全国高新区第一方

阵。产业链、创新链“双链共舞”，一首蹁跹悠扬的“圆舞曲”正在成都高新区上演。

6月7日，我们走进成都高新区，深入调研成都高新区在新的“攀高”路上，如

何找准产业链、创新链“双链”深度融合的结合点、联结点和发力点，在关键处落子

布局，助力全市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