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科技创新 驱动工业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比重达40.5%、全省9个国家高新区综
合排名均实现进位赶超、综合科技进步
水平居全国第 16位、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预计达 1.8%……2022 年取得
的这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从不同侧面
凸显出科技创新给江西工业带来的可喜
变化。

眼下，江西的科技创新正燃起燎原
之火，为工业高质量发展增添驱动力。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多点开花。聚焦
产业创新发展需求，江西省科技厅牵头
组建了一批科技创新联合体，梳理出300

余项产业链关键技术问题，建立清单销
号制度，集中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
近两年，以“揭榜挂帅”等形式，组织实施
省重大重点科技项目 480 多项，投入省
级科技专项资金 5.11亿元。同时，积极
争取国家项目支持，获批国拨经费 9.76
亿元，比上年增长81%。

科技型企业培育稳步推进。2022
年，江西入国家库科技型中小企业10842
家，评选出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 188家，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891家，截至2022年
底，全省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6334家。同时，出台了科技金融支持创
新创业若干措施，加强科技与金融深度
融合，着力解决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融
资难题。

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如火如荼。我
省推荐的种猪、食品 2 个全国重点实验
室已获科技部批建，医药领域 2 个全国
重点实验室正在准备答辩；依托中科
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建设的稀土重点实
验室获中科院正式批复，年内有望获
科技部批准为全国重点实验室。由中
国稀土集团牵头的国家稀土技术创新
中心创建工作正持续稳步推进；国家
中药资源与制造技术创新中心的谋划

创建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我省战略
科技力量进一步优化整合，建立起“以
省实验室为引领、省重点实验室为支
撑、省技术创新中心为落脚点”的省级
创新平台建设体系，启动了“复合半导
体省实验室”建设，并正在谋划建设其
他领域省实验室。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气势如虹。制定
了《江西省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方案》
（试行），提出了 12条具体举措。不断提
升技术市场服务能力，2022年全省技术
合同成交总额超 700亿元。深入推进数
字经济做优做强“一号发展工程”，持续
推进03专项试点示范，2022年全省物联
网产业收入有望突破 1800亿元。同时，
围绕“2+6+N”重点产业发展，汇聚创新
资源和科技力量，持续建设南昌航空、中
国（南昌）中医药、南昌VR、赣州稀金、上
饶大数据、鹰潭智慧等科创城，着力打造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深度融合主阵地。

推进“双链”融合探索“江西方案”

据悉，下一步，江西省科技厅将持
续加快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为
我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强技术。围绕“2+6+N”重点产业
及其延伸的 14 个产业链中的关键核心
技术问题，加快探索科技攻关新型举
国体制的“江西方案”，取得一批原创
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加强科技
成果产业化实施试行方案的宣传贯
彻，推动 12 条具体举措落实落地落细，
加速重大科技成果在我省落地转化和
产业化。

强平台。紧抓战略机遇，在稀土、中
医药、资源环境、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争
创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等重大创新平台。加快布局建设省实验
室，稳步推进省重点实验室和省技术创
新中心优化重组，聚力提升我省战略科
技力量。

强企业。健全“以独角兽为代表、高
成长性企业为龙头、高新技术企业为主
体、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后备”的科技型企
业梯次培育体系。深化政银合作，抓紧
推动“科创基金”组建，为科创企业拓宽
融资渠道。大力推动规模以上企业建立
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提升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为我省工业高质量发展汇聚科
技“生力军”。
（全媒体记者 储符琳 实习生 吴雨欣）

2023年1月31日 星期二

责编：许可 校对：滕嫣 电话：0791-8682189003版特别报道

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

围绕全省 14 条重点产业链和各地
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开展产业链清单化、
目标化精准招商。按照“高大上”“链群
配”思路，建立由“省领导挂点、链长制部
门牵头、相关设区市和国家级开发区为

主体”的省市联动招商机制，每年筛选
150家左右“够得着”的世界500强、中国
500强、民营500强、行业龙头企业、产业
链上下游紧缺的关联配套企业，作为招
商引资重点对接的目标企业，省市联动
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开展精准招
商。加强跟踪调度，建立工作台账、实行

目标管理、全力推进落实，确保每年引进
一批龙头企业投资的大项目和“专精特
新”好项目。

引进重大项目持续招商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持续抓重大项
目引进和建设，抓住了重大项目就牵住
了发展的“牛鼻子”。省商务厅将进一
步优化重大项目的范围界定和认定标
准，制定方案、优化流程、强化督导、提
升质量，形成持续招大引强的定力和压
力。完善项目考核制度，既注重规模，
又注重质量，将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
强、对产业链上下游具有引领作用的项
目纳入考核和推进。统筹抓好在库管
理的存量重大项目建设，实行滚动式管
理，加强协调服务，加快建成达产。强
化现场督导核查，采取集中核查与不定
期核查相结合，适时开展第三方服务机
构独立抽查，及时通报结果，坚决把项
目做实。

打造活动平台常态化招商

一方面打造省内主场招商旗舰性
活动平台，积极筹办第四届世界赣商大
会、协同办好世界 VR 产业大会。另一
方面，强化“走出去”招商，持续举办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跨国公司
（上海）交流会，恢复举办赣京会等，全
面融入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国家
战略，引进一批重点产业项目。此外，
持续推动各级党政主官招商，压实市县
抓招商引资的主体责任，创新开展委托
招商、驻外办事处招商、人才招商、“三
请三回”招商等，省市联动打好招大引
强攻坚战，保持常态化引进重大项目的
强劲态势。

加大制造业引资力度

2022年，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了《关
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
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要求全
国各地“加大制造业引资力度，推动利
用外资高质量发展”，省商务厅认真贯
彻有关要求，境内境外同时发力，力争
在引进制造业外资项目上实现突破。
加大赴外招商力度，密集组织高访团赴
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
开展招商活动；强化“请进来”，与商务
部有关单位合作举办“跨国公司走进江
西”、德国企业进江西等境外企业专题
招商；组建专业小分队常驻北京、上海、
深圳等跨国公司总部和外资投资性公
司密集的地区开展驻点招商；会同基础
较好的设区市打造跨国产业园，整体承
接先进制造业项目。

聚焦开发区吸引外来投资

开发区是对外开放的“主阵地”、重
大项目的“集聚区”、工业发展的“主战
场”。省商务厅以开发区引进招商项目
为抓手，指导各级开发区聚焦首位产业
引进重大项目，加快培育一批电子信
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开发区创
新发展、错位发展。积极推进省内开发
区与东部沿海开发区结对共建和建设

“飞地园区”，构建“研发在沿海、生产在
省内”的合作机制，打造沿海产业转移
的重要承接地。截至目前，我省开发区
吸引了全省 80%外来投资，聚集了约
90%已投产工业企业，贡献了超过 80%
的工业税收。

（全媒体见习记者 熊嘉）

着力推动“2+6+N”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拓链

奋力攻克“2+6+N”产业“卡脖子”难题

招大引强是工业发展的“动力源”和“助推器”。2022年，全省招商引资总量突破历史
高点，达11585亿元，增长9.6%，其中制造业招商引资占全省比重达75%。今年，省政府
工作报告把“招大引强工程”列入重点实施的“九大工程”之一，省商务厅作为牵头职能部
门，将树牢“项目为王”意识，统筹推进全省招大引强工作，推动“2+6+N”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拓链，全力引进重点工业项目，着力为工业经济发展蓄势强能。

在萍乡市上栗工业园，鑫通机械的员工在生产车间内工作。上栗工业园的很多企业深
度参与湖南长株潭先进制造集群，鑫通机械为长沙市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配套。

（资料图）

▲▲

围绕工业强省战略部署，江西省科
技厅牢牢把握“2+6+N”产业发展的创
新需求，聚焦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
大力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2022年
全省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预计
达1.8%，科技创新成为助推江西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