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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江苏首创”刷屏
背后藏着哪些密码

从申请办理到审批完成打印执照只要20分钟，全国第一张“不见面”办理的公司
营业执照在南京诞生；在全国首创“海外仓离境融服务模式”，企业出口退税3个工作
日以内即可到账；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江苏产研院”）首创“团队控股”
混合所有制，聘请“项目经理”整合全球资源组建团队……“江苏首创”屡屡刷屏。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江苏先行先
试，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形成了不少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从“东方桥头堡”连云港出发，一趟趟
国际班列满载“江苏制造”，驰骋在新亚
欧大陆桥上；苏州工业园区荣获江苏首个
且唯一的“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生物
医药等优势产业链加快发展，向全球延伸
……5年前，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
（简称“江苏自贸试验区”）宣布获批，为
江苏经贸对外开放注入了无限动能。

新药研发报审流程长、耗时多，如何
助力企业新药尽快上市？南京自贸片区
设立全资国有公共服务平台——生物医
药公共服务平台，重点打造基因测序中
心、质谱分析与检测中心等公共平台，助
力企业降低研发投入。其中，国家生物技
术药物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年服务产业链
企业500余家。

南京驯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每两到
三周就能培养出一批个人份的精准靶向
细胞药物。“我们研发、生产过程中需要
应用到进口特殊物品，在过去面临通关
难、周期长等问题，多亏了生物医药产业
查验公共服务平台，相关物品的查验放行
周期缩短至不到48小时。”驯鹿生物工作
人员说。

在苏州自贸片区，以“长三角一体化”
国家战略为契机，率先开展了长三角一体
化特殊物品风险评估结果互认试点，通过
政府监管的一体化，让企业“少跑腿”的
同时，能更顺畅地获取研发所需的原材料
等。“我们通过评估结果共享互认，解决
同生产商、同种特殊物品在不同关区需重
复实施风险评估的难题，审批时限压缩至
1个工作日。”苏州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说。

5年来，南京、苏州、连云港3个自贸
片区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累计总结形成
制度创新成果近400项。2023年江苏自
贸试验区新增设立企业 1.7 万
家，实现外贸进出口 4679.5
亿元，同比增长 8.9%，实
际利用外资17.4亿元，同
比增长6.9%。开放
型经济指标位居全
国同批自贸试验区
前列。

位于昆山开发区的苏州亿创特智能
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条长达80
多米的自动化超高强度柔性辊压产线上，
一块钢板经过40个轧辊模具的“一路塑
形”，变成多个钢制结构件。

该公司总经理晏培杰说，当时，他找
银行贷款，后者要抵押；找风投基金投资，
人家要控股。江苏产研院慧眼独具，使创
业团队获得了江苏产研院与地方合作的
3600万元拨投资金。从成立至今短短3
年，公司年收入已超2亿元。

这是江苏产研院首创的“拨投结合”
政产学研一体化孵化机制，也是以机制创
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一项具体举措，让
创业者“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江苏产研院不仅是江苏科技体制改
革的“试验田”，也是全国产业科技创新的
标杆。十多年来，这座“超级孵化器”加速
运转，截至2024年4月，“拨投结合”扶持
的新技术项目，已先后投资12亿元，扶持
落地项目累计85个，带动地方投资13亿
元。

近年来，江苏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比如，在全国
率先出台“科技改革30条”，推出“揭榜挂
帅”等举措，激活科技创新的“一池春水”。

仅在扬州，三年来，“揭榜挂帅”行动
直接服务企业535家，征集技术创新需求
874项，推动企业新增项目研发投入超2
亿元，项目研发人员近1400名，相关项目
实现销售收入近40亿元，专利申请超过
500件……更多能挑科技大梁的领军人
才、更多优秀研发团队脱颖而出。

小到住房公积金在线提取、户籍迁
移，大到出入境办证、公司营业执照申报，
点点手机就能办。看似寻常的操作，背后
离不开各种探索创新。

时间回到 2017 年 4月，南京市栖霞
区居民徐燕在家点开手机客户端上的栖
霞区“市场主体不见面审批系统”，根据提
示提交申请材料后，几十公里外的尧化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即时接收到了
申请。“请拿着身份证正面对准镜头”，工
作人员提醒她验证身份。20分钟后，徐
燕申请的营业执照便审批完毕。全国首
份“不见面审批”的营业执照由此诞生。

这是江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小
小剪影，这种“不见面审批”模式开始逐渐
在全省推广。

2017年6月，江苏政务服务网正式上
线。此后，江苏政务服务App问世，并先
后进驻支付宝小程序、微信小程序……

“网上办”逐渐实现“全渠道”，虽然审批
“不见面”，但服务“不掉线”。如今，江苏
“不见面审批”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已打造
成全国改革品牌。

优化营商环境，关键在千方百计助企
降本增效。对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来说，
财政奖补资金可谓“及时雨”。“近年来，我
们通过奖补平台申请了设备补助类工业和
信息产业发展资金等14个奖补事项，获得
奖补资金5900多万元，最快的一笔3个工
作日就到账了。”淮安澳洋顺昌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负责人熊岩说。

2020年以来，淮安大胆创新，先行先
试，在全国设区市首创财政奖补集成服务
改革。2023年，淮安制定《淮安市深化财
政奖补资金直达机制改革实施方案》，打
造“新概念、新机制、新应用”“一站直达”
奖补平台，改革升级到3.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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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如今，越
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在江苏学习、工作
和生活。7月 8日起，现代快报推出“外
国人眼中的‘开放江苏’”系列短视频，通
过国际友人的视角讲述他们在江苏创业
成长发展的故事，展现他们眼中的“开放
江苏”。

“中国是我的创业故乡，江苏常州实
现了我的创客梦。”以色列人依兰·迈蒙
（Ilan Maimon）喜欢称自己是“新常州
人”。

依兰是一位来自以色列的企业家、
创客，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2011年，
他在常州创立了一家咖啡研磨机生产企
业。得益于常州良好的营商环境，依兰
的企业飞速发展。之后，依兰又想为咖
啡机装上“智能大脑”，于是开启了一系
列创新研发。

在常州创业成功后，依兰萌生了想
要帮助更多以色列企业来中国生根、发
展的想法。“我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
帮助更多的以色列企业认识常州，并在
这片沃土上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说到
做到。如今，依兰的摩希创新加速器，正
着力为各类科技型企业提供最优的创业
环境。

依兰在常州的创业经历正是开放江
苏的一个缩影。

作为“新常州人”，这些年来依兰见
证了常州的飞速发展，也对江苏、对中国
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在他看来，作
为经济大省，江苏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
和迅猛的发展势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
目光，成为许多外籍友人工作生活的第
一选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杜雪迎 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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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兰·迈蒙：
这里是“创客”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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