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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南京栖霞争先进位的创新密码

榜单是透视区域发展的一扇窗口。
2024 年，南京栖霞区位列 2024 赛迪创
新百强区第56位。在日益激烈的区域竞
争中，“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态势愈加
明朗。从榜单中，我们可以触摸到栖霞争
先进位的密码。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季雨 徐苏宁

中国（南京）智谷

在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栖霞主
动布局，力求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
新兴领域寻找突破口。

“人工智能+”已成为当下全球科技
竞争的焦点。越来越多民营企业以创新
为引擎，在这一赛道上加速竞跑。栖霞
区正在寻找怎样的历史坐标？

2018年，国内唯一以“图灵”命名
的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以下简称“图
灵研究院”）落地栖霞中国（南京）智谷
（以下简称“智谷”）。栖霞区政府专门
成立了专班——“图灵服务小组”，全
面发力，从前期落地的繁琐手续，到后
续发展的各类难题，均悉心应对。不
仅为研究院提供长达5年的免租载体
空间，给予定向扶持资金，还创新性地
以入股形式与研究院达成深度绑定合
作，事无巨细且高效地推进研究院建

设，也彰显出栖霞区拥抱人工智能产
业、呵护其发展的决心。

记者了解到，自图灵研究院成立6
年多来，已孵化和投资企业超过60家，
光落地在栖霞的孵化企业就有近 30
家。智谷也早已成为人工智能企业开枝
散叶、聚沙成塔的摇篮，集聚人工智能企
业超500家，引育诺贝尔奖、图灵奖获得
者及院士、教授等为代表的人才超百名，
现有人工智能研发人员5000余人。

根据 2025 年栖霞区政府工作报
告，该区将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
造大模型产业集聚区，人工智能研发
及应用企业达 600家以上，核心产业
收入突破150亿元。与此同时，还将瞄
准低空飞行服务、无人机、激光通信等
领域布局低空经济，丰富应用场景，抢
占新赛道。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

近年来，栖霞区充分发挥创
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
用，抢抓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机遇，
深入实施“初创—科小—高企
—瞪羚（独角兽）”科技型企业
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大中小科
技企业创新矩阵梯次并进，进
一步加速打造雁阵式科技企业
矩阵，推动形成科技型中小企
业“铺天盖地”、高成长性企业

“顶天立地”的发展态势。
2024 年，栖霞科技型中小

企业达到2500多家，新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93家。新增国家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省
级专精特新企业55家。

比如南京港机重工制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港机”），
2024年入选国家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买门机就到南京港机”
是无数港口企业对南京港机的高
度认可。创新是栖霞的底色，也
是南京港机做到“单项冠军”的秘
籍。公司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在

“智改数转”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每年都有新款产品面市。如今，
其拳头产品港口门座起重机已经
远销东南亚、非洲等16个国家和
地区，在港口门座起重机细分领
域做到了全球第一。

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通过
“智改数转”焕发新生，得以在
更大的舞台上大展身手。据统
计，“智改数转网联”已覆盖栖
霞 154 家企业。2024 年，新认

定的省级智能工厂有6家、智能
车间有9个，南京经开区还入选
全省首批“万兆园区”。

在惠企制度上做“加法”，在
审批流程上做“减法”，在服务
方式上做“乘法”，在解决企业
痛点上做“除法”。栖霞区也通
过不断提升“硬实力”“软环
境”，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在这里

“落地生根”。让企业轻装上
阵、加速“奔跑”。

科技成果转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题中之义。

众多高校、20万师生、45名两院院
士、1800多名高层次人才、19个双一流
学科……作为江苏省科教资源最为集中
的区域之一，近年来栖霞区厚植创新土
壤，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创新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理念，让科技创新“关键变量”
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增量”。

以往谈科技成果转化，常常提及
“打通最后一公里”，“踢”好产业化前
的“临门一脚”。事实上，概念验证这
个“最初一公里”也同样重要。

2024年，栖霞区与高校共建概念
验证中心，其中入选省级1家、市级4
家。其中，南京大学概念验证中心聚
焦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
药大健康三大产业领域，建立完善项
目筛选、培育、投资、市场化运营流程，

加速推进创新技术成果转移转化进
程，成立项目扶持基金、概念验证先导
基金，同时引入社会化资金用于扶持
初创期企业发展。目前已有22个项目
获得资金资助。

创新成果由书架走上货架，离不
开体制机制的创新。栖霞区、南京经
开区、仙林大学城出台了深化校地融
合行动方案及一揽子政策保障措施，
助力校地融合各项政策精准直达，抓
住部省共建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
化中心（江苏）机遇，服务13家国家重点
实验室有序重组，并着手南京仙林科技
成果转化中心和江苏省科技资源统筹服
务中心（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仙林
中心建设。一系列举措，为高校和企业
双向选择提供了“超级市场”。

2018年、2024年，栖霞区两次获评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区”称号。

在培育科技企业的过程中，
科技人才资源为企业实现创新
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在栖霞，高校里专注学术研
究的教授、讲师也可以拥有双
重身份，与企业双向奔赴，成为
企业里的“科技副总”。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信
息安全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
任史律就是众多“科技副总”中
的一位，他正在南京昌拓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任职，凭借自身
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为企业

解决诸多关键技术难题，成为
企业创新发展的“加速器”。把
DeepSeek 接入到企业目前的
代码开发工作上来，是眼下史
律着手在做的事情。“目前我
任职的企业属于传统的集成
商，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提
高企业科技含量，提升核心竞
争力。”史律说，他还打算为企
业打造“代码仓库”，提高代码
的复用率。在史律看来，到企
业任职是一件双赢的事。把研
发课题、科研成果带到企业生

产第一线，可以帮助企业研发
新型产品、改进生产工艺、提高
效率水平。“企业端受益，高校
端也同样是受益者。”史律说，
作为教师，可以让这些生产一
线的案例回归教学，让人才培
养体系更加完善，这是产教融
合的最生动实践。

目前栖霞区已累计聘请
100多位高校高层次人才前往
康尼机电、海陵药业等重点企
业担任“科技副总”，带领科研
团队开展技术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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