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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人：丁 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北新区发展研究院执行院

紫金传媒智库高级研究员

沈德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博士

南京市委研究室副处长

202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希望江苏在科技

创新上率先取得新突破，打造全国重要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使高

质量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

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当前世界已进入大科学时代，更加凸显基础研究在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国内有关地区和

单位已经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了积极布局，如上海首创“基础研究

特区”，选择基础研究优势突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给予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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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下放充分的科研自主权实现更多“从 0到 1”的原创成果。

合肥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积极创建国家基础学科研究中

心，高起点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发展，推动原始创新不断

展现高峰。腾讯发起“新基石研究员”计划，选人不选项目，给予

入选者连续 5年每年数百万元的支持，鼓励自由探索“未知的未

知”，为社会资本支持基础科研生态创新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一、南京强化基础研究优势存在的主要挑战

南京是科教大市，在全球创新城市中排名靠前，但在基础研究

领域与北京、上海、深圳、合肥、武汉等地相比有明显的差距，具

体表现为：一是重大基础创新平台相对落后。全国重点实验室、国

家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科创平台资源整合能力不强，缺少集中攻关

的系统组织和社会资本的有效参与。国家已布局建设的 77个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南京仅有 1个，数量远低于北京、上海、合

肥、深圳。在国家大科学装置“十四五”培育名单中，南京没有 1
家入选，而武汉获批 3家，并获批第 5个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二是

基础研究企业主体地位不突出。近年来，阿里巴巴支持达摩院和西

湖大学建设，腾讯发起“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计划，

华为设立“难题揭榜火花奖”，而南京尚无大企业能够发起具有全

国性影响力的基础研究项目。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南京仅

112家，与北京（595）、上海（510）、宁波（283）和苏州（174）
等地有较大差距。百亿级、50 亿级企业数量不多，缺少像华为、

大疆那样的龙头企业，协同攻关能力不足。三是基础研究支持政策

有所缺位。与上海“基础研究特区”、安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

等相比，南京现有科技政策存在“小而散”现象，对基础研究缺乏

足够重视，总体布局不够完善，没有统筹和扶持基础研究的专项政

策。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顶尖人才“育不出、引不来、留不住、用

不好”的问题比较严重，成为制约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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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南京强化基础研究优势，助推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主承载区

建设的相关建议

1.争取举全省之力支持南京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

科技创新中心。“在科技自立自强上走在前”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赋予江苏的重大任务和战略使命，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能否及时创建成功，是衡量南京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标志。建议全省集中力量支持南京

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聚焦世界产业科技

前沿阵地目标，争取省级部门的集成式重大政策支持，推动重大创

新平台向南京集聚，加快形成省市联动、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科技创新治理新格局。特别是杭州市已提出全力争创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浙江省委省政府给予巨大支持，这对南京的创建有极

大的触动作用。

2.加快构建具有南京特色的战略科技力量。打造战略科技力

量，是深化推进基础研究建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

求。建议加快补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短板，瞄准科学前沿，聚焦国

家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促进大装置与南京基础研究学

科优势相结合，争取有 2-3个科技重大基础设施进入国家“十五五”

建设规划培育名单。推动紫金山实验室强化人才、投融资体制创新、

提升承担国家重大战略科技任务能力，推动原始创新成果“沿途下

蛋”，力争提升在国家实验室序列中的地位和作用。南京在天文和

空间科学领域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而目前国家在该领域还没有布

局国家实验室，应该抢抓机遇，集聚优势创建国家空天实验室。加

强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创新中心和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

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把国家所需和南京所能相结合，推动

形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的强大合力，在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上

形成“南京优势”。



—4—

3.引导领军企业在发挥基础研究创新主体作用上有新贡献。日

本有多名企业界人士荣获诺贝尔奖的经验证明，企业同样可能成为

基础研究的创新主体。国内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已开始向基础研

究进军。建议引导南京领军型企业面向中长期科技需求，不以短期

盈利为目的，探索科技与产业结合的突破方向，建立自主增加基础

研究投入的长效机制。鼓励龙头企业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具有“南

京高度”的基础前沿类基金、项目或奖项，形成全国甚至世界级的

影响力。对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给予更大力度的税收减免

激励，激发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动力。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招引专项

计划，针对不同类型人才制定专项服务计划，大力引进培育“高精

尖缺”和基础研究急需人才。

4.探索建立“基础研究特区”，营造鼓励有组织科研和自由探

索相结合的创新生态。注重发挥政策合力，围绕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的建设目标，编制 10年以上的基础研究行动方案，更好统筹基础

研究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参考深圳立法经验，规定基础研究经

费不低于市级科技研发资金的 20%（2022年南京基础研究占全社

会研发经费支出比重为 15%）。推动高校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科技

发展瓶颈，优化调整专业学科设置，探索建立以应用为导向的“基

础研究特区”，对优势基础研究学科进行长周期经费支持。深化科

研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管理机制，最大程度为科研

人员减负，保障科学家充分的自主权和决定权，支持战略科技人才

勇闯“无人区”。

主送：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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