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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田野变身为高新产业集

聚区，上海市北高新（南通）科技

城（以下简称“市北科技城”） 走

过十年。十年间，农田变大厦，泥

路变大道，洼地变高地，实现了时

间、空间、发展历程的多维度跨

越。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背景

下，科技城历经淬炼，跨越长江两

岸，携手沪通两地，谱写了一段

“从无到有”的奋斗史，更探索出

一条“从有到优”的进阶路。

科技生态融合发展，跑出产业合作加速度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上海市北高新集团发力构建市北高新（南通）科技城，建立起“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
完整科创产业发展链

在去年举办的长三角开发区合作共建

与联动创新高峰论坛上，这座拥有上海血脉

的“产业飞地”被授予“长三角共建省际产业

合作示范园” 称号， 成为业界焦点和标杆。

荣誉在肩， 驱动市北科技城奋鞭扬蹄， 以

“全面提升” 的姿态奔跑在产业合作发展的

新赛道上。

就在前不久，位于市北科技城北翼中轴

的核心产业片区迎来了生命大健康企业的

集中签约———总投资 1 亿美元的思瑞科技，

总投资 5 亿元的百优达生命科技，总投资 2

亿元的上海华聆人工耳蜗等一批重大项目

正式入驻启动。 至此市北科技城 1905 亩工

业用地完成全部出让， 构建形成了汽车电

子、生命大健康、集成电路和消费互联网为

主导的“3+1”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实现项目

总投资超 390 亿元， 各类税收累计超 31 亿

元，预计全部建成后园区总投资将超过 500

亿元，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产业、资本在这里汇聚，技术、人才在这

里培育。 十年磨一剑，市北科技城已经逐渐

成长为长三角一体化合作的“先锋”，成为沪

通合作园区项目的标兵典范。 面向未来，市

北科技城将以率先打造“长三角融合发展的

示范区”为己任，以科技、生态为根基，将长

三角区域丰富的资源要素渗透进园区，构筑

长三角产业引培的示范区、生态环境的示范

区、区域合作的示范区，不断激发跨区域协

作共赢的新动能。

筑巢引凤
打造低碳零排绿色产业社区

2010 年 8 月， 上海市闸北区 （现静安

区）与南通市两地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决定

由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与港闸区

人民政府合作，开发市北科技城项目。 由上

海市北高新集团负责品牌输出、 出资打造、

管理运营， 这也是市北高新集团积极实施

“走出去 ”战略 ，促进沪通两地在 “品牌 、项

目、资金、资源、人才”等方面合作的新尝试。

借鉴吸收了现代产业社区的开发理念，

市北科技城从建设之初就坚持高起点、高前

瞻的规划布局，市北高新集团先期一次性投

资 40 亿元，用于征地、动拆迁、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及园区服务管理。在南通市政府大力

支持下，园区于 2012 年完成动拆迁工作，于

2013 年拿到全部土地指标，为土地一级、二

级开发赢得先机，避免了传统产业疏解腾退

难、百姓民居拆迁安置难、边拆边建导致规

划束手缚脚等问题。

一张白纸绘蓝图，一方沃土建新城。 园

区邀请日本日建公司担纲设计，以世界先进

科技园区发展经验为鉴， 采用商业综合体

（HOPSCA） 设计理念对市北科技城全域进

行系统化城市规划，园区生产、生活区域既

条块分明又有机融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市北科技城沿

用上海园区生态治理经验， 打造出面积达

65 万方的绿化景观，建设了长达 12.5 公里、

26 万方独立循环、自成体系的生态水网，以

及与四季风光相映成趣的十大景观点、网红

花海等。 如今走进市北科技城，犹如走进一

个会呼吸的生态大公园，水绿相融的景致令

人心旷神怡。

好环境离不开好管理。 历经十年发展，

一幢幢工业化厂房在市北科技城拔地而起，

低碳零排的生产理念让这里看不到一处烟

囱冒烟，找不到一处污水直排。 为了提高单

位面积内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的能力，市北

科技城斥资打造智能监控中心，形成了由数

百个视频监控点组成的户外、建筑、道路、河

道和交通站点的智能监控系统，对管辖范围

划分网格进行专人专职巡逻管理，同时引入

精细化管理经验手段，开展“河长制”“路长

制”检查评比，通过分组竞赛角逐的方式，调

动全员参与、 共同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十年如一日守得一方平安。

龙头引领
构筑战略产业全链条生态圈

招商引资是产业园区的生命线，市北科

技城将项目建设作为“一号工程”，狠抓“科

技招商”不松懈。 早在数年前，园区“七通一

平”建设完成、形态初显，招商引资刚起步，

却面临实体经济内生衰退、制造业转型阵痛

等等，种种外部不利因素都给市北科技城的

招商带来重重压力。

市北科技城始终不忘初心，坚持招商选

资，坚持产业科技内涵不动摇。 随着市北科

技城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这片区域也愈来

愈得到投资客商的注目和青睐，有一些企业

主动找上门来，却因产业不对口、科技含量

不够高，被婉拒门外。“当时有很多人无法理

解，尽快出地、及时回笼资金难道不好吗？可

是，正因为有当初‘固执’的选择，才换来了

如今高新产业集聚的良好局面。 ”上海市北

高新集团总裁陈军这样回忆。

从现代服务业到先进制造业，再到高新

技术产业， 市北科技城在经历了多轮产业迭

代升级后，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好

路子。 汽车电子、集成电路、生命大健康、消费

互联网，市北科技城紧紧围绕南通市市北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3+1”产业政策发力出击，在

南通市、区两级政府的支持下，先后打造出车

创智车城、宝月湖生命健康产业园、长江智谷

信息产业园等主题园区，引进企业 230余家，

勾勒出产业集聚发展的新态势。

龙头引领，撬动产业链上下聚合。 北京

经纬恒润的入驻，为市北科技城汽车电子产

业的集聚发展打下桩基。作为国内汽车电子

行业领军企业，经纬恒润在无人驾驶的高级

驾驶辅助系统、车联网关键设备 T-BOX 生

产等方面领跑行业。 2017 年，经纬恒润在市

北科技城成立全资子公司江苏涵润，总投资

近 10 亿元， 深耕汽车电子零部件领域并不

断扩大生产规模，打破国外企业在相关领域

的垄断地位。

“企业得以尽快开工建设、顺利投产，并

享受到一系列的优质服务和优惠政策。 今

后，经纬恒润的智能驾驶业务将以科技城为

根据地，辐射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整车企业客

户，直接吸引智能驾驶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

关注市北科技城，协助推动区域智能驾驶产

业群的发展。 ”经纬恒润南通基地负责人刘

畅说。

很快，一批“清华系”汽车电子产业项目

慕名而来，包括京芯光电、奥易克斯、势航科

技等产业链企业纷纷落地，形成了上下游互

补、技术合作、人才交流的集聚效应。

科创高地
处处都有梦想开花的声音

位于市北科技城中轴主线的市北高新

云院， 是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斥资

3.5 亿元打造的一企一栋、生态办公项目，致

力于打造领先长三角的 IC 设计、 电子信息

等科技产业基地，打造以智能产业为导向的

高新科技孵化器体系。 目前，云院已入驻企

业 71 家，经过多年精心引培，这个面积 87

亩的产业园内陆续涌现出江苏东方赛光电

有限公司、 南通智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江

苏绿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家高新技术

企业，钰泰半导体、至晟微电子等集成电路

设计企业已发展成为业界小巨人，其中钰泰

半导体已连续三年贡献税收超 2000 万元。

云院项目仅是市北科技城致力科创的

一个缩影。 据统计，园区现已建成包括启创

信息园、智汇科技园、创想慧谷、挪宝环球中

心、通安科创园等在内共计近 100 万方科创

载体，建立起“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

产业园”的完整科创产业发展链条。

今年 8 月中旬，长江智谷、清智空间成

功申报省级众创空间，至此园区共打造出 5

家省级以上科创平台，其中南京邮电大学南

通研究院 “创芯 SPACE”于 2020 年 3 月成

功晋级国家级众创空间。作为市北科技城重

要的产学研平台，南京邮电大学南通研究院

依托学校“射频集成与微组装技术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实验室”， 通过人才培养、 技术研

发、产业孵化、公共服务等形式开展电子信

息产业协同创新，为全国中小微芯片设计企

业、高校院所提供封测产业链内全流程一站

式服务。 此外，市北科技城大力支持园区企

业与高校院所共建创新研发平台，已与同济

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

理工大学、南通大学、南京工程学院等高等

院校建立起产学研合作关系，培育壮大创新

主体、充分发挥创新主体活力，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

政策创新服务科技创新。 今年 6 月，南

通市北高新区重磅推出科创新政 40 条，从

产业、科技、人才、落地配套等多方面着手，

制定了一揽子扶持政策。 不仅如此，针对汽

车电子、集成电路、生命大健康、消费互联网

和在线新经济产业各自的特点，还分别推出

了个性政策 ，精准施策 ，定向扶持 ，以 “政

策+基金+平台”为核心 ，构建低门槛 、高集

成、全要素的创新创业大生态，为高新技术

企业的生根发芽厚植土壤。

产城融合
助力高端人才在园区安家乐业

沪苏通铁路开通运营，南通城市地铁 1

号线加快建设，公交线路新增调整……园区

内外交通不断升级，让市北科技城得到了越

来越多创新创业者的青睐。

招商引商打头阵，安商留商稳后方。 市

北科技城不仅坚持做企业的“店小二”，为企

业提供包括政务、政策、科技、金融、人才五

大平台服务， 为园区科技引进人才解决住

房、子女上学等生活难题。

随着业务不断发展，经纬恒润亟需上百

名专业技术工人。 园区第一时间了解情况

后，迅速对接区人社局发布招聘公告，多渠

道齐发力，终于在短时间内为企业用工需求

补上缺口。

十年来，市北科技城坚持产业发展和城

市发展双核驱动 ，通过 “以城带产 、以产兴

城”在当地树立了产城融合的园区标杆。 园

区先后引进中海、新城、万科等品牌开发商，

打造高品质生态社区， 加快了人口流入，区

域活力值得以大幅提升；同时引进南通市启

秀市北小学、启秀市北初级中学、南通二中、

禾光幼儿园等教育资源，切实解决了园区人

子女上学的难题；商业配套方面，与政府合

作共建邻里中心，并引进新城、圆融、远创三

大商业广场，生活便利性不断提升。

乐活市北
创建一个有温度的园区

“3、2、1，出发！ ”———随着发令枪声响

起，“活力长三角、相约在市北”四分马拉松

赛在市北科技城内鸣枪起跑。四分马赛事得

到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南通市体育局的大

力支持，吸引了来自意大利、英国、利比亚、

印度尼西亚、日本、孟加拉等国家，上海、江

苏、浙江等省市地区逾千人参赛。 总长约十

公里的赛道穿越市北科技城住宅、 产业、配

套三大核心区域，沿途风景秀丽、花草繁茂、

道路规整、高楼林立，置身其中的参赛者充

分享受了奔跑的乐趣与宜人的环境，生动热

烈的比赛氛围也吸引了长三角地区的诸多

体育运动爱好者们前来围观助阵。

这样的场景，每年都在市北科技城内轮

番上演。

每逢 5 月格桑花 、10 月向日葵盛开时

节，市北科技城都会举办形式丰富多彩的文

体活动，马拉松比赛、自行车比赛、风筝比赛

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运动健儿和文体爱好

者，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家们也借此机会

畅叙合作，大家以赛会友，共谋发展，增进友

谊，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在现实中推

进的生动演绎。

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压力繁重。 数年

来，为给园区企业搭建联谊、联欢、交流、展

示的平台，市北科技城坚持举办文体嘉年华

活动。 就在一周前，市北科技城第五届文体

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以“运动强健身心、共

庆建党百年”为主题，本届文体嘉年华活动

组织了包括“红军不怕远征难”红色主题跨

越赛、 活力乒乓球对抗赛、“传承非遗技艺、

感受传统文化”名家精品书画赏等在内的多

项赛事和观摩活动。 截至目前，市北科技城

文体嘉年华活动已成功走过五届，为引领园

区文化建设、凝聚园区企业力量、构建生动

和谐的园区创业氛围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市北科技城不仅注重园区的内生融合，

还坚持对外展示“走出去”，通过开展产业论

坛、研讨会、创新创业大赛等形式，积极主动

地向外界推介和展示市北科技城蓬勃的新

城魅力。

“十余年前，市北高新集团提前布局南

通，近十年来，我们坚持高起点、高要求，遵

循‘产业、环境、城市’三位一体的开发模式，

将产城融合与生态建设融为一体，倾力打造

了市北科技城项目。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罗岚在世界车联网大会上致

欢迎词，着重提到了市北科技城的十年发展

历程。由市北科技城主办的“数智市北、网联

天下”世界车联网大会吸引了一大批汽车电

子行业专家人士和企业大咖到场，为市北科

技城的建设和发展点赞。

产业、资本在这

里汇聚，技术、人才在

这里培育。十年磨一

剑，市北科技城已经

逐渐成长为长三角一

体化合作的“先锋”，

成为沪通合作园区项

目的标兵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