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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产业落户苏州掠影
○ 陶海青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丝绸绫罗，园林评弹，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苏州

产业标志。

苏州工业园、昆山、外向型加工制造，这是新世纪前后10年苏州产业给人们

印象中添加的新注脚。

目前，全球经济转型升级挑战下的新一次产业转移浪潮，随着“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提升，苏州加速了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清华校企和清华校友创

办的企业陆续落户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和昆山经济开发区，成为发展新兴

产业的领军企业。

苏州昆山城市广场

校市合作



水木清华—苏州专刊

41

经济转型，传统产业升级，进军新兴产业，

已经成为共识，这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趋

势。通过加快项目集群和产业集聚步伐，苏州工

业经济正在实现平稳增长，苏州新兴战略产业有

望进一步做强做大。

近年来，清华校企和清华校友创办的企业陆

续落户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和昆山经济开

发区，在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形成

一定的规模和优势，其中，紫光、启迪、易程等

一批高科技企业已经成为苏州市发展新兴产业的

领军企业。

紫光：打造产学研基地

紫光股份（000938）是清华大学为加速科

技成果产业化而成立的第一家综合性校办企业，

其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的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

司，是国家520户重点企业、国家重点高校技术企

业、国家“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中国电子

信息“百强”企业。

近年来，紫光在“资源外延发展，资本市

场突破”经营方针的指引下，实施大科技发展战

略，全方位进行科技经营、科技投资和科技支撑

工作，创造性地把清华大学的各种资源与社会资

本有机结合，不求所控但求所用，强强合作，形

成突破，有力地促进了紫光大发展、大繁荣。紫

光连续获得“中国信息产业20年中国贡献奖”、

“中国科技100强”、“中国IT创新企业奖”、 

“中国信息产业企业社会责任奖”、“品牌中国

金谱奖”和“中关村二十影响力品牌”等上百项

奖励。

为全面提升苏州市与清华大学战略合作的广

度和深度，根据“省校和市校全面合作协议”的

有关精神，紫光股份创造性地把清华大学及公司

的各种资源与苏州市各级政府的需求有机结合，

力争以总部型和税源型的旗舰项目——紫光数码

集团总部整体搬迁为抓手，以总部基地建设和创

投基金运作为双轮驱动，与苏州市政府就发展总

部经济及创新型经济开展全面战略合作。

目前，紫光股份已经联合清华杰出校友企

业香港百骏控股集团等优势资源，采用“政府推

动、企业主导、高校支撑、国际合作、市场化运

作”的运行模式，在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畔合作

生机勃勃的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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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创意创新创业载体——“清华紫光（苏州）

产学研基地”（青剑湖壹号）。

“清华紫光（苏州）产学研基地”首期占地

面积200亩，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将以总部

型、税源型、旗舰型的重大项目为抓手，以“创

意孵化+创投基金+创新基地”为手段，通过政、

产、学、研、金、介、贸、媒等要素整合，优化

区域创新模式，完善区域创新环境，提升区域创

新能力，大力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推动

区域创新型经济发展，致力于成为国际一流的区

域创新及企业成长解决方案提供商。

根据“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新兴产业是第

一方略”的发展理念，“清华紫光（苏州）产学

研基地”结合清华优势和园区需求，将发展重点

首先聚焦在高端教育培训及高级人才培养领域，

通过“学习中心”模式积极引进一大批国内外优

质教育培训机构，延伸大学教育功能，致力于为

企业高层管理、新兴产业发展和文化创意设计等

培养一大批园区急需的高端管理及创新创业人

才，最终成为“国际一流的高端教育培训集聚区

和产学研结合创新示范基地”。

目前，“清华紫光（苏州）产学研基地”已

经捐赠500万元协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

高级智库——领导力研究中心，其中仅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培训中心就已经在苏州先

校市合作

期举办了近100天的高层管理培

训课程和近10期的顶级管理论

坛。

2010年4月30日，清华大学

陈吉宁常务副校长一行莅临“清

华紫光（苏州）产学研基地”建

设现场，听取了项目进展汇报，

并希望加快建设步伐，争取为百

年校庆献礼。

据紫光苏州负责人，胡波

介绍，除了建设产学研基地项目

以外，后续紫光还将通过产业分

立和资源嫁接，集成旗下紫光数

码、紫光创新等优势资源，不断

加大在苏州的投资力度，在总部

经济、PE/VC、新兴产业等发

展领域实现跨越。

启迪：推动昆山区域创新

作为清华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平台之一，清

华科技园从1994年启动建设以来，打造出我国乃

至世界少有的创新资源密集、创新活动频繁的科

技园区。

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启迪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徐井宏表示，清华科技园作为国

内惟一一个Ａ类国家大学科技园，目前已经发展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学科技园，辐射网络覆盖近

30个城市和地区，逐步形成了高科技企业创业集

群、跨国企业研发机构集群、金融投资机构集群

和中介服务机构集群等各种机构组成的完整的园

区形态。

苏州昆山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离不开科

技创新的支撑，昆山科技创新取得的显著成效离

不开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的引领带动。昆山市与

清华科技园于2003年开始共建清华科技园昆山分

园，并于2006年举行开园仪式。

业内专家认为，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的进

驻，无论在理念上还是行动上，无论在合作模式

上还是成果转化上，都给昆山带来了强烈的冲

击，使昆山有了全方位学习参与清华科技园运作

管理模式的机会，有了在科技创新方面保持“谋

划先人一步、措施快人一拍”的紧迫感，有了重

视创新、平台、人才的良好氛围，使昆山在开放

条件下的自主创新之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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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为昆山带来了全新的创

新理念、领先的产业技术、一流的科技企业、广

泛的合作空间以及领军型的创新人才。清华科技

园昆山分园在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高科技

企业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集聚等方面取得

了卓越成效，在推动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培

育昆山经济发展新增长点、提升昆山经济综合竞

争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华科技园昆山分园仅仅是清华科技园辐射

网络覆盖近30个城市及地区的一个代表。在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速传

统产业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培育自主创新

品牌，造就创业领军人才等方面，清华科技园都

发挥了积极作用。

徐井宏表示，启迪在线是以信息化为手段、

以聚集创新创业资源为内容、以推动区域创新和

企业发展为使命的网络平台，将为推动区域创新

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为创新型科技企业提供完

善的增值服务。

启迪在线致力于为创新型科技企业提供产

品交易、科技中介、楼宇租售、品牌提升、人才

培训、信息咨询等增值服务，为企业的成长和发

展搭台铺路。与此同时，启迪在线通过辐射全国

的子站群，实现了对政、产、学、研、金、介、

贸、媒等各种创新资源的全面集成。徐井宏表

示，启迪在线必将成为推动区域创新、促进科技

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平台。

易程科技产业园奠基

9月18日，清华易程苏州科技产业园奠基暨软

件园揭牌仪式在苏州科技城举行，清华易程将努

力打造国内最大规模的高铁物联技术软件研发与

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蒋宏坤在会上指出，中

国已进入同城化时代，轨道交通已成为居民出行

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清华大学与苏州产学研合

作正在加强，清华大学将又一个高铁物联技术产

业化基地建在苏州，这是看好苏州发展的最好体

现。市委、市政府将大力支持清华大学在苏州进

行高科技成果转化，竭尽全力做好各项服务，让

承担高科技成果转化的企业尽快做大做强。

清华易程是清华大学整合优势资源组建的高

铁物联网技术开发与应用领军企业、国家计算机

信息系统集成一级企业，全面掌握世界先进的高

速铁路信息系统集成技术，已发展成为我国拥有

高速铁路客运专线服务系统自主知识产权的领先

企业，是目前铁道部高速与城际铁路新型票务系

统、客运服务系统、电子商务系统、列车客运服

务系统及相应成套设备唯一供应商。由该公司自

主研发的客运服务系统成套技术、IT支撑系统平

台和关键设备已成功应用于京津城际等近200个车

次，并已成功实现技术输出，走进国际市场。

为满足长三角崛起的庞大高铁市场，清华易

程今年1月“南下”苏州科技城“二次创业”，成

立易程(苏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投资规模10

亿元，采用边建设、边科研、边生产、边应用的运

作模式——11000平方米的临时厂房、10000平方

米的临时研发楼、200套专家公寓等，高新区苏州

科技城方面为该公司顺利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截至目前，易程苏州已实现产值3亿元，除提

供沪宁城铁全部客运服务成套装备及票务系统软件

外，还参与了沪杭、京沪和珠三角城铁等国家重点

项目建设，预计今年内可实现产值近10亿元。

此次开工新建的“两园”，将依托清华大学

高铁技术研究中心和铁道部科研资源，主要从事

票务系统、智能登乘系统、集成管理平台、智能

列车服务系统、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信息系统以及

关键设备的研发与生产，将建设和发展成为国内

最大规模的高铁物联技术软件研发与高端装备制

造基地。此外，清华易程在苏州科技城还将成立

技术研究院，通过搭建国际一流交通领域技术创

新研究平台，实现重大创新，为清华易程在苏州

和全国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据悉，目前清华易程公司大部分骨干生产技

术人员已转移到易程苏州开展工作，计划今年在

苏州招聘200名中高端软硬件研发人员，易程苏州

的知识产权申请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目前正在

申请包含票务系统在内的21项专利、53项软件著

作权。	

蒋宏坤指出，苏州市委、市政府将大力支持

清华大学在苏州进行高科技成果转化，竭尽

全力做好各项服务，让承担高科技成果转化

的企业尽快做大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