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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指标看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分布 

作者选取全球较为普遍采用的四项科技创新类指标对长三角城

市群的科技创新进行量化比较，有以下发现： 

一、ESI全球领先的前 500位学术机构 

选取 2009 年 1 月-2019 年 9 月 ESI 数据库机构综合排名前 500

名的机构，长三角城市群有 9 家机构入选，均为高等院校，占全国

25.0%。其中，上海入选 4家，占比达 44.5%；南京入选 2家，杭州、

苏州、合肥各有一所大学入选。合肥入选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全

球排名 191位，长三角地区排名第四。                                                                                                                                                                                                                                                                                                                                                                                                                                                                                                                                                                               

二、ESI高被引科学家数量 

2018年各领域高被引科学家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 7座城市，

总计入选 129人次，占全国 23.9%。其中，上海市入选人数最多，达

到 39 位。南京、杭州、苏州、合肥位于第二梯队，在 15-30 人次之

间。扬州和镇江处于第三梯队，在 5人次以下。长三角优势学科为交

叉学科，其次是材料科学，优势学科为物理学的仅有合肥。 

三、福布斯全球 2000强上市公司数量 

根据福布斯 2019年 5月公布的全球 2000强上市公司榜单，长三

角城市群入选公司 54 家，占全国的 17.4%。其中，上海表现突出，

入选 33 家。杭州 9 家，南京 5 家，宁波、合肥、芜湖、马鞍山和铜

陵等 7座城市各有 1家。安徽省入选公司是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和铜陵有色金

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独角兽企业数量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CB Insights公布的全球独角兽企业，

共有 435家。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独角兽公司有 33家，分布在上海、

杭州、南京三座城市，占全国的 31.4%。其中，上海入选 21 家，杭

州 10 家，南京 2 家，多集中在健康、汽车与交通、电子商务和直接

面向消费者领域。安徽省内未有企业上榜。 

（来源：长三角科技情报院所战略合作项目“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创新

能力及协同创新发展研究”、合肥市 2021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

目（HFSKYY202124）阶段性研究成果，孙靓、范文、吴秋媛撰写） 

 



 

 

 

南京加快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行动方案 

正式获批 

2021年 6月 18日，科技部正式发函，批复同意《南京市加快引

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支

持南京市建设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 

《行动方案》明确，南京将重点从五个方面建设引领性国家创新

型城市。一是建设具有影响力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包括在综合交通、

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电力自动化、航空航天装备等优势前

沿交叉领域，布局一批全新体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在主导产业领域制定攻关清单，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等。二

是打造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先行区。包括在未来网络、航空航天、区块

链、量子信息、安全应急、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实现技术引领，加快培

育一批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研发型总部企业等。三是建设碳达峰

碳中和先锋城市。实施率先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打造零碳未来城，构

建智慧能源产业体系等，为绿色技术引领变革生产生活方式提供示

范。四是打造开放创新合作引领区。继续实施“紫金山英才计划”，

加强“海智湾”建设，加快宁淮智能制造产业园、宁镇 G312 产业创

新走廊等载体建设等，积极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和沿沪宁产业

创新带建设，推动南京都市圈创新协同发展，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

环”发展新格局贡献力量。五是打造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验区。继续

强化科技体制综合改革系统性，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机制，优

化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机制，提升城市数字化治理能力，为完善科技

创新治理体系探索路径。 

（来源：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 

 

▲ 安徽农大宛晓春团队：饮用绿茶或能预防和延缓老年痴呆。

安徽农业大学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安徽省实验

室）宛晓春教授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申勇教授研究组合作研究发现，

绿茶可以预防和延缓 5XFAD 转基因小鼠脑内β淀粉样蛋白（Aβ）形

成，减少神经突触损伤，改善学习记忆能力。该研究主要结果发表于

《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该研究使用绿茶提取物（GTE）对人源淀

粉样蛋白前体蛋白（APP）和早老素（PS1）双转基因 5XFAD小鼠进行



 

 

 

干预，发现在人日常饮茶量相当剂量下，GTE 显著减少了小鼠脑内 A

β的含量并降低 APP剪切产物的表达；同时，GTE可以减少神经胶质

细胞过度激活，增强突触标记蛋白表达，减弱 Aβ引起的神经毒性；

行为学测试进一步证明 GTE干预显著改善了 5XFAD小鼠认知能力。此

外，转录组测序结果提示上述作用可能与 GTE调节应激和免疫相关基

因表达有关。该项研究表明绿茶或能预防和延缓老年痴呆，并为阐明

饮茶预防 AD的机理以及进一步转化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来源：科技日报） 

 

▲ 中国科大在锂电池固态电解质研究取得重要突破。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的马骋教授报道了一种在成本、性能同时具备显著优势的固

态电解质，为全固态电池的商业化移除了重大障碍，该成果发表在《自

然传播》上。研究团队设计并合成的 Li2ZrCl6材料，在 50 微米厚度

时的原材料成本仅为 1.38美元/平方米，远远低于 10美元/平方米的

阈值，且该材料在湿度高达 5%时仍保持稳定，可在一般的干燥间合

成和储存。和其他固态电解质相比，Li2ZrCl6罕见的在大规模生产成

本及综合电化学性能两方面同时具备显著优势，它的发现将对全固态

电池的商业化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站） 

 

▲ 成都生物所在秸秆高温厌氧消化菌-炭生物强化研究中获进

展。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解智杰在研究员李东的指

导下，通过对一系列理化指标的测定并结合微生物群落的分析，构建

出一套针对秸秆厌氧消化系统的菌-炭生物强化策略，并揭示了其内

在强化机理。该工作为秸秆厌氧消化过程菌-炭生物强化研究提供了

新的技术方法，并为秸秆的高效资源化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 

（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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