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重点任务清单 
 

序号 
主要 
行动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1 
支持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科大学等高校布局建设未来技术学院，

设立未来技术专业，打造未来产业“高原高峰学科”。 
市教育局、市科技局 

2 加快深地空间流态物质运移综合实验设施预研。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 

3 
支持在徐高校院所、重点实验室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探索建设“应用基础研

究特区”。 
市教育局、市科技局 

4 
编制未来技术攻关清单，建立“揭榜挂帅”“赛马”、定向委托等科技攻关机制，

探索实施市级前瞻技术研发项目，支持企业申报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 

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

发展改革委 

5 
加快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建设，加强深地空间领域关键技术研

究。 
市科技局 

6 

强化深地工程智能建造与健康运维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端工程机械智能制造全国

重点实验室、甘薯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提升江

苏省细胞治疗药物产业创新中心、江苏省聚合物电解质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工程研

究中心等省市级创新平台能级。 

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

发展改革委 

7 

核心技术

攻关行动 

鼓励龙头企业建设科学研究、应用研究、人才培养一体化新型研发机构、技术（产

业）研究院，以及国家和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

工程研究中心等产业技术创新组织。 

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

发展改革委 

—
 17 —



 

序号 
主要 
行动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8 探索建设若干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中试中心。 
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
发展改革委 

9 统筹建设未来技术和产品质量验证平台、工艺验证平台。 
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
发展改革委 

10 
支持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徐州工程学院等高校院所设
立未来产业技术转移转化机构。 

市教育局、市科技局 

11 
探索成立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和运营等平台，开展未来产业成果对接转化和专利导
航。 

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管局 

12 

中试孵化

加速行动 

鼓励和支持企业积极申报涉及未来技术领域的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试点，引导企
业开展对标达标质量提升活动。 

市市场监管局、市工信局 

13 
建立未来产业重大项目遴选机制，推动市级年度重大产业项目设立未来产业板
块，加大资金、用地、用能、用数等要素支持。 

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
局、市工信局、市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政
务办（大数据管理中心） 

14 
组织举办未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创新招商模式，面向全球集聚和招引未来产业
重大项目，加快一批项目落地。 

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工信局 

15 
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领军企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未
来科技创新领先企业，壮大未来产业高新技术企业集群。 

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
发展改革委 

16 鼓励龙头企业加强未来产业布局，率先打造未来技术研发、孵化和验证平台。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信局、市国资委 

17 

未来产业

育链行动 

科学引导各县（市、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支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打造未来产业先导区，积极争创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信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徐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徐州高新技
术开发区、徐州淮海国际
港务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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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行动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18 
支持企业有序建设未来技术验证场景、开放综合性和行业类融合应用场景，面向
社会有序开放。 

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
发展改革委 

19 探索建设 5.5G 应用场景及未来工厂、灯塔工厂、未来社区等典型应用场景。 
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民政局 

20 
支持应用场景促进机构发展，鼓励企业常态化推进场景挖掘发布、供需对接、建
设运营。 

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
局、市商务局 

21 加大公共数据、行业数据向未来产业开放共享力度，强化数据流通和交易服务。
市政务办（大数据管理中
心）、市国资委 

22 

应用场景

建设行动 

鼓励企业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积极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及服务，构建绿色技术
创新应用场景。 

市工信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23 
加快引进一批掌握未来技术的创新人才（团队），支持申报省级产业科创领军人
才“登峰计划”、青年科技人才“U35 培育”计划、省“333 工程”和“双创计
划”，顶尖人才“一事一议”给予支持。 

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
办）、市科技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工信局、市财
政局 

24 

借助在徐高校建设未来产业特色学院和专业学科，完善学科设置、项目资助、人
才培育关联机制，加快培育一批未来技术专业技术人才、青年人才。依托“彭聚
英才·城就未来”系列招才引智活动，加快集聚一批通用人工智能、细胞和基因
技术等领域科技创新人才。 

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
办）、市人社局、市教育
局 

25 
建设外国专家工作室、科研机构等平台，面向全球招引前沿技术科技专家牵头或
参与未来技术攻关。 

市科技局 

26 
深化产教融合试点，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同建立人才培训中心、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等机构，加强人才继续教育、知识更新与技术创新。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
工信局 

27 加快引进法律、知识产权、产业投资人、技术经理人等专门人才。 市人社局 

28 

创新人才

集聚行动 

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
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和机制，加强人才经费保障和薪酬激励，按规提供人才落户、
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医疗养老等服务。 

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
办）、市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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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 
行动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29 
探索组建未来产业投资平台，支持和引入社会资本设立未来产业投资基金，鼓励

发展未来产业二手份额转让基金（S 基金）。加快建立政府资金与政府引导基金、

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等金融资本的联动机制，共同支持科技项目成果加速产业化。

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

地方金融监管局、市科技

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

信局 

30 
大力发展知识产权、“首贷”等科技信贷，支持企业积极申报和运用“苏科贷”

“人才贷”“苏质贷”“苏知贷”等金融产品。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

金融监管总局徐州监管

分局、人民银行徐州市分

行、市市场监管局、市财

政局、市委组织部（市委

人才办）、市科技局、市

工信局 

31 
鼓励金融机构围绕未来产业单列信贷计划、配置专项额度、完善利率定价机制，

探索开展“企业创新积分贷”试点。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

金融监管总局徐州监管

分局、人民银行徐州市分

行 

32 
支持领军企业在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和北交所上市，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和

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资，科技型企业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资产股权化、证券化

等新型金融服务，鼓励企业积极运用科创票据、科创公司债等债券产品。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

金融监管总局徐州监管

分局、人民银行徐州市分

行、市科技局 

33 

科技金融

赋能行动 

加大未来产业政府融资担保支持，出台促进科技信贷专项考核、创业投资风险补

偿、科技保险等政策。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国家

金融监管总局徐州监管

分局、人民银行徐州市分

行、市财政局、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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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 
行动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34 
探索制定未来产业产品统计目录，建立未来产业评估监测指标体系，适时开展统

计监测，编制未来产业年度发展报告。 
市统计局、市科技局 

35 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工作成效明显的地区给予表彰通报。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信局 

36 
构建鼓励创新、弹性包容的未来产业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制度，探索“观察期”

“包容期”等新型监管举措，实施提示预警、行政指导等柔性监管，试点“沙盒

监管”，加强对智能、生物等重点领域安全、伦理规范及社会治理实践研究。 

市委网信办、市市场监管

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

技局、市工信局 

37 加大未来产业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 市市场监管局 

38 

产业创新

治理行动 

建立完善未来技术创新免责机制，深化科研领域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

开展未来产业新兴技术产业化风险研判。 

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

办）、市政务办、市发展

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工

信局 

39 
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立未来产业技术和产业联盟，推动重大技术、创新人才对外

开放和交流，积极开展国际标准化活动。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信局、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市民政局 

40 
支持特殊领域企业加强海外重点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实现关键材料、关键资源保

障安全可控。 

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市

发展改革委 

41 

开放合作

交流行动 

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创新合作水平，引导企业围绕未来产业领域建立海

外研发机构、海外协同创新中心、海外离岸孵化器，实现未来技术全球化供给。

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

办）、市发展改革委、市

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商

务局 

—
 21 —



 

序号 
主要 
行动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42 
推动长三角未来产业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到徐州设立分支机构，积极建设未来产

业“科创飞地”，共建全国性、区域性未来产业发展交流平台。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信局 

43 

开放合作

交流行动 推动淮海经济区城市未来产业战略科技力量共建、创新资源共享、“卡脖子”技

术联合攻关。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信局 

44 
建立健全产业发展、技术方向动态研究、前瞻谋划，重大项目滚动摸排、跟踪调

整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基础研究、关键技术、装备研制、成果转化全链条设计

和一体化部署。建强产业发展战略咨询机构，加强产业发展方向研判和科学调整。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信局、市商务局
等相关单位，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徐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徐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徐州淮海
国际港务区管委会 

45 
统筹全市涉企和人才资金支持方向，鼓励和支持未来产业领域企业积极争取国家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科技创新券、

创新产品推广等政策扶持。 

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
工信局、市发展改革委、
市税务局 

46 
支持各县（区、市）研究出台差异化未来产业支持政策，实施未来产业政府采购

计划，增强新产品、新应用、新服务采购力度。 

市财政局、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徐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徐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徐州淮海国际
港务区管委会 

47 加大未来技术科普教育，加强新闻媒体对未来产业的宣传报道。 
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信
局、市教育局 

48 

保障措施 

定期组织举办未来产业发展研讨、论坛等交流活动。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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