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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江苏科技创新工作的
挑战与建议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江苏科技创新力量有效组织，

积极应对，全面服从大局进行防疫抗疫工作，作出重要贡献。但也

应该注意到，疫情的爆发对江苏科技创新活动、科技企业运营以及

科研人员工作与生活均带来巨大挑战。对此，建议进一步加大科研

管理体制创新，加强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增加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与初创企业资本支持，舒缓科研工作人员压力困境，适时举办大型

科技创新活动，促进江苏未来科技创新活动更好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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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江苏科技部门与科研力量也快速实

现有效组织，积极创新，为全面控制和消除省内的疫情传播，以

及为全国疫情的控制与治疗提供了重要科技创新支撑。东南大学

浦正宁主持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区域创新系统优化的创

新型国家建设研究”，梳理江苏科技创新力量在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作出的贡献，分析疫情对江苏科技创新工作

带来的挑战，提出基于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提升江苏科

技创新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一、疫情中江苏科技创新工作的贡献

科技创新是在抗击疫情中重要的支撑力量。江苏的科技研究

与科技生产力量在此次疫情爆发中不论是在省内防疫的支撑还

是疫情一线的抗疫中，有着重要的贡献。

1.全面服从大局防疫抗疫。一是包括省内各病院、省市两级

疾控中心、及各家生物与医学实验室全力展开科研攻关，为省内

病例、疑似病例以及隔离观察案例的确诊认定等工作提供科学技

术支撑。二是各相关科研机构积极与国内其他科研机构共同展开

合作，为早日攻克相关病毒贡献江苏力量。二是与抗击疫情关联

较小的科研机构则与省内高校一并暂时停止一切研究工作，积极

开展柔性办公，确保疫情不向相关单位及高校内蔓延。

2.科技企业全力研产，助力前线。一是省内大量科技企业创

造条件恢复生产，将如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核心原

料；火神山医院建设所需的 PP 模块调蓄池、一体化泵站、智能

雨水控制设备；以及抢救与治疗所需要的负压隔离舱等产品按点

保质生产组装，及时送达疫情最前线。二是不少科技企业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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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面对疫情前线紧急产生的新需求，应急创新。如东南大学国

家专用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 ASIC 中心）与合

作企业联合研制，实现方舱医院内人员及物资的实时定位及动态

管理的低功耗物联网定位设备等智能防控、医疗器械与医疗防护

领域的新设备应运而生，并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积极作用。

3.紧急科技攻关工作协同开展。一是省内各市都相应出台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攻关项目招标，进一步加

大科技抗疫的作用强度。二是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主动展开针对

新型冠状肺炎的联合科研攻关活动。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下属的

比较医学研究所就与省外相关单位与企业联合，开展与新冠肺炎

病毒研究密切相关的人源化 ACE2 小鼠繁育，为未来的病毒研究

与疫苗开发提供研究载体平台。三是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

务平台相关高校及专业测试服务中心放弃节假日休息，维持大型

科学仪器设备正常运转，支撑保障企业研发抗疫物资试验检测顺

利开展。如江苏省生物医药材料测试服务平台作为我省唯一同时

具有 CMA 和 CNAS 药物检测资质的平台，积极安排色质谱、核磁、

红外等机组，支撑江苏威凯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抗新冠病毒药物

——瑞德西韦的合成中试和生产放大研究。

二、疫情对江苏科技创新工作的挑战

在看到成果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此次疫情也对我省的科技

创新活动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冲击，并有可能影响到省内部分科技

创新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1.科技创新活动遭受冲击。一是此次疫情将阻碍部分科研工

作的研究进展。除疫情相关科技创新工作外，当前省内其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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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不少正处于中断状态。对于理工类以及生物与医学类研

究而言，实验室工作的中断往往意味着科研进展的滞后，甚至意

味着前期部分工作的白费，进而阻滞科研进度。对于一些科技型

企业来说，研发工作的迟滞更意味着新产品上市的延缓，进而影

响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二是科研国际合作面临冲击。一方面，

此次疫情的爆发打乱了大量科研机构的既有国际合作安排：大量

国内的科技国际会议取消，人员交流终止，阻碍了既有合作。另

一方面，随着疫情有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使得即使病毒在我国范

围内可有效控制后，我国和省内的科技创新国际合作也依然有因

此次疫情演变为全球性流行病而继续中断。

2.科技企业面临经营挑战。一是中小微科技企业面临严峻挑

战。尽管我省已组织多家银行为省内科技型企业提供 150 亿元专

项授信额度，同时省内各市也在组织受疫情影响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申报融资需求，但 2020 年度 1-2 月

份经营活动受阻，使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现金流严重受损，并有可

能在接受到相关帮扶政策帮扶之前就陷入运行困境。二是创新创

业型初创企业面临经营挑战。科技型初创企业多依赖资本市场的

扶持而予以发展，从而迈过初创期的“惊险一跃”。然而，此次

的疫情不仅使得大量企业正常的业务无法展开，也使包括风险投

资、私募基金等在内的资本市场业务暂时陷入停滞。这一募资功

能的缺失将使大量科技初创企业失去因资金来源而陷入关张的

境地。

3.部分科研工作人员面临困难。一是高校研究生尤其是面临

毕业的硕士与博士生面临毕业与就业困境。高等院校硕士生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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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是从事科技创新工作的主力军。此次的疫情，直接打乱了即

将面临毕业的高校硕士生与博士生的未来规划，对其中不少人现

有的科研工作以及未来的就业均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些

科研人员难以安心完成现有科技创新工作。二是海外引智人员面

临阶段性障碍。尽管在疫情开始后，我省各科技部门已在第一时

间出台相关政策，确保外专人员在省内的生活，并确保新进外专

人员审批不受影响。但疫情的持续依然使不少原有海外科研人员

改变原有来华计划，同时现有外专人员不少也作出回归母国，或

暂不返回江苏的计划，从而阻滞了原有的科技创新进度。三是新

型研发机构科研人员面临困难。与传统高校科研院所不同，我省

设立的大量企业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和研究所以推进科技创新

活动的开展。在这些机构中，从事科技创新的科研人员通常以企

业雇员身份被雇佣。在疫情下，这些新型研发机构与研究因实验

工作的无法正常开展，将承受很大的经济损失。这些经济损失无

法像传统高校与科研院所一般，计入原有科技项目经费中予以冲

销。这样的直接经济损失将直接影响新型研发机构与研究所对未

来科技创新计划并进一步影响相关机构科技创新人员的工作机

会。

三、疫情后进一步提升江苏科技创新工作的建议

1.加大科研管理体制创新。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我省在科技创新中的一系列工作再次显示出在科技创新活动中

企业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有效性与重要性。对此，一是以此次

疫情防治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我省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更加坚定

地优先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同进行科技攻关、申报科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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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同时，对相关合作中的资金使用范围与使用方式、合作成果

的价值评价与知识产权认定等方面可进一步实施政策创新，推动

合作的持续开展。二是进一步支持包括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在

内的省内科研院所与新型研发机构推进管理体制改革，推动这些

新型机构在我省未来的科技创新工作中发挥引领与联通作用。

2.加强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一是面向省内各类科研单位与

科技企业内的研发部门统计疫情爆发以来的科技创新工作损失，

并协调省内财政与税收支持，对疫情发生以来省内科技创新损失

特别巨大，损失特别严重的企业与机构予以一定财政补贴与税收

支持。二是进一步增加支持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建议增

加应对此次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式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公共

科技创新资金的投入，进一步完善我省科技创新投入管理。

3.增加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与初创企业资本支持。一是省内金

融部门可组织线上专场活动，对接省内各类投资资本与科技型初

创企业，为省内创新创业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二是进一步组

织省内银行机构进一步为省内中小微型科技企业提供贷款与融

资便利，支持相关企业渡过疫情后的艰难阶段。

4.舒缓科研工作人员压力困境。一是建议省内科教管理部门

可紧盯国家政策，积极出台地方性政策，缓解本年度省内科研工

作人员尤其是高校应届毕业研究生的实际压力，有序引导相关人

员调解情绪，调整规划，以便在疫情恢复后，相关人员可尽快回

归科技创新工作。二是适度放松本年度内针对包括新型研发机构

在内的企业制研究所的年度考评要求，帮助相关研究单位稳定单

位内科研力量，延续科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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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举办科技创新主题活动。疫情的爆发使民众的信心受到了

极大的冲击，对于科技界而言也是如此。对此，一是准备预案，

在全球疫情平复的第一时间积极举办与包括高水平国际科技会

议、省各先进产业全球论坛等科技创新有关的一系列大型活动，

增强全球科技工作者对江苏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信心。二

是以此次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科技响应与应对为主题，在疫情结

束后尽早开展全国范围甚至国际级别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科技

工作应对研讨会，以推进我省相关科技创新活动在未来的持续开

展。（省社科规划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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