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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母基金如何运作？记者
了解到，省级母基金总规模 500
亿元，与设区市、省属企业合作设
立三类产业专项基金，构成省级
母基金—产业专项基金—产业子
基金的三层基金架构。省级母基
金及下设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为

“51010”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10+X”未来产业体系以及《打造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
中心行动方案》《省政府关于加快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
《江苏省海洋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等文件明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领域，以及其他符合国
家和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的重点领域。

在遴选机制方面，省级母基
金下设产业子基金等均将公开遴
选管理机构和托管银行，鼓励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私募股权和创业
投资管理机构参与管理并在江苏
落户，助力江苏构建专注服务实
体经济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
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我省创业投

资政策环境，开展具有江苏特色
的‘一月一链’等活动，与省级母
基金投资运作等工作一体推进、
高效联动，进一步提升全省创业
投资活力和竞争力，切实增强创
业投资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
服务能力。”沈剑荣表示，后期，
省级母基金将按照“成熟一批、
推动一批”的原则，常态化开展
后续批次产业专项基金的申报
工作，欢迎各类产业资本、社会
资本、金融机构等共襄合作，共
赢发展。

自主研发，1%的柴
油引燃99%的天然气

“看，这台缸径320毫米的发
动机，我们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整体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首席
专家靖海国介绍道，这台机器具有
燃油消耗率低、排放低、维护成本
低、噪声低的特点，适用于万吨级
散货船、海洋工程船、大型集装箱
船等，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背后，是
近10年的研发历程。“船舶发动机
对可靠性要求比较高，我们的实验
周期也比较长，从2015年开始研
发，目前已经开花结果，实现产业
化了。”靖海国告诉记者，不同于
以往船用发动机使用燃用柴油或
重油，这台机器是以燃用天然气
为主的双燃料发动机，可以用1%
的柴油引燃99%的天然气。

通过柴油微喷引燃天然气，
技术复杂度非常高，需要克服双
燃料发动机可靠引燃、燃烧稳定
性控制、智能综合安保控制等多
道技术难关。经过反复迭代优
化，中船镇柴研发的缸径320毫
米发动机，成功实现技术突破，相
关技术参数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在中船镇柴的组装车间，记
者还看到了新一代 450 毫米缸
径中速双燃料发动机。据了解，
这是目前我国研发制造中最大
缸径、最大功率的中速发动机，
主要应用于大型豪华游轮，预计
今年年底完成点火，明年年底推
向市场。

从生产端到产品端，
“科技范儿”满满

走进中船镇柴的加工车间，
在看得见的产品线上，人机协同
忙碌地赶制订单。看不见的数字
世界，一座由数字孪生系统打造
的“智慧工厂”已然成形。

在船用中速机关键核心零部
件的生产制造过程中，每个订单
的生产进度、每台设备的运行状
态、每个生产工序的质量数据等，
都在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上实时
反馈，做到从订单到交付全过程
的可视化。

“这是我们的大型机床无人
值守应用，是实现制造智能化的
关键行动。”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
司加工车间副主任徐希方告诉记
者，车间通过引入机床数字化联
网系统、刀工具辅助系统、在线检
测系统，可以优化人员机床配
置。“我们去掉了工人夜班，一个
人就能同时操作多台大型加工设
备，设备利用率能够从40%提升
到70%左右。”

除了生产端，中船镇柴在产
品交互等方面，也加快推动数智
化转型升级。“客户不需要到现
场，就可以完成交接和检验。”中
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组装试验车
间副主任尹建军介绍道，客户提
交检验或交互申请，现场检验人
员戴上AR眼镜，便可以远程进
行零部件及装配过程的检验提
交、调试试验过程的互动等。

“十几年来，我们的中速发动
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
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沈建华说，围绕船舶动力的绿色
持续发展，公司不断研发低碳燃
料技术产品，如甲醇发动机、
LNG双燃料机等，未来将继续加
大研发投入。

绿色“心脏”迸发澎湃动力，
镇江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走出了
一条特色发展之路。截至目前，
镇江共有船舶海工企业82家，规
上企业44家，覆盖从研发设计、
整 船 制 造 到 配 套 全 产 业 链 ，
1—5月规上船舶海工企业累计
完成开票销售74.7亿元，同比增
长22.3%。劈波斩浪，向海图强，
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500亿省级母基金壮大“耐心资本”
江苏省、市、企合力构成三层基金架构，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强化金融创新、壮大“耐心资本”。6月21日，江苏省政
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快培
育新质生产力，江苏组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总规模
达500亿元，聚焦“51010”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0＋X”
未来产业体系等领域，合力下好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发展“一盘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杨晓冬

“目前，江苏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母基金拟合作设立的首批
产业专项基金拟签约落地。”江
苏省高投集团董事长王会清介
绍，首批产业专项基金 14 只、
506亿元，其中不超过174.3亿元
可用于直投项目，不低于 331.7
亿元可用于出资设立产业子基
金，按照产业专项基金在产业子
基金中最高出资比例30%测算，
预计可吸引社会资本放大后形
成产业子基金总规模 1106 亿
元。最终，首批预计形成产业专
项基金和产业子基金合计规模
可达1612亿元。

首批14只产业专项基金中，
设区市产业专项母基金10只，总
规模466亿元；未来产业天使基
金4只，总规模40亿元。从区域

分布看，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
州、南通、徐州、扬州等7个设区
市，涵盖了苏南、苏中、苏北三个
地区，且各产业专项基金规模与
设区市经济体量和产业基础相匹
配。从投向分布看，各设区市均
选择了主导优势产业或重点发展
产业作为基金投资方向，如南京
市软件信息和新型电力、苏州市
生物医药、无锡市集成电路产值
均位列全省第一位。设区市通过
组建产业专项基金，推动优势战
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高质量融合
集群化发展。

下一步，江苏省高投集团将
按照“市场化、专业化、法治化”原
则做好首批产业专项基金签约落
地和管理运作，并将常态化开展
产业专项基金申报工作。一方

面，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通过搭
建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
网站（www.jseifof.com），开放
基金申报、项目推介、公告公示等
功能板块，公开透明反映基金申
报、受理、初审、尽调、反馈、组建
等全流程状态；另一方面，探索创
新性合作模式，将在相关部门指
导下积极推动省级母基金与国家
级大基金、央企等开展合作，积极
争取政策性资金支持，服务国家
和江苏省重大战略实施；积极吸
引全省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参与
基金出资和管理，着力构建创新
联合体，共同推动江苏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探索与省
内重点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多
层次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聚
力培育未来产业。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母基金定位为“耐心资
本”，主要目的是培育壮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充
分发挥引导功能。基金采取省市
联动、政企联动、部门联动方式组
建运作，统筹省级财政和国企资
金，着力调动各设区市和省属企
业积极性，积极吸引各类资本、省
内外优秀投资机构参与子基金出
资和管理，统筹布局，形成合力，
下好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发展“一盘棋”。

“一方面，通过组建基金可以
有效汇聚各类创新要素，服务全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另
一方面，通过组建基金可以发挥
并提升各设区市产业优势，为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助
力。”江苏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沈剑
荣表示，省级母基金将以基金布
局服务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围
绕“1+3”重点功能区建设，采取

“竞争式申报、分批次组建”的方
式，立足各设区市发展定位、产业
基础、资源禀赋、竞争优势等情
况，与各地在产业基金领域开展
多层次合作，为推动各地产业深
度转型升级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
有力引导和精准支持。

此外，组建省级母基金是江
苏加快建立政府投资基金市场
化、专业化、法治化运作模式的重
要探索和实践。最近，江苏制定
了政府投资基金管理相关实施办
法，省级母基金严格落实相关规
定，坚持“政府引导投向、市场机
制运作、效率效益兼顾、严格防范
风险”的原则，将通过与产业资
本、社会资本、金融机构等开展深
度合作，加大实体经济股权融资
供给，积极搭建产融互动的高效
对接平台，为江苏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拓宽直接融资渠
道。

组建省级母基金，下好未来产业发展这盘“棋”

总规模500亿元，面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首批产业专项基金14只，总规模达506亿元

镇江造！
为巨轮装上绿色“心脏”

动力系统是船舶的“心脏”，助力一艘艘巨轮在远
洋航行。6月20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
动走进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简称“中船镇柴”）。多
年来，中船镇柴积极向低碳燃料动力转型，打破国外垄
断技术，给船舶装上中国制造的绿色“心脏”，中速发动
机在远洋出口船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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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镇柴自主研发的缸径320毫米发动机

昆山产的“飞行汽车”首飞成功 快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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