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33

数据来源：省科技厅 浙报制图：潘泓璇

全社会研发投入

从2017年的1266亿元
2021年的2132亿元

居全国第4位
2017—2021年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年均

增速达13.9%
研发投入强度

从2.42% 至2.9%
我省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

从2.45% 至4%
地方财政科技投入

从303.5亿元 至579亿元
（注：2021年数据为预计数）

创新策源能力迈上新台阶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加快推进

累计认定省级新型研发机构68家

高新产业发展实现新跨越

深入实施科技企业“双倍增”计划

高新技术企业

从2017年的9152家
2021年的2.86万家

实现翻两番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

从4万家 至8.6万家
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从42.3% 至62.6%
布局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累计291家

省级企业研究院1697家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4328家

创新生态系统开拓新局面，累计引

进培育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 193
个。在浙全职两院院士达59名。国

家“地方高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达14
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市县全面创新改革试点持续深化，

“两市两县两区”全面创新改革试点成效

明显，新昌“小县大创新”改革经验影响全

国，共有国家创新型城市8个、国家创新

型县（市）5个，分别居全国第3位和

第1位。

之江潮水连海平，创新之潮逐
浪高。

一江创新春水，5 年只争朝
夕，为浙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从全球神经元规模最大的类
脑计算机，到实现固态存储控制器
芯片国产化；从国内首个本土原研
丙肝一类新药达诺瑞韦钠片，到超
高纯金属溅射靶材自主可控⋯⋯
这些瞩目的成就，不断书写浙江科
技发展的新篇章。

唯有登高望远，方能抢占先
机。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

“突出创新强省，增创发展动能新
优势”。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会提
出，着力建设三大科创高地，并将
其作为“十三项战略抓手”之一。
全省上下形成了抓创新促发展的
浓厚氛围和强大合力。

这 5 年，之江大地上一条条科
创走廊汇聚创新要素，一个个新型
研发机构释放创新动能，一张张蓝
图描绘出更具想象力的创新远
景。浙江数十万科技工作者胸怀

“国之大者”，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
智慧、挥洒汗水。

2021 年，我省区域创新能力
稳居全国第 5 位、省区第 3 位，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居全国第3位。

“高原造峰”
提升创新能级

铸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需
要，也是浙江创新发展面临的关键
议题。浙江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汇聚优势创新资源，提升创新
引擎能级，积极展现跻身“国家队”
的作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浙江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迅速组建“政府
成员+技术专家”服务团队，急用
先行，依托高能级科创平台，以“赛
马制”等机制推动疫情防控和预警
预测、临床诊疗、药物等领域的 40
个重大项目加快研发，一批“全省

首个”“全国首次”“全球首例”的硬
核成果在一线应用。

全球首次成功解析新冠病毒
细胞表面受体（ACE2）的空间结
构和全病毒精细三维结构，软体
机器人首次在万米深海自主遨
游，飞机数字化装配技术、飞天
云计算操作系统等相继取得突
破⋯⋯5 年来，通过加强“产学研
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驱动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行发展，
浙江统筹发展战略科技力量取得
阶段性成果。

一系列重大原始创新，源自
浙江积极打造新型实验室体系、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群、企业科创平台等高能
级科创平台，它们以集群态势，形
成了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区域创新
生态。5 年间，浙江一流科研团队
以无我之境提升创新能级，全心
全意“高原造峰”，与世界先进水
平同步并跑。5 年间，浙江举全省
之力参与重大科技任务攻关，以
超常规力度建设创新策源地，努
力补齐长期以来科创“国家队”成
员不多的短板。

面对大科学时代的科技创
新，面对铸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的需要，“单打独斗”“包打天下”
行不通。浙江集成政府“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高校院所
人才的创新要素优势和“市场配
置资源”的效率优势，培育建设省
级新型研发机构 68 家，其中省实
验室 9 家，依托新型研发机构，创
建国字号重大创新平台,我省在
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
提升。

战略科技力量既要“顶天”，也
要“立地”。建好用好杭州城西科
创大走廊、之江实验室、浙江大学、
西湖大学等科创平台，确保既服务

“国之大者”、国家战略，体现浙江
担当；又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为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提供战略支撑。

以广度为基，向深度挺进，浙

江正在眺望一个生机勃勃的战略
科技力量体系。

自主创新
营造良好氛围

“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
业是大有可为的！我国广大科技
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在中国科
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
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在新时
代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指明了使命
和奋斗方向，是新的科学“进军号”
和“动员令”。

5 年来，省委、省政府高规格
召开全省科技奖励大会、科学家
座谈会、省委人才工作会议，形
成尊重人才、激励创造、鼓励创
新的良好氛围。不久前发布的科
学家精神培育基地建设新一轮试
点工作，着眼于彰显钱学森、竺
可桢、苏步青、严济慈、谈家桢、
屠呦呦等一大批浙籍著名科学家
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
神，为我省科技创新发展扬起精
神风帆。

舍得下本钱，放得开手脚。浙
江布局创新资源联动枢纽建设，让
创新平台组织形态与人才发展相
互促进。壮大高校人才培养主阵
地、青年科技人才生力军、人才队
伍基本盘，完善人才全供应链。深
挖全球人才蓄水池，浙江实施“鲲
鹏行动”计划关键一招，用细化的
招引颗粒度，进一步推动人才引进
提速⋯⋯这一连串举措，锚定的是
一个共同的目标——加快打造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
略支点。

5 年间，各类人才来浙工作的
绿色通道进一步畅通，形成聚天下
英才共建浙江、发展浙江的生动局
面。我省出台外国高端人才创新
集聚区办法，全面推进外国人才来
华工作、居留许可“一件事办理”
改革。

啃“硬骨头”
改革体制机制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是块
“硬骨头”。着眼建设高水平创新
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宏伟愿景，浙
江努力以改革破题，啃下硬中之
硬、攻克坚中之坚。

为科技人员加速“松绑”。浙
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
省农业科学院等 5 家试点单位开
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
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成果转化
时间平均缩减3到5个月。

拆掉各种无形的栅栏。浙大
等25家单位开展省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负面清单+包干制”试点工
作，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支
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试点项目
达225项、经费1.9亿元。

改革陈旧过时的体制。全省
高新区建立了亩均研发投入和亩
均税收“双亩均”考核制度，高新区
亩均研发投入达全省规上工业亩
均研发投入的1.5倍。

改革攻坚，“数字化”堪称利
器。省科技厅牵头的“浙里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是全国首个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围绕
解决“攻什么、谁来攻、如何高效服
务攻关、如何科学评价攻关”等体
制机制难题，深度融合创新链与产
业链，构建高效协同的项目攻关组
织体系。以“浙江拍”为代表的中
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 3.0 体系，几
番 槌 落 间 ，2021 年 为 全 省 带 来
2000多亿元的技术交易额。

新目标承载新梦想，新征程充
满新希望。浙江将继续深入实施科
技创新和人才强省首位战略，加快
推进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
建设，奋力打造三大科创高地和创
新策源地建设重大标志性成果，用
科技现代化牵引全面现代化，用系
统观念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用
整体智治提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

一江创新春水 五年只争朝夕
浙江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省首位战略

本报记者 何冬健 曾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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