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州：扬山海优势
全域创成省级服务业创新发展区

顾志鹏 方史文 魏晨倩

“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台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海形胜、风光旖旎、钟灵毓秀。

台州不仅生态人文资源得天独厚，更是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诞生地。如今的台州，扬山海优势，锚定现代服务业航向，借着全

域创成省级服务业创新发展区的浩荡东风，乘势而上，挺立东海潮头。

赓续前行，奋楫争先。台州市入选的9个省级服务业创新发展区与本地先进制造业协同互促、深度融合发展，涵盖现代金融、数字文旅、数字贸易、生命健

康、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等六大领域。未来，台州市将进一步结合“稳进提质”攻坚行动，督促指导全市9个省级服务业创新发展区做好深化创建工作，明确任

务节点，倒排项目进度，努力升级打造成高能级创新发展区。

椒江：
小微金融创新发展争创全国示范

台州小微金融全国领跑，为创新发展区特
色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创造了以“专注实体、
深耕小微、精准供给、稳健运行”为主要特色、
以“多、快、好、省、稳”为典型特征的小微金融
服务“台州模式”，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多年
来持续保持在 40%以上，信贷质量全省最
优。目前正在全力创建国家级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改革创新示范区。

台州金融创新发展区围绕建设中国民营
经济示范城市这一总目标，以推进传统金融
业提升发展为基础，壮大“两小”特色金融为
核心，培育新兴金融业态为新增长点，优化形
成“一廊两轴三区”总体格局，打造成为区域
金融总部集聚区、“两小”特色金融示范区、新
兴金融发展试验区，成为全面展示台州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的重要窗口。

黄岩：
“永宁江科创带”串珠成链

黄 岩 科 技 服 务 创 新 发 展 区 规 划 面 积
4.43平方公里，分两片布局。西片区是永宁江
科创带的“科创核心区”所在，包括黄岩模塑工
业设计基地、黄岩·中国模具博览城等目前主
要服务业平台；东片区是永宁江科创带的“首
建区”“首聚地”所在，包括黄岩科创园、梦创园
等未来核心科创载体。两个片区相距约 6 公
里，可通过城市快速路（站前大道）实现快速直
达。规划形成“一心一带三区”的总体布局。

“一心”为永宁智芯，“一带”即永宁江科创带
（东段），“三区”即科技创新引领区、数字贸易
创新区、未来产业首创区。

黄岩以“永宁江科创带”建设为引领，以推
动“三链融合”为主线，聚力提升黄岩模塑产业
国际影响力、培育新兴产业创新增长极，以创
新谱写“永宁江时代”发展新篇章。

路桥：
市场大区汽车服务“壮志凌云”

路桥素有“百路千桥万家市”的美誉，是
浙江省十大市场强县（区）之一。创新区所
在的路南街道地处路桥区城区的南大门，距
海门港仅 6 公里，是民航路桥机场所在地。
创新区将构建一核一轴一环三街多区块的
功能布局。

方林汽车服务创新发展区通过数字赋能，
做精品牌汽车销售，做大二手车交易，做优汽
车后市场服务，大力推进现代物流，探索现代
金融支撑，融合发展汽车文旅，建设成为浙江
省现代汽车商贸特色镇、长三角南翼汽车商贸
服务中心、国家汽车双循环枢纽地。创新区以
打造汽车文化小镇为目标，形成要素齐全的

“人+车+生活+文旅+数字”全链条服务，实现
汽车文旅和汽车贸易相互促进、相互转化。拟
通过布局汽车文化展示馆、汽车历史年轮带、
卡丁车赛道等项目，打造具有沉浸式体验感的
汽车文脉流水线。

临海：
现代商贸流通创新发展区崛起

临海现代商贸流通创新发展区整合了台
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多式联运物
流平台、浙江临海经济开发区的总部商务区等
服务业发展核心平台资源，包括东西两个区
块，合计规划面积6.88平方公里。打造以现代
物流、数字贸易、总部经济为主导产业的产业
体系，建设业态丰富、动能强劲、活力四射的创
新发展区。

创新发展区依托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台州综合保税区等平台，推动“港城联动”发
展，打造以港湾一体、多式联运为特色的长三
角现代物流枢纽，依托总部商务区，构建以现
代时尚、品质消费为特质的现代商贸中心，加
快服务业数字赋能、改革赋能、开放赋能，主动
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临海高端资源要
素集聚、引领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服务
业新引擎。

温岭：
高质量建设总部经济创新发展区

温岭市以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和改革开放为
动力，以整合提升总部经济基地省级服务业集
聚区为切入点，加快服务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
目集聚，推动数字贸易、现代商贸、科技服务三
大主导产业质效升级，高质量建设总部经济创
新发展区，着力打造浙江服务的“温岭金名片”。

根据产业空间布局原则，结合城市新区资
源分布特征、产业发展实际，以九龙大道为服
务业创新发展轴，以总部经济基地省级服务业
集聚区为主平台，加快促进服务产业集聚发
展，着力构筑“1+3+N”的产业总体空间布局。
其中，“1”即以总部经济集聚区为核心的总部
经济创新发展基地；“3”即由总部经济辐射发
展的三大核心区：数字贸易核心区、现代商贸
核心区、科技服务核心区；“N”指散落分布在三
大服务业核心区外的重点项目与企业。

玉环：
智慧供应链服务护航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全国首个县级海岛市，玉环充分发挥
制造业和大麦屿港口的重大优势，聚焦现代供
应链服务主导产业及科技服务、航运服务支撑
产业，打造浙东南汽车零部件资源配置基地、
全省智慧供应链服务创新发展示范区、全省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样板区，引领
全市现代服务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助力打造

“一极三城”，建设“四个玉环”。
玉环智慧供应链服务创新发展区东片区位

于坎门街道、玉城街道，为玉环第一大产业——
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提供更好的支撑。西片区
位于大麦屿港口附近，紧邻203省道，海路、陆
路运输便捷。规划形成“一核引领，一港联动，
两区协同”的总体布局框架。今年上半年，创新
发展区主导产业实现营业收入超30亿元，成功
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杭钢集团投资建设智慧供
应链项目，并作为全省唯一省本级重大项目，在
全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进行签约。

天台：
生态大县搭上数字文旅高速列车

依托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创新发展区突
出“佛宗道源，山水神秀”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
优势，重点发展数字文旅、数字贸易、生命健康
三大主导产业，促进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与合
理布局，努力打造国际知名数字文化旅游胜地、
国内县域数字贸易高地、国家级健康养生福地。

创新区主要包括天台山旅游休闲集聚区
和高铁新城两个区块，规划总面积约 11.48 平
方公里，打造形成“一心五区”的总体布局。“一
心”即数字文旅服务中心，依托天台山旅游集散
中心，以数字化赋能传统旅游模式升级，加快引
入智慧景区系统，建成集“旅游服务、风景游赏、
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
中心，打造天台旅游门户。“五区”即五大产业功
能区，规划布局数字文旅休闲区、生态颐养体验
区、生命健康创新创业区、数字贸易提升发展
区、“和合”生态宜居活力区。

仙居：
从生态旅游向生命健康进阶

仙居生命健康创新发展区将数字赋能、创
新赋能、文化赋能、生态赋能、品牌赋能作为主
要动力，依托发达的医药医械产业基础、优越
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优势，重点发展生命健
康、数字文旅两大主导产业，促进高端服务业
集聚发展与合理布局，以标志性项目招引、龙
头企业培育、创新资源集聚、服务质效提升为
突破口，努力打造长三角生命健康创新发展高
地、国家旅居目的地。

未来五年，创新发展区规划建设10个服务
业重大项目。其中生命健康领域项目主要包括
仙居医械小镇星石器-产业加速器项目、仙居医
械小镇星石器-总部基地项目、司太立总部经济
项目、丰安生物健康疗养中心；数字文旅项目主
要包括亚繁·悦城、神仙居文化创意产业园、雅
高铂尔曼酒店（原富民山庄）、院士创新中心、妙
禾健康产业园、神仙居德信文化主题乐园。

三门：
服务智慧港航物流“汇通八方”

三门智慧港航物流创新发展区所在区块
港航资源得天独厚，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北向
联通沪甬，南向对接温台，西向辐射浙西、江西
等地，海运、陆运发达，船舶全年可停泊300天
以上，最大可满足 5 万吨级满载乘潮双向通
航，7万吨级满载乘潮单向通航。

以港航物流为主导、数字贸易为支撑、数
字化改革为动力，着力集聚旗舰型项目、龙头型
企业、创新型要素。发挥港口开放优势，突出大
宗商品集散、新能源城、绿色建材和“鲜甜”农渔
特色，建设大宗商品智慧交易市场、跨境电子商
务集群，培育港航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构建效
率高、结构优、竞争力强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打
造全县服务业发展新引擎，力争建设成为长三
角现代港航物流服务高地、全省大宗物资集散
交易基地、全国物流服务创新实践样板。

台州台州

台州：“654”产业体系带动城市能级新跃升
台州服务业蹄疾步稳、方兴未艾。近年来，台州市围绕科技信息等六大生产性服务业、供应链管理服务等五大新兴服务业、数字文旅等

四大优质生活性服务业，构建起特色鲜明、创新发展的现代服务业“654”产业体系，探索创建现代服务业的“台州模式”，聚焦“推动高质量
发展、打造高能级城市、促进高水平共富”三大历史性任务，标定“奋进新征程、再创新辉煌、再上新台阶”的时代航向，以“三高三新”的工作
实效展现“两个先行”的台州作为。去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2939.24 亿元，同比增长 8.1%，今年上半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1452.59
亿元，同比增长 2.2%，增速均居全省前列。

加快创建省级服务业创新发展区，这与全力打响“台州服务”品牌、着力构建“654”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和“一核一带一廊多点”的空间格局一
脉相承。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台州服务业的产业支撑和承载能力，打造与两化融合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努力成为长三角地区服务业支撑民营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城市。

（本版图片由台州市各区（县、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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