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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潮水连海平，科创之潮逐浪高。
近日，由科技部指导、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联合中

国科学院大学编写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2》（下
称《报告》）正式发布，浙江省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跃居全国第四
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报告》显示，浙江省的知识创造指标
上升 2 名，跃居全国第三位；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
指标则保持稳定，分别为全国第三位、第四位和第四位。

回望过往的五年，浙江科技创新的步伐如此坚实——超
常规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效提升

“知识创造”能力；进一步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提升
“企业创新”竞争力；打造“十联动”创新生态，不断优化“创新
环境”，提升“创新绩效”，科技创新取得历史性成就，站上了新
的更高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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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突破更是新起点。
浙江没有停下创新制胜的铿锵脚步，

2023年，浙江将打好科技创新组合拳，拳拳
剑指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创
新策源地的雄心和决心——

实施创新平台能级提升行动：以杭州城
西科创大走廊为主平台，加快创新策源地建
设，积极创建综合性科学中心，加快形成“一
廊引领、区域联动”的科创走廊体系；支持之
江实验室建设成为国家实验室的重要支撑，
支持西湖实验室、浙大脑机交叉研究院等优
势单位纳入国家实验室基地体系；加快布局
综合性或专业化的技术创新中心，新建一批
省技术创新中心，推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浙江中心入轨运行⋯⋯

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行动：组织实施
一批杰青、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推行“负面清
单+包干制”改革，加强数理化生等基础学
科理论研究；大力推行“揭榜挂帅”“军令状”
等攻关模式，部署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
取得一批硬核科技成果⋯⋯

实施创新链产业链融合行动：健全高
精尖特企业联动培育机制，推动上下游大
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新增一批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普惠
性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引导加大研发

投入；积极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评价改革综
合试点，健全符合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和技
术转移机构等各方利益的成果转化收益分
配机制⋯⋯

实施共同富裕支撑引领行动：深化科
技成果“转移支付”体系，指导开展山区 26
县“一县一策”试点县建设；加快农业科创
高地建设，深入实施“双强”行动，深化“百
品万亩”工程；省市县联动选派科技特派
员，推进科技特派团试点工作；探索知识、
技术等要素价值的实现形式，制定实施科
技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推动职务科技成
果转化收益分配，发挥科研项目资金的激
励引导作用⋯⋯

实施创新生态优化行动：纵深推进科技
创新数字化改革，迭代科技攻关在线、科技
成果转化在线、浙里大仪共享在线等重大应
用，加快推进“科技大脑+未来实验室”创新
范式变革；深入实施国家和省级重点人才计
划，新引和培育一批高端人才和团队⋯⋯

未来五年，浙江将落细落实科技创新和
人才强省首位战略，突出创新制胜导向，加
快提升省域创新体系效能，加快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创新策源地，加快形
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支
点，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两个先
行”提供持久动力。

打造制胜新优势 乘风破浪再出发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很快解决了研发
急需使用的仪器，还通过使用创新券，节省
了一笔费用。”浙江达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人在提到“浙里大仪共享在线”平台时，
赞不绝口。据介绍，达美生物项目研发需要
用到核磁共振波谱仪，通过共享平台，找到
了绍兴文理学院，从线上下单、寄送样品到
在线取得检测报告，仅用了 3 天，而政府发
放的创新券又让公司省下了一笔不小的
费用。

“浙里大仪共享在线”就是浙江省大型
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据统计，该平台建
设以来，浙江已整合全省294家单位大科学
仪器1.6万余台，设备原值超151亿元，累计
为5000余家企业提供服务7万余次。“浙里
大仪共享在线”只是浙江科技创新数字化改
革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浙江以数字化改革激活创新要
素资源，构建“科技大脑+未来实验室”科研
新范式，迭代“科技攻关在线”“科技成果转
化在线”等重大应用，促进创新要素充分开
放共享、智能精准配置。

比如“科技成果转化在线”，推动了浙

江在全国率先推行科技成果“转移支付”机
制，以“先用后转”“以需定转”“安心促转”

“要素跟转”等方式，提升科技成果转化
效率。

丽水龙泉是浙江的山区 26 县之一，当
地中小企业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资源“找不
到”、成果“用不好”的情况。作为科技成果

“转移支付”试点县，龙泉聚焦汽车空调、剑
瓷等主导产业，前后五轮组织浙江大学、浙
江理工大学专家团队实地走访企业 100 余
家次。截至目前，已成功签约先用后转成果
9项。

与此同时，浙江大力推广科技特派员创
新服务模式，深化科研人员扩中提低改革，
积极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评价改革综合试点，
深入实施“鲲鹏行动”等国家和省级重大人
才工程，推进放权赋能，深化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负面清单+包干制”试点⋯⋯

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创新
生态体系初步构建。截至目前，全省入选国
家创新型城市8个、创新型县（市）5个，数量
分居全国第3、第1位，“浙”里的创新环境正
不断刷新。

数字化改革牵引 重塑创新生态圈

“企业创新”居全国第 3 位，“创新绩效”稳定在全国第 4
位！《报告》的数据显示了浙江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深化产
学研合作，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在胡润研究院
发布的 2021 年全球独角兽榜单中，浙江省共有蚂蚁科技、菜
鸟网络等 27 家企业入围，企业入围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和
广州。

五年来，浙江省实施科技企业“双倍增”计划，高新技术企
业从 2016 年的 0.77 万家增加到 2021 年的 2.86 万家、五年翻
两番，科技型中小企业增长近 2 倍，科技领军企业达 62 家，形
成“5 个百分之八九十”格局，即企业的研发投入、科技人员、
研发机构、承担科技项目、授权专利均占全省80%-90%。

浙江目前已拥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各2个，数量均居全国第1位。8个国家
高新区和 54 个省级高新区创造了全省超四成的规上工业增
加值、超五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比从 2016 年的 40.1%提高到 2021 年的 62.6%，成为主导
产业。

特别是面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压力，我省高新技术企业
承压而上，创新驱动全速奔跑，充分展示了创新的逆周期调节
重要属性，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2016年建成的“光伏制造+互联网”透明工厂——正泰新
能，紧抓新能源发展机遇，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提效降本，目前
已实现装机容量超过 2GW,稳坐国内分布式光伏“半壁江
山”；

致力于创新生物药物研发和生产的浙江博瑞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把握我省打造生命健康科创高地的历史机遇，聚焦深
耕自身免疫、肿瘤免疫等“黄金赛道”，以差异化产品实现了逆
势增长；

老牌农药生产企业中山化工，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逆风翻
盘，交出了一张高分报表：2022 年前三季度总营收达 31 亿
元，实现利润总额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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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浙江“知识创造”进步明显，比上年提升 2
位。“知识创造”主要是通过研究开发投入、专利产出等情况的
指标，衡量一个地区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近年来，浙江超常规加大研发投入，举全省之力建设杭州
城西科创大走廊创新策源地，10 家省实验室完成“战略拼
图”，首批6家省技术创新中心挂牌建设。获批建设超重力离
心模拟与实验装置、超高灵敏极弱磁场和惯性测量装置 2 个
国家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实现了零的突破。

新型实验室体系、技术创新中心体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以集群态势，形成了充满活力的开放型
区域创新生态，亦让浙江成为“知识创造”的沃土。同时，浙江
辅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倒逼、引领、替代、转化“四张清单”，

“揭榜挂帅”“赛马制”、创新联合体等攻关模式，一系列硬核创
新成果在“浙”里涌现，在人工智能、新药创制、生物育种等领
域已取得 436 项进口替代成果，数字安防、工业互联网、高端
磁性材料等领域技术水平全国领先，主持的国家科技奖数跃
升至全国第3位。

杭州市西侧绵延39公里、串连着一批高能级科创平台的
腹地就是城西科创大走廊，这里，汇聚着全省 60%的国家科
技奖和省科技奖一等奖、7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80%的国家

“杰青”“优青”人才，这里，每天都在演绎着科技登峰行动，每
个角落都激荡着澎湃的创新动能——

高密度头脑风暴、技术研讨、试错优化⋯⋯之江实验室智
能超算研究中心团队正在进行新一轮集中攻关；

西湖大学合成生物学与生物智造中心日前正式启用运
行，10余位跨学科特聘研究员、博导聚焦于新一代生物药物、
生物材料，以及基于二氧化碳和太阳能的大规模绿色生物制
造核心技术等，着手推进项目研发⋯⋯

布局高能级平台
科技硬核实力倍增

西湖大学云谷校区学术环

浙江省变化较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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