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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西湖区，正在重塑新时代的金名
片，刷新人们的固有认知。

这是高校云集的西湖区：浙江大学、西
湖大学、中国美院等 18 所高校，国科大杭高
院等 28 家研究院所，文教重镇西湖区成色
更足；这是高人集聚的西湖区：48 名两院院
士安家扎根，高层次人才发展的“雁阵格局”
加快成势；这是高能级平台有序搭建的西湖
区：全省唯一的国家实验室落地，7家省级新
型研发机构成功申报，高能级平台激荡澎湃
动能。

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副校
长、硅谷之父弗雷德·特曼教授提出建设斯
坦福工业园，让大学与企业联合开发项目，

构建创业创新的积极生态体系。若干年后，
这个决定被认为是大批全球影响力企业、产
业得以孵化的起点。

而今，这种在高校附近打造创新创业平
台的场景，在西湖区也不鲜见。比如毗邻浙
江大学的 1897 科创谷、毗邻西湖大学的紫
金港科技城云创镓谷，它们都是西湖区环大
学创新圈中最近一公里的典型。

这得益于“环大学创新圈”的战略布
局。西湖区提出要打造成果转化首选地，以
推动就地转化为重心，围绕创新源，建设环
大学创新圈的“最近一公里”，升级高校经济
发展布局，着力建设环紫金港、环浙大玉泉、
环浙工大、环美院等大学创新圈，做精做深

“一链一院一基地”，推动高校人才资源的
“无穷脑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如同一颗颗种子长成茂密森林的
不易，从书架到货架的道路也艰辛

而漫长。西湖区构建了要素齐全、
无微不至的生态系统，给予创客

们让梦想生长、开花的能力。
比如在城西科创大走廊

核心区，打造了青年人才创
新创业综合园区，这是汇

聚科创成果政产学研
服 等 全 要 素 的 能 量

场，不仅服务园区还辐
射周边企业高校。

再比如，设立杭州市
“创客天下”大赛决赛，铺设

了人才项目、风投、专
家交流的平台，许多

创客并非奔着获奖而
来，更多是因为这里

有创业技能指导、资
本支持的机会。“许多

创业路上想不通的拦
路虎，被导师一句话点
通了；要避免踩哪些

‘坑’，风投的专家
也会告诉我们。”一位
从创客天下大赛走出
的青年创客，如此评价政
府搭建的平台。

此外，西湖区还设立了
“12345 转西湖人才专线”，统
筹全区人才服务热线，为人才及
时解疑释惑；开展“西湖英才学
堂”，为上市企业高管、律所会所合
伙人等个性化设置培训课程，促进交流融
合；为解决人才项目的起步之困，组建全省
首个青年科学家基金，为项目发展注入资金
活水。像这样“一赛一会一学堂”“一园区一
生态”的构建，让青年科学家轻装上阵，在各
自赛道自由驰骋。

以“西湖英才”这一维度，可以窥见西湖
区全链打通、全网支持、全盘布局的成果。
在“英才企业”中，目前已有 20 家计划上市，
34家获西湖科创投 3亿元投资，占科创投总
投资企业数一半以上；全区“准独角兽”企业
中，英才企业占比超1/3。

环高校落子布局 重塑新时代金名片

““聚英才聚英才 共栖西共栖西””杭州人才日西湖创享荟活动杭州人才日西湖创享荟活动

第八届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

西湖大学云谷校区夜景西湖大学云谷校区夜景

“西湖对话”中外专家热议未来，厚积人才优势向国际化跃迁——

西湖区：后亚运时代，城市如何与世界对话
丁 珊 郑 楠

““赛赛”“”“会会””之城杭州之城杭州，，在杭州亚运会后在杭州亚运会后，，加大向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大向国际接轨的步伐。。

一场国际盛会一场国际盛会，，在在1111月月1212日如约而至日如约而至——20232023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拉开序幕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拉开序幕。。1414年来年来，，这场盛会已成长为浙江省和杭州市招引高层次人才这场盛会已成长为浙江省和杭州市招引高层次人才

工作的一张金名片工作的一张金名片。。

““西湖对话西湖对话””活动是大会精彩纷呈的重要篇章活动是大会精彩纷呈的重要篇章，，今年尤其颇具看点今年尤其颇具看点：：邀请国际一流专家邀请国际一流专家、、在华高端外国专家在华高端外国专家、、青年人才代表青年人才代表260260余人共聚西湖区余人共聚西湖区，，碰撞观点碰撞观点、、激荡激荡

思想思想，，共同探讨后亚运时代城市文明的前景共同探讨后亚运时代城市文明的前景。。

一场盛会就是风向标一场盛会就是风向标，，折射着西湖区重视人才折射着西湖区重视人才、、爱惜人才的工作理念爱惜人才的工作理念。。从区域位置看从区域位置看，，西湖区适逢省市战略交汇西湖区适逢省市战略交汇：：既是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创新策源既是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创新策源““东首东首”，”，

也是之江文化产业带发展的核心也是之江文化产业带发展的核心。。如何将人才优势转换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优势如何将人才优势转换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优势？？后亚运时代后亚运时代，，城市又该如何创新国际人才发展机制城市又该如何创新国际人才发展机制？？

西湖区以西湖之答西湖区以西湖之答，，回应时代之问回应时代之问——紧紧锚定区位优势紧紧锚定区位优势、、资源禀赋资源禀赋，，持续提升科创平台持续提升科创平台、、产业平台产业平台、、企业平台企业平台、、高校平台高校平台““四位一体四位一体””引才能级引才能级，，在在““33+N+N””世界世界

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国家战略布局中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国家战略布局中，，扛起西湖担当扛起西湖担当。。

西湖区“启明星”大创营成立

今年上半年，西湖区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生1.68万
名，二季度总量位列全市前三，保持着同比 15%的两位数
高速增长；在“西湖英才”专家中，65%是 25—35 岁年龄段
的青年人才，他们为区域经济活跃度贡献了重要力量。

这两个不同口径的数据，都指向了一个群体：青年人
才。40周岁以下青年人口的净增长，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
市是否具有吸引力的重要标志。这两组数据无疑说明，西
湖区是具有独特魅力的。

魅力来自无微不至的人才服务。西湖区专门在区级行
政服务中心、各个街道社区设置“人才综合服务专窗”，为来
杭人才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提起西湖区的魅力值，大
学毕业生王瑜璐首先会向人推荐骆家庄社区。今年夏天，
她拖着行李箱搬到了骆家庄，骆家庄以 7 天免费过渡公寓
的政策，为她安顿好来杭州的第一站。这正是骆家庄党建
引领外来青年群体发展，打造“人才来杭第一站”的政策体
系之一。

以骆家庄为起点，西湖区全区 11 个
镇街及 4 个产业平台都排摸出有意向

的房源，编织成一张就业支撑体系。
凡是毕业3年内的大专及以上学历

的青年人才，来西湖区创业就业，
都有机会住到这样过渡性的免

费公寓。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

集。
向青年人才敞开怀

抱的“骆家庄”，并非凭空
出现，它是从西湖区持续构

建青年人才的土壤环境中生
长出来的。这些年来，西湖区

成立博士后联谊会、大学生创业
企业联盟，大家在学术、职业发展、

生活等方面加强交流、联系，也对城
市有了更多的归属感、认同感。

西湖区深知，要留住青年人才，除了
给予施展拳脚的舞台，还得让青年爱上城市的生活。为此，
西湖区委人才办想方设法为年轻人量身定制个性化活动，
包括“西引力”西湖人才青春品牌、“西望之星”创客大赛、

“西行游记”人才游玩等六大子品牌应运而生，以“西行游
记”为例，西湖区开设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元宇宙AR视觉”
等沉浸式体验路线，充满“科技感”与“烟火气”的潮玩活动
和充满多巴胺的文创设计，牢牢地俘获年轻人的心。

青年聚，城市兴。近5年，西湖区人才净流入达5.6万，
人才总量超40万。青年人才“用脚投票”，正是对西湖区的
最好认可。青年人才和西湖区，正在双向奔赴中共赴更为
曼妙的未来。

打造“人才来杭第一站”
年轻才俊纷至沓来

盛会结束后，杭州亚运会信息技术指挥
中心执行指挥长张鸽在云栖大会上讲述了
一个他很深的感触，“杭州亚运会强化了浙
江在国际上的城市影响，也必将在后亚运时
代持续放大对高精尖人才的吸引力。”

事实上，高精尖人士对杭州的青睐由来
已久，杭州已连续 13 年入选“外国专家眼中
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而源源不断汇集
的国际人才，助推着城市的经济产业、科技
创新、能级提升。2022 年，杭州全球创新指
数排名第14，人才集聚的效应显露无遗。

亚运是城市知名度提升的窗口期，也是
招徕人才的机遇期。西湖区高站位布局，深
度编制“产业分布图”“创新资源分布图”“全
球引才路径图”三大图谱，面向全球构建“全
谱系”人才信息网络，实现精准靶向引才。
同时，运用产业引才、以才引才等方式，千方
百计为西湖区吸纳人才资源。

招徕人才，并非朝夕之功。西湖区已经
打造了一张错落有致的人才版图：引育国家、
省市级相关专家人数持续位居全市第一。今
年以来，西湖区新引进杭州市高层次人才
5200余人，数据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量。

在西湖区，国际人才主要集聚在国际化
企业、科研院所以及高能级科创平台等，在
各自的领域助推社会发展、产业变革。

自筹建以来，西湖大学就面向全球引进
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领军人才、有着巨大发
展潜力的杰出青年人才。如今，31个国家的
60 余位外籍教职工为西湖区人才版图增添
亮丽一笔，其中A类高端人才占比六成。

连续两年可信 AI 相关专利总数全球第
一、不断打磨抵御数字时代风险的核心能
力，蚂蚁集团技术专家团队相关人士认为，

“我们和外籍技术人员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并
肩作战，最终在创新之路上攻城拔寨，突破
技术的边界。”

为表彰外籍专家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所
作的贡献，省政府特意设立“西湖友谊奖”。
西湖大学的萨万院士正是 2020 年“西湖友
谊奖”的获得者。5年前，萨万因看好中国的
发展，离开了生活、工作 40 余年的加拿大来
到了西湖大学，他组建了西湖大学先进神经
芯片中心，立志于用生物传感技术等找到破
解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解决方案，“这个奖，正
是为了感谢他为全人类健康和提高生活质
量所作的努力。”西湖区委人才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
“我不是新杭州人，我是杭州人！”林德

亚太工程有限公司的于恒，曾自豪地表达过
对杭州的认同感。这位来自德国的首席财
务官，不仅自己扎根杭州，还推动林德集团
在杭州设立亚太区工程总部。今年他获评

“西湖友谊奖”，奖项本身也成为外国人才和
中国城市双向奔赴的美好见证。

全球人才留了下来，还在各自领域产出
丰硕的创新成果，他们自身也化作了一座座
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为解决人类共同命运的
议题发挥作用。埃科斯柏欧（杭州）生物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科瑞欧，在生物医学
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为攻克阿尔茨海默病等
神经系统疾病作出长足的贡献；王立农教授
在西湖大学组建“可持续性、农业与技术”实
验室，打造新型农业生产系统，为全球不断
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能源等，以实现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后亚运时代 乘势加快国际化后亚运时代 乘势加快国际化

““西行游记西行游记””人才游玩体验活动人才游玩体验活动

西湖大学科研人员在实验室西湖大学科研人员在实验室西湖大学科研人员在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