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也 是 中 华 民 族 最 深 沉 的 民 族 禀

赋。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浙江文化中富于创新

创造的基因，随着良渚玉琮的加工

技术、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浙

东运河发展演变等，都在中华民族

文明长河中留下了创新、创造和进

步的印记。

创新文化引领创新发展与社会

变革。在浙江创新馆，1000余个代

表浙江尖端科技力量的科技成果在

这里集中亮相，全面展现浙江忠实

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的创新发展历程。当然，这只是

浙江创新发展精彩蝶变的一个缩

影，这些年，在“八八战略”指引下，

浙江创新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创新型省份建设宏伟蓝图正一步步

变为现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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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图景一
高能级科创平台激发创
新裂变

为了弥补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这一短
板，近年来，浙江超常规加大科技投入，
主动对接国家战略资源，加快高能级科
创平台布局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大科
学装置、国际大科学计划实现零的突破，
全国重点实验室累计20家，省实验室和
省技术创新中心完成“双10”布局，23所
高校 126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
100 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建设，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浙江方阵异军突
起。

“我们的科学家团队自主研究找到
了 F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信号激
活胞外区域的‘最后一张拼图’。”中国
工程院院士、瓯江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李
校堃说。今年 6 月，瓯江实验室的一项
围绕细胞生长因子领域的重要成果，在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上正式发表。
这项重大研究，打破了过去近30年科学
界对于 FGF 信号启动机制模式的固有
认知。

高能级科创平台既是原始创新的
“策源地”，也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强引擎”。面对产业创新人才供给与需
求矛盾愈加突出的困境，高能级科创平
台走出了先行探索“科教融合”培养产业
创新人才新模式的坚实一步——

“不仅能在高校学习，还能在省实验
室做科研，更有来自海内外的权威导师，
让我打开了国际视野。这一年的研究生
生活，真的很‘高能’！”2022 年 9 月，瓯
江实验室迎来首批 45 名研究生报到入
学，王其琛便是其中一名。瓯江实验室
通过承担“新型研发机构科教融合培养
产业创新人才”揭榜任务，联合温州医科
大学成立科教融合学院，加强教育、科
技、人才的紧密联系。如今，首批研究生
已成为实验室科研工作中的“活跃因
子”，而随着今年 60 多位新研究生的加
入，一支日益强大的生命健康领域后备
军正在不断扩容。瓯江实验室的创新举
措与累累硕果，正是浙江以高能级科创
平台激发创新裂变，支撑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缩影。

纵观全省，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紧
密结合区域社会经济需求，放大了高校、
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的集聚裂变效应，
形成了全新的创新体系，迸发出更多创
新活力：

作为全国首个眼健康领域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化平台，中国眼谷先后与世
界 500 强、眼科领域头部企业共建 32 家
上市企业联合研究院，孵化近 210 项科
技转化项目，为温州眼健康全产业链创
新布局按下“加速键”。同时探索构建产
教融合的新模式，计划在未来五年时间
实现百万平方米科创基地、百亿眼健康
产业产值、百名国家级眼视光人才“三百
目标”，大力推进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进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紧密
结合萧山产业发展，牵引各 Pi 团队与长
三角头部企业、科研院所共同设立专项
班并配置专项招生指标，开展校企联合
培养工作。两年多时间里，该院电子信
息领域师生规模已达2000余人，通过产
学研融合，进一步为地方科教与产业共
生共荣注入澎湃活力。

病毒灭活高达 99.99%的新冠病毒
灭活设备，可快速在伤口表面形成保护
膜阻断细菌、病毒传染的液体创口贴，实
现“超越式”国产替代的生命科学显微
镜.⋯⋯三年多来，国科温州研究院加大
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联动，已
有 20 多项科研成果处于临床阶段或市
场销售，有效助推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
高能级科创平台，是突破科学前沿和

关键核心技术的“实力担当”，也是支撑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如今的浙
江，越来越多的高能级科创平台迸发出磅
礴的创新活力，将科研“动能”转化为产业
发展“势能”，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现实图景二
科技企业扩面提质催生
创新动能

企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连续 7 年
蝉联全国第 3；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人
员、研发机构、承担的科技项目、授权专
利均占全省 80%~90%，形成了“5 个百
分之八九十”创新格局⋯⋯一组组跃动
数字的背后，反映的是浙江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大力推进科技企业扩面提质，构
建完善的科技企业梯次培育机制，掀起
科技型企业向“高”攀升、向“新”突破、向

“强”进军的热潮。
在杭州萧山湘湖之畔的杭州科百特

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有一面专利墙，墙上
满满当当挂着1000多个专利证书，科百
特精心研发的核心过滤膜材料，打破了
国外垄断。“坚定不移走技术研发创新之
路，心无旁骛做好主业”是特百科创始人
张应民总结的企业发展心得，也是浙江
众多创新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构

建起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
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在企业
自主创新的同时，新和成与近 30 所国
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企业出题、专
家答题”的产学研合作。依托创新联合
体，华为、杰事杰、新和成三家企业发挥
各自优势，使新和成打造了从基础原料
到高分子聚合物、再到改性加工、到特
种纤维的全产业链，填补了国内 PPS

（聚苯硫醚）产业链空白。
在浙江，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发展壮

大的案例不胜枚举。走进坐落于缙云的
浙江天喜厨电股份有限公司新落成的厨
电研究院，有面直径约3米的圆柱墙，挂
着1300多个专利证书，其中发明专利就
有100多项。每年设计开发智能厨电新
产品达200余款，使天喜一直走在厨电行
业的前端。专注于攻克红外探测领域

“卡脖子”难题的浙江珏芯微电子有限公
司，自 2019 年落户丽水经开区以来，进
一步完善了当地“从无到有”的半导体产
业链生态圈布局，初步形成了半导体产
业链雏形。主要从事动力与储能锂离子
电池研发、生产与销售的瑞浦兰钧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为新能源汽车动
力及智慧电力储能提供优质解决方案，
在瑞浦兰钧的聚合带动下，一批新能源
产业上下游项目在温州加速集聚⋯⋯

这些乘势而起、扶摇直上的科创企
业，是浙江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凸显、
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生动写照——
相关数据显示，浙江的科技领军企业达

100 家，科技小巨人企业达 238 家，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达 3.6 万家，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达 9.8 万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65.3%、成
为主导产业。

通过打造自主创新的“核心圈”、构
筑技术和产业的“朋友圈”、形成带动广
泛的“辐射圈”，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
再到效的凸显，浙江科技企业已成蓬勃
发展之势，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强大动力。

现实图景三
最优创新生态释放创新
活力

区域创新能力跃居全国第 4；杭州、
宁波等 10 个城市登上全国城市创新能
力百强榜；嘉善、德清等8个县（市）成功
获批建设第二批国家创新型县（市），数
量居全国第 2⋯⋯这些都是浙江构建省
域创新体系、营造最优创新生态的“成绩
单”。

在刚落成的新昌高创智造科技园线
下展厅，通过一块名为“创新服务云平台
驾驶舱”的智能大屏，我们看到了新昌县
着力推动创新职能高效协作、创新资源
高效配置、创新服务精准增值的“云局”
运作体系。点开创新服务“云局”线上云
平台界面，创新事项、创新资源、创新保
护、一键提交四个板块一目了然。“目前，
平台已跨界整合了 33 个部门，汇集了
108 宗创新事项和 370 项创新资源。”新
昌县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
科技创新资源要素下沉，是科技创新
必须回答好的“必答题”。新昌创新
服务“云局”，初衷是深化体制改革、
优化创新服务，背后反映的是山区县
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补齐科技人才
基础薄弱、高能级创新平台缺乏等发
展短板，引进集聚高端资源要素的坚
定决心。

在台州黄岩县平田乡某家庭农场
内，猕猴桃树结出累累硕果，平田猕猴桃
从无到有，离不开浙江农林大学农学院
园艺系教授徐凯的贡献。2010年，徐凯

作为省科技特派员扎根平田乡，带领团
队创建果树示范基地 12 个、面积 1.5 万
亩，完成技术攻关 51 项，辐射带动 0.72
万人，农民增收3.4亿元。

丽水缙云县为全省首批三个科技
特派团试点县之一。来自浙江大学能
源清洁高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骨
干教师吴昂键，作为缙云科技特派团的
成员，依托浙江大学能源领域学科优
势，联合浙江科技学院，帮助臻泰能源
开展了可再生能源制氢联合生物质合
成绿色燃料耦合系统研发，有效地提升
了电力系统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在
科技特派团的帮扶下，臻泰能源最终与
浙能集团签订 1200 余万元氢能合作合
同，实现了缙云科技特派团帮扶山区县
企业产品融入龙头企业供应链“零”的
突破。

在浙江，像徐凯、吴昂键这样的科技
特派员、科技特派团成员还有很多。近
年来，浙江通过大力实施科技特派员制
度，积极推动创新资源下沉，引导科技人
才深入田间地头，成为浙江打通山区县
高端人才短缺，产业跃升发展面临巨大
压力这个“堵点”的法宝。20 年来，浙江
省市县三级联动累计派出科技特派员
2.4万人次，实施科技项目9515项，推广
新品种新技术 1.7 万多项次，培训人员
680 多万人次，实现经济效益 98.58 亿
元。科技特派员已成为浙江推进乡村振
兴、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道独特风景。

未来展望
强力推进创新深化，以科
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

“浙江要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
优势上走在前列。”这一殷殷嘱托为浙
江科技创新把脉定向，在全省引起热烈
反响。

资源禀赋“先天不足”，却成功跃
居全国区域创新能力第一方阵，浙江
凭借的是厚植于大众的创新文化，凭
借的是浙江人对创新的坚定信念和不
懈追求。

当前，浙江发展进入了又一个爬
坡过坎的关键期，创新深化是“勇当先

行者、谱写新篇章”的先手棋、关键招、
新引擎。

1 月 28 日，农历新年上班第一天，
浙江召开全省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强
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放提升
大会。会上明确提出要通过强力推进
创新深化，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
份，强调创新深化是“两个先行”的战略
核心，要求超常力度一体建设教育科技
人才强省，实施“315”科技创新体系建
设工程。

11 月 10 日，全省创新深化大会在
杭州举行。会议强调要紧扣“勇当先行
者、谱写新篇章”新定位新使命，持续推
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在创新深化上
再出实招真招硬招，推动“315”科技创
新体系与“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高效
融合，放大特色产业优势、创新生态优
势、人文优势和浙商优势，开辟新赛道、
增强新动能、引领新模式，努力探索新型
举国体制浙江路径，加快打造高水平创
新型省份，奋力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
新优势上走在前列。

如何推进创新深化？接下来浙江的
目标任务十分明确——

深入实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推进”，加快打造高能级平台、建设高
水平大学、引育高层次人才，着力塑造
教育科技人才高效贯通新优势；迭代
实施“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六
大行动”，推动基础研究开新局、关键
技术破难局、成果转化解困局，着力塑
造科创体系新优势；积极探索“链主”企
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模式，强化“链
主”企业引领带动，培育更多“领军”企
业，推动“产创”联盟融合更紧，着力塑
造企业主体活力新优势；推进数智赋
能、减碳增绿、延链强基，着力塑造产业
创新新优势；厚植创新文化，提升创新
服务，推进创新开放，着力塑造创新生
态新优势⋯⋯

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在新的
更高起点上，浙江将强力推进创新深
化和“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加
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和
创新策源地，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
新优势上走在前列，为持续推动“八八
战略”走深走实，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
新征程上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提
供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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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电磁安全卫士”项目的研发与测试工作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院进行

科技特派员奔忙在希望的田野上

浙江创新馆一角

瓯江实验室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