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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山里”“山外”曾横亘着一
条区域协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沟
壑。科技特派员制度，为破解区域发展
不平衡这一“老大难”问题送上了一把

“金钥匙”。
时光不语，镌刻不凡。从 2003 年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
向欠发达乡镇派遣科技特派员的通知》
到今年出台的《科技特派员服务和管理
规范》省级地方标准，科技特派员服务
领域和区域逐步向全省域、全领域拓
展，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红利进一步释
放。据统计，全省累计派遣科技特派员
3.9 万人次，投入财政经费 15.36 亿元，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5.98 亿元，推动农
民增收 63.53 亿元、企业增效 45.1 亿
元，在推动浙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中
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科技答卷。

从“守住绿水青山”到“铸造金山银
山”，科技特派员制度成为牵动区域发
展、促进产业转型的关键引绳。1 月，
在山区26县“一县一业”高质量发展科
技特派团试点工作启动会上，浙江省提
出“要以组团方式向试点县选派有关专
家和技术人员，引导创新要素向山区县
集聚，精准匹配全省科技、人才、平台、
企业等资源，探索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努力在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上取得新突
破”。目前，全省已派遣15个科技特派
团驻扎试点地区。

在科技特派团的助力下，缙云县在
创新驱动中不断提能升级：浙江科技学
院缙云县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成功获
批，浙江科技学院浙西南研究院、浙江理
工大学缙云研究院和浙江工业大学缙云
创新设计研究院纷纷落地，县域内13家
企业聘用特派团成员为技术顾问，科技
特派团与企业开展省“尖兵领雁”等产学
研合作项目10余项、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3 亿元⋯⋯这样的场景，在全省各地不
断上演重现，创新之花已然生根发芽。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围绕山区26
县块状经济产业链全面提升，省科技厅
出台《科技赋能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推广“企业出题、高校院所解
题、政府助题”的协同创新模式，推进山
区26县与大院名校结对合作。截至去
年年底，累计引进共建载体84家，为当
地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搭建重要平台；不
断探索“产业飞地”，助推创新资源要素
在区域之间联动；扎实推进科技成果“转
移支付”，促进科技成果以“先免费试用、
后付费转化”的方式优先向山区26县落
地转化，已在7个山区县开展试点。

推进创新深化，是浙江迈上新时代
新征程的必然选择。浙江将持续在重
点领域实现新的突破，切实加强科技基
础能力建设，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
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为“勇当先
行者、谱写新篇章”注入科创动能。

全域提升 形成创新“一盘棋”全域提升 形成创新“一盘棋”

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
浙江赓续“八八战略”擘画创新发展蓝图

费必胜 童歆涵 江 耘

伟大擘画，指引奋进航程。20年前，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引领浙江未来发展的“八八战略”。其中，“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

强省”的举措为浙江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之江浪潮，创新奔涌不息。20年来，历届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始终把创新驱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一以贯之、一

抓到底、纵深推进，一步一个脚印将“八八战略”规划的宏伟蓝图变成了美好现实，浙江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跻身全国创新版图中第一方阵，走出了创新发

展的崭新路径。

21 世纪初，随着浙江发展步入快
车道，“先成长先烦恼”的难题接踵而
来，人口红利不断下降、环境和资源压
力逐渐加大、产业亟须转型升级等等，
无不期待“破题良方”。“八八战略”这盏
明灯，不仅引领着浙江高质量发展，也
照耀了浙江科技创新大局20年的焕然
蝶变。

数据是最真实的回答：浙江如期实
现了“到2020年成为创新型省份，基本
建成科技强省”的战略目标，站上了

“12345”的历史新坐标，“1”是浙江国
家实验室实现“从 0 到 1”的重大突破，

“2”是国家大科学装置和国际大科学
计划两类“大国重器”加快实施，“3”是
研发投入、科技企业数、高新技术产业

“3 个大幅提升”，“4”是区域创新能力
综合排名连续两年居全国第 4 位，“5”
是企业创新能力、主持的国家科技奖
数、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县（市）数、研发
活动人员、科技体制改革等5个方面走
在全国前列。

在新的历史起点，时代在变、形势
在变、任务在变，但浙江坚定不移用好

“八八战略”这本独家秘笈的决心和定

力始终未变，把创新驱动作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核心战略也始终未变。

唯实唯先。早在年初，省科技厅就
第一时间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在全省科
技系统深入开展“学习年、行动年、服务
年”活动，持续推进以“大学习”增强“大
本领”，以“大行动”实现“大突破”，以

“大服务”助推“大解题”。浙江科技系
统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走出办公室、奔赴
一线、大抓落实，形成了一股敢于首创、
乐于奔走的学习调研服务之风，收获了
一份份沉甸甸的“高分答卷”。

今年以来，浙江科技特派员工作
获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肯定，国家
实验室挂牌运行、实现“零”的突破，我
国牵头的首个国际大科学计划（深时
数字地球）在浙江落地实施，“飞秒激
光直写光波导技术及其在光互连器件
的应用”入选 2022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
进展，新增国家“火炬计划”人才 98
名、连续 3 年全国第 1⋯⋯一项项重大
成果不断涌现，浙江科技创新的底蕴
更加厚实，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
正在加速转化为浙江高质量发展的

“最大增量”。

保持定力 绘好创新“一张图”

如何在科技领域推动“八八战略”
走深走实？浙江以强力推进“创新深
化”、迭代升级“315”科技创新体系，给
出了响亮回答。

在年初召开的全省“新春第一会”
上，省委提出了立足“两个大局”，找到
发展动力源，并把创新深化作为“两个
先行”的战略核心；在“315”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工程动员部署会上，明确了建
设“315”科技创新体系，是省委、省政
府作出的重大决策，目的是加快打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创新策源地
和国际重要产业创新中心，全面助力科
技强国建设，全面提升对高质量发展的
支撑力。

随着两场高规格大会的胜利落幕，
浙江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借助“两大工
程”的东风，驶向了“快车道”、跑出了

“加速度”，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2023 年 4 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制

定《关于强力推进创新深化加快打造高
水平创新型省份的意见》，提出了构建
教育科技人才强省一体建设机制、探索
新型举国体制一体攻坚机制、建立全域
创新一体推进机制、深化高水平大学和
科研机构一体培育机制、深化战略人才
一体引育机制、深化开放包容创新环境
一体促进机制等6个方面20条举措。

“创新深化”作为统领浙江科技创
新工作的一面旗帜，迫切需要找准切
口、实现突破，20 个省级试点以“大胆
探索、小心求证，破立并举、小步快跑”
的方式应势而生。绍兴作为综合性试
点城市，在“六个一体协同”、平台载体
建设、体制机制改革上先行先试，形成
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绍兴经验。事
实上，除了绍兴之外，其他试点单位也
都在如火如荼地“开疆拓土”，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

省科技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
们将聚焦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在新型举
国体制浙江路径、科创平台牵动的‘科
教人贯通’、战略任务牵引的‘大兵团作
战’、链主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上
积极探索，放大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贯通
的聚变效应，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
优势上善谋会干、走在前列。”

如果说“创新深化”是引领创新发
展的“一面旗”，那“315”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工程就是浙江加快建设高水平创
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路线图”。

今 年 年 初 ，浙 江 印 发《浙 江 省
“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
案（2023—2027 年）》。互联网+、生命
健康、新材料 3 大科创高地，加云计算
与未来网络、结构生物学及关键生物技
术、精细化工与复合材料等 15 大战略
领域，构成了浙江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
和主阵地。

千 帆 竞 发 ，奋 楫 争 先 。 在 全 省
“315”科技创新体系架构的宏观引导
下，全省各地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的热闹景象。杭州市首创“提醒单”
制度，每月初向 13 个区县（市）书记和
区长推送“提醒单”，对进度缓慢的区县
进行催办；衢州市探索形成“选对人、给
足钱、不管事”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的
新路径，打造山区 26 县跨越式发展新
引擎⋯⋯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我们把实施‘315’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工程作为打造三大科创高地升级
版的核心抓手，强力推进创新深化，迭
代升级‘315’科技创新体系，科技创新
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13 个主要指标
好于预期、稳步增长，118 个重大项目
快于时序进度、超额完成目标，42 项重
点任务扎实推进、实现突破。”

锚定主线 形成创新“双驱动”锚定主线 形成创新“双驱动”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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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4 月 10 日，浙江清华长
三角研究院作为全省首个省校共建新
型创新载体，在嘉兴科技城正式揭牌。

20 年来，浙江牢记嘱托，坚持以
解决制约高能级科创平台发展难题为
重点，超常规投入、体系化布局、全方
位改革，举全省之力培育战略科技力
量、塑造创新策源优势，将这里打造成
为一片科技创新的沃土热土。据统
计，截至目前，浙江共引进共建中国科
学院宁波材料所、中国科学院杭州医
学所、北航杭州创新研究院等创新载
体近1200家；完成了省实验室和省技
术创新中心“双 10”体系化布局，国家
实验室、20 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
字号”平台纷纷落地；涌现了以省实验
室、大院名校、大科学装置等为代表的
研发平台，实现战略科技力量系统性
重塑。

筑巢引凤，广纳英才。为各类人才
发展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是浙江
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搭建创新平台的初
衷。今年4月，浙江省组团赴深圳参加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全面展示浙江
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布局等优势，成为展
会的亮点和焦点，达成引智引才初步合
作意向80余项。省科技厅合作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我们仅通过共建创
新载体，就已经累计引进科技人员2万
人，博士、副高及以上人才数近 5000
人，其中从院校母体引进的博士、副高
及以上人才超过44%。”

勇攀高峰、成果竞涌。2023 年
11 月 10 日，2022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
术奖获奖名单公布，之江实验室牵头
的“工业互联网先进防御技术创新研
究及应用”获得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奖，“多级跨域考试系统关键技术及应
用”和“聚合异构算力资源的智能计算
系统”获得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而这仅仅是众多科创平台厚积薄发的
一个缩影。据统计，目前全省创新载
体累计开发新产品3751个，形成新技
术或新工艺5906个，拥有有效发明专
利 7673 项，转移转化技术成果 3719
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439 个。
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创新载体已构
筑形成浙江创新方阵中又一张闪亮的

“金名片”。

夯实基础 打造创新“策源地”

宁波大丰集团设计研制主火炬塔
“钱江潮涌”、蚂蚁集团首创数字火炬手，
吉利汽车捕集二氧化碳合成甲醇并将其
用作火炬燃料⋯⋯杭州亚（残）运会期间，
诸多浙企产品亮相。国际体育盛会，也成
为浙江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展示窗口。

20 年来，浙江持续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机制，增
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塑造技术领先优
势，将企业作为创新创业主力军，精准
服务企业、鼓励企业创新。

2022年年底，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021年度考核
评价结果，杭州湾信息港赫然在列，连续
六年获评优秀。这座位于萧山的特色小
镇，从仅3.04平方公里不通公交的产业
洼地起步，如今已集聚6家主板上市企
业、4家“独角兽”企业、113家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并孵化出一大批科技型中小
企业。而类似杭州湾信息港这样的科技
企业孵化器在浙江更是比比皆是。

自 2016 年起，浙江先后实施两轮
科技企业“双倍增”行动，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 5 年内翻两番，跃居全国第 3 位。

在这里，不仅涌现出海康威视、吉利汽
车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
还有着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的中小科
技企业。浙江的创新主力军，正在加快
形成“千军万马齐创新”的新发展格局。

眼下，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
既是出题人，也是答题人。“十三五”期
间，全省聚焦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新
材料技术等八大技术领域组织实施省
级重大科技项目 1180 项，财政补助
25.9 亿元，带动企业研发投入 74.1 亿
元，取得了阿里 EB（百京）级大数据计
算平台、海康威视“视频感知和视频压
缩编码技术”、浙江大学“达尔文”二代
神经拟态类脑芯片等一批标志性成
果。截至目前，浙江共有省重点企业研
究院 50 家、企业研究院 265 家、高企研
发中心1142家。在今年颁布的304项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中，以企业为主的获
奖成果有 105 项，占 35%，产学研合作
获奖成果 213 项，占 71%，获奖成果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扩面提质 建强创新“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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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实验室之江实验室 宁波材料所主园区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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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最美科技人颁奖

浙江创新馆展示的科技成果浙江创新馆展示的科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