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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营商环境优化、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三大领域

杭州高新区（滨江）：勇当改革弄潮儿
王心慧 肖鳕桐 涂心如

作为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的国家级高新区，杭州

高新区（滨江）有着深厚的改革传统和创新基因。

这些年间，杭州高新区（滨江）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实

现了从“新区、小区、郊区”向创新大区、产业强区的跨越式发展，踩

准了“互联网+”“物联网+”和“数据+”的每一波产业风口，发展频频先

人一步、快人一拍，率先探索了包括商事制度、海外引才、知识产权、数据

要素、产业社区等一大批“全国首创”“全省第一”的改革成果，创造了“小

政府大服务”“小区域大发展”等体制机制优势，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

一面旗帜”。上半年，高新区（滨江）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8%，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7.5%，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4.9%。

9 月 2 日，中共杭州市滨江区委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据

悉，高新区（滨江）将在营商环境优化、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三大方面争

当排头兵，重点在创新、产业、开放和民生四个领域发力，集中力量推进

一批攻坚性改革，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标志性改革成果。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时
刻保持这种紧迫感，高新区（滨江）沿
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这一主线，在一些领域
从跟跑实现并跑，甚至转向了领跑。
上半年，高新区（滨江）的技术交易额
和新产品产值总量均居杭州市第一。

零磁医疗装备产业便是如此。前
不久，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新金投
集团发起组建的杭州零磁医疗设备有
限公司揭牌，这意味着主体坐落于高
新区（滨江）的极弱磁大科学装置通过

“边建设、边研发、边转化”的模式诞下
首枚“金蛋”，零磁医疗装备有望对现
有的医疗检测手段带来颠覆性改变。

探索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体制
机制，高新区（滨江）围绕极弱磁大装
置“画了一个圈”——环大科学装置创
新生态圈，在“圈”中整合人才、资金、
空间等创新要素，从而加快原始创新、
技术转化、产业孵化等。今年以来，零
磁谷首个交叉研究平台不断加快建
设，零磁谷会客厅也已开工建设。

全力建设创新发展策源地和成果
转化首选地，高新区（滨江）要在战略
科技力量上迈向领先——

打造创新“生态圈”。高新区（滨
江）已连续四年获全省“科技创新鼎”，
科技成果转化指数、科技人才发展指
数均列全省第一。高新区（滨江）将进
一步贯通“科学-技术-产业”创新转
化全链条，全力推进环大科学装置创
新生态圈建设，开展大科学装置缩比
模型验证及交叉研究平台技术验证，
落地量子传感公司等。

激活企业“强引擎”。高新区（滨
江）将构建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创新
联合体，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承担
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动企业主导的
产学研融通创新，培育壮大“省科小-
国高企-新雏鹰-科技小巨人-科技领
军企业”创新主体梯队。

筑牢人才“蓄水池”。上半年，高
新区（滨江）引进 35 周岁以下大学生
2.6 万人、居全市第一。接下来，高新

区（滨江）将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
设，以环大科学装置创新生态圈建设
探索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开
展“才链全球”计划，深入实施“5050”
计划，办好Hi TECH全球青年创业大
赛，推动更多顶尖人才和人才项目落
地。

除零磁医疗装备外，人形机器人
也是高新区（滨江）紧盯的未来产业新
赛道之一。

2024 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滨
江面孔”宇树科技持续刷屏。继 2023
年 8 月发布首款通用人形机器人 H1
后，宇树科技又在 2024 年 5 月发布了
量产版本人形机器人 G1，出货量在全
球范围内保持领先。宇树科技是高新
区（滨江）打造机器人产业全链条的缩
影。目前，高新区（滨江）从上游芯片
和关键零部件、到中游机器人整机制
造、再到下游机器人系统集成均培育
了优势企业，机器人产业规上工业总
产值位居全省第一，成为浙江打造智
能机器人产业高地的重要一极。

机器人产业是数实融合的典型代
表，在加快数字经济“二次攀登”的过
程中，高新区（滨江）要在数实深度融
合上迈向领先——

推动产业体系攀高成势。今年，
高新区（滨江）继续蝉联“浙江制造天
工鼎”，并连续四年获评国家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五星基地。接下来，高新
区（滨江）将完善“四链融合”引育特色
优势产业工作体系，建立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推动

“1+5+N”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一园三
谷五镇”产业布局融合并进。

在做强智能物联、生物医药等支
柱型产业的同时，高新区（滨江）还在
推动潜力型产业超前布局，包括紧盯
未来网络、通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
人、类脑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
济、量子传感、零磁医疗装备、新型储
能等未来产业新赛道。

积极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让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建设增添更多
想象力。

蝉联“科技创新鼎”“天工鼎”
争当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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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启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率
先试点实施“证照分离”⋯⋯高新区（滨
江）向来把营商环境作为构筑核心竞争
力的主赛道，并不断引领改革新趋势。
在刀刃向内接续改革的过程中，72 平
方公里的区划面积上，高新区（滨江）的
在册企业数已突破 10 万家，其中包含
73 家上市公司。在浙江省工商联组织
评选的 2023 年度浙江省“万家民营企
业评营商环境”榜单中，高新区（滨江）

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创新
环境排名均位列全省前十。

高新区（滨江）始终秉持“小政府、
大服务”理念，以扁平高效的体制机制
服务着 10 万家经营主体、90 万管理人
口，面对庞大的经营主体总量，如何推
动便利服务向增值服务升级？

线上，高新区（滨江）推出“滨好办”
人才·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为全区企业
集成惠企政策、企业诉求、空间资源、资

讯活动、“一类事”服务
等服务资源，为企办实
事。线下，高新区（滨江）
打造了“1+6+X”增值服务
矩阵，位于泰安路上的企业
综合服务中心，即“1+6+X”服
务矩阵中的“1”，“6+X”则包括
自贸大厦人才·企业服务站、江北
科技园服务站、产业发展服务
中 心 、产 业 社 区 、暖 企 小 站
等。从去政务大厅办事到不
出楼宇办事，营商环境优化的逻辑已悄
然改变。

推动市场相通、产业相融、规则相
联，高新区（滨江）将在国际城市建设上
迈向领先——

全面融入统一大市场。高新区（滨
江）将继续推进“两个健康”集成改革，
实施重大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机制
改革，持续优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打
造营商环境升级版；健全“办不成事”兜
底服务和“企呼我应·滨好办”涉企问题
高效闭环工作机制，加大对民营企业激
励保障政策的落实，推动政策“主动送”

“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持续推进现代
产业社区和暖企小站建设，进一步推动
增值服务向园区楼宇覆盖。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上半年，

高新区（滨江）实际利用外资 8 亿美
元、位居全省第一。接下来，高新区

（滨江）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加快建设“中国数贸港”引领区；深化

“中国数谷”核心区建设，创设基于“三
数一链”框架体系的标准和协议，加快

“三数一链”基础设施在长三角等区域
复制推广和互联互通；构建数据知识
产权全链条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快速
协同保护机制，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示范园区、数据知识产权生态
试验区等建设。

把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机遇，
比拼营商环境争做“改革高地”，推动
便利服务向增值服务升级、政府有为向
企业有感升级、资源集成向制度创新升
级，高新区（滨江）将领风气之先。

在册企业数突破10万家 争当营商环境优化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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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滨江）作为“全省高质量发
展的一面旗帜”，必须在共同富裕上走
在前作示范。高新区（滨江）的人均
GDP 现已突破 46 万元，居全省前列。
作为人口流入型城区，如何提升基本公
共服务覆盖面？创建青年发展型城区，
怎样满足青年的全生命周期需求？

开学季，高新区（滨江）在 13 所中
小学中投放了 7500 套午休课桌椅。继
今年1月被教育部正式认定为全国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区后，前不久，高新区（滨
江）又获评首批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区。

午休躺睡是一个缩影，以改革来回
应更多共同富裕议题，高新区（滨江）要
在美好生活共享上迈向领先——

民 生 优 享 ，再 升 级 。 高 新 区（滨
江）将继续完善公共服务“七优享”工
程实施机制，加快全域未来社区建设，
分层分类推进现代公共服务体系规
划、布局和建设，推动“15 分钟公共服
务圈”全域覆盖；优化以集团为核心的
新型学区治理结构，创新嵌入式学区
改革，探索“就便入学”教育服务机制，
深化“托幼一体化”集成改革，高标准
推进中小学午休躺睡课桌椅“浙江标

准”试点工作，打响以科教融合为特色
的“教育硅谷”品牌。

基层治理，再提升。高新区（滨江）
将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与城市管养一体化改革，创新片区式城
市管家服务模式，探索“大物业”服务模
式和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共治”的
有效路径，建设城市治理共同体；持续
攻坚“三源治理”，优化提升“一网统管”
数智治理功能，深化“一长二员”模式，
扩大“民呼我为·滨安码”和“滨豆”全域
积分应用覆盖面，完善“小脑+手脚”警
网协同处置机制等。

精神文化，再丰富。目前，“大小莲
花”已举办各类赛事演艺活动 20 余场，
累计人流量超百万人次。接下来，高新
区（滨江）将创新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
制和活化利用机制，以“西兴韵、长河
头、浦沿潮”进一步推动文旅资源串珠
成链；实施公共文化服务增效计划，迭
代升级“群众点单”文化产品配送模式；
擦亮“最美现象”品牌，深化礼让斑马线
2.0、移风易俗等“滨滨有礼·文明四季”
区域文明新实践等。

“国际滨”这座人才向往的“青”爱
之城，正在呼唤更多创新创业者。

人均GDP突破46万元 争当共同富裕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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