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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密集设立飞地的当下，如何更
好地吸引并留住优质企业，成为科创飞地
需要思考的问题。

巧借沪杭一块地，带动产业振翅飞。
宁波慈溪在杭州、上海都建有科创飞地，慈
溪创新创意（杭州）飞地还被评为浙江省数
字经济示范飞地，已吸引数十家企业入
驻。取得如此成绩，凭啥？专业的事交给
专业的人来做。

2017 年 6 月 2 日，市场化运作的慈溪
创新创意(杭州)飞地揭牌。飞地由慈溪市
政府主导投入，浙大网新科创集团旗下专
业主体公司浙江飞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运营管理。

引进来还要留得下。自开园以来，浙
江飞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断完善创
业场地、创业辅导、项目预孵化等八大服
务。慈溪市科技局也不遗余力地提供支
持，为有意向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人才、政
策等方面的支持，积极帮助园区对接有潜
力的项目等等。

同样，在上海虹桥商务区林立的写字楼
里，宁波慈溪的科创飞地貌似不起眼。然而，
这里入选了2023年度浙江省发改委评出的

“长三角一体化最佳实践案例”，靠的就是精
准化的定位和运营。

郭普是慈溪（上海）科创飞地的运营负
责人，4 年来，他坚持做一件事：排摸搜集
慈溪企业所需、探访了解上海人才团队所
长，以上海飞地作为中继站，促成产研合
作、团队引进。截至目前，慈溪（上海）科创
飞地共搜集产研双方信息 700 多条，引进
创新创业团队 13 个，硕士以上人才 67 名，
实现智能制造、汽车配件、轻纺产业3个领
域与上海高校科研院所的结对合作，让上
海创新链与慈溪产业链深度耦合。

政务服务也需要同频共振。湖州市南
浔区分别在上海松江、虹桥、青浦设立了科
创飞地，为了让企业跨省办事不犯难，南浔
区与 18 个省 55 个地区建立实体专窗跨地
域通办合作机制，与 18 个省 158 个地区实

现政务服务自助终端互联自助通办。南浔
（松江）人才科创中心的创客徐晓伟对此感
触颇深：“前不久，我打算在南浔新注册一
家企业，心想可能要到南浔跑一趟。在飞
地工作人员指导下，我在上海的政务服务
中心和南浔区政务服务中心视频连线，在
线递交了企业设立的名称、基本信息等资
料，1个小时就办好了。”

既比拼精准服务，也要拼优惠政策。
南浔还积极探索“飞地创新券”机制，为企
业通过省外科技服务机构及平台购买技术
服务、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更加快捷便
利的渠道；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宣城科创
中心对入驻企业租金按年“先缴后返”，年
底依据考核结果可以返还最高 100%的租
金。

摸着石头过河，眼下，各地关于科创飞
地运营的探索还在继续，在运营机制、利益
分配等方面也都遇到了一些共性难题，该
如何激发飞地经济内生动力？

对此，曾刚教授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
关键，首先要认准科创飞地的公益属性，从
这一点出发，需要飞出地和飞入地两地政
府共同协作，加大对科创飞地的支持力
度。尤其是飞入地，应从城市发展战略高
度、长远利益出发，抛弃对外地设置科创飞
地的歧视性做法，对其予以同样的政策支
持。比如，让创新飞地内企业聘用的高端
人才及其家属享受飞入地城市高端人才同
样的政策优待和福利待遇。

“飞出地也要继续加强力度，学会取长
补短，千方百计铺设好与大城市科技创新
协作的管道。”曾刚也提醒，随着长三角科
技创新加快迈入一体化创新和产业深度融
合的新阶段，不少经济实力强且有研发需
求的城市，主动到“寸土寸金”的上海、杭州
等大城市建立科创飞地，这是尊重客观规
律、适应新形势推出的新举措，科创飞地目
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如果把利益分配、运营
机制理顺了，一定会对飞出地、飞入地产业
升级、高质量发展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科创飞地建好更要用好
看飞地“示范生”是怎么做的

到大都市建飞地蔚然成风

长三角科创朋友圈越做越大
潮声丨执笔 宋彬彬 竺 佳

异地借智，就地制造。科创飞地往往设在国内科创核心城
市，主要链接当地的创新要素资源，促进科研成果的本地转化和
产业化落地。

嘉善，素有“接轨上海第一站”之称。每天往返两地的列车
就有 60 余趟，正是这种天然的联系，让两地形成了全面接轨的
融合效应，当地将其总结为“13579”——10%的人口通勤上海、
30%的科创来自上海、50%的工农业配套上海、70%的游客来自
上海、90%的进出口和招商通过上海。

来自上海的科创赋能还在持续提升。4 年前，嘉善国际创
新中心（上海）成立，沪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逐步形成。

日前，记者从嘉善南站乘高铁出发，26 分钟抵达上海虹桥
站，随后坐上地铁，20 分钟就到达位于上海虹桥商务区的嘉善
国际创新中心（上海）。

“我们对面就是国家会展中心，距离机场、高铁站、地铁站都
很近，而科创公司经常需要出差，便利的通勤条件对他们具有很
强的吸引力。”项目运营方经理伍昊说，整个大楼4楼至10楼是
为科技型孵化企业设置，经过层层筛选，如今已有几十个国内外
优质机构和项目入驻。

在嘉善国际创新中心（上海）4 楼，我们见到了康达卡乐福
医疗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洪云，他正和研发总监姜小平忙着为一
款超导磁共振设备申请产品注册证做准备。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是医疗器械产品上市销售的合格证
明。不久前，康达卡乐福医疗集团拿到一款骨密度仪产品注册
证，在后方的嘉善工厂规模化生产后，3 个月就实现 600 多万元
产值。“今年力争要拿到 5 个产品的注册证，确保产值突破 2 亿
元。”洪云信心十足。

为何能有这样的底气？洪云坦言，康达卡乐福医疗集团与华
东师范大学在上海建立了磁共振研发实验室，如果公司全部落到
嘉善，许多专家就需要每天在沪善两地往返，他们对于长期在县
城、乡镇工作也难以接受。嘉善建起的科创飞地，就近给科研、营
销人员开辟了工作空间，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也提振了信心。

走出嘉善的科技飞地，记者又来到附近的上海临港松江科
技城，只见两栋大厦巍然矗立，这便是南浔（松江）人才科创中
心，目前入驻的企业超过40家。“听说沪苏湖高铁今年年底就要
通车，湖州出发最快 30 分钟就能到上海，最近来洽谈合作的企
业越来越多。”南浔（松江）人才科创中心负责人李加清说。

主动出击才能抓住机会。缺少初创型科技企业，一直是江
苏南通如皋市产业创新的“心病”。自2021年起，如皋与上海交
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合作打造5个在沪科创飞地，成功孵化
19个产业项目“飞”回如皋；宁波奉化则自2019年开始，以统一
品牌“奉化凤麓企业孵化器”在杭州、上海等 4 地布局建设了 4
家科创飞地；去年 9 月 22 日，安徽宣城在上海松江建设的科创
飞地揭牌，短短几个月，在谈和计划入驻及已入驻企业近20家。

科创飞地，让飞出地享受到了创新红利。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目前，长三角大部分飞出地均要求企业在飞出地注册公
司，税也缴纳在飞出地。这在很多人看来，很容易被认为是外地
借飞地来大城市“招商挖墙脚”。

这显然是对科创飞地的误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
院院长、区域经济学终身教授曾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传
统的工业、服务业投资项目不同，科创飞地具有一定的公益色
彩，它本身产生的直接效益有限，但外溢乘数效应巨大。

“科创飞地建立后，看起来是税收交到外地、引进人才指标
也计算到外地，但是给飞入地带来的外溢效应很大，这是一种双
向的互动。”曾刚说，科创飞地发展得好，能给飞入地带来更多的
高端就业机会、活力更强的高端人才市场，为飞入地彰显科创优
势，推动研究成果向外地转移、转化提供新通道，进而提高飞入
地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科技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吸引更多科
创资本流入杭州、上海等科创中心城市，从而提升整座城市的科
技创新能级。

到有凤的地方筑巢
双向互动，创新活水涌动更热烈

到大城市布局科创飞地的热潮，正涌向
更广的范围。

曾经以皮草、纺织业闻名的桐乡崇福
镇，在产业升级中把目光投向了“新一线”城
市。

“之所以到大城市建飞地，就是为了谋求
科技合作、招引人才等，破解作为小镇科技创
新的短板。”崇福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沈斌表
示，经科创飞地引进的项目，多聚焦以智联传
感为核心的智能产品和以复合材料为核心的
新材料等前沿科技领域，含金量十足。

在崇福科技城，经崇福杭州飞地引进的
嘉兴哲轮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智能电助力
自行车的技术革新，已面向德国、匈牙利等
市场推出多款车型。去年，哲轮科技推出一
款名为 Fusion 的电助力自行车，因接入
ChatGPT深受海外消费者青睐，上市短短7
个月就陆续接到数千海外订单。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位于湖北武汉市洪
山区北辰光谷里的崇福（武汉）创新中心。
2600 平方米的飞地里，20 多个团队和企业
在此孵化项目，负责人学历均为博士，已吸
引 10 余个新材料、智能传感等领域的高新
企业到崇福镇落地生产。

飞地搭桥，引来“白天鹅”。华中科技大
学毕业生谢凌旭创办的武汉质子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将无人驾驶技术应用于工业车辆
的研发型企业。2021年9月，乌镇杯全球创
新创业大赛（武汉赛区）在崇福（武汉）创新中
心举行，谢凌旭的参赛项目拿下第一名。

这很快吸引了崇福镇招商人员的关
注。“初创型科技企业有很多，但到了崇福，
你们是唯一的，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迫切需
要你们。”崇福（武汉）创新中心招商人员的
一番话，打动了谢凌旭，他最终把公司迁到
了崇福。如谢凌旭所愿，质子科技的产品已
应用于桐昆、巨石等桐乡头部企业。

小镇链接大城市科创资源，也离不开企
业的推动。位于崇福镇的浙江联洋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性能复合
材料研发、制造和销售的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一直以来与武汉部分高校有
着密切合作。

为助力企业发展，2020年，崇福镇政府
与联洋新材、武汉理工大学联合开办了桐乡
市前沿新材料研究院。几年时间，这一平台
为崇福集聚了一大批优秀科研力量和社会
各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崇福镇尝到甜头后，
便顺势建起了崇福（武汉）创新中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少产业园区
急切需要升级，需要科技赋能，但由于能级
不够、积累不足，很难吸引高端科技人才。
唯有走出去寻求合作才有转机。”武汉大学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工程力学系教授陈明祥
告诉记者，这同时也给大城市带来了机遇。
武汉每年有大量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他们
的科技项目迫切需要进行产业化试水，有了
崇福（武汉）创新中心这样的载体，加上优惠
的孵化政策以及后续产业化的配套扶持措
施，能让产学研协作更加便捷、高效。

无独有偶，江苏南通如皋市长江镇在上
海市杨浦区建立了科创飞地。1 月底记者
到访时，正逢同济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主
任李莉带着 8 名博士生对半导体制造全自
动虚拟量测系统进行测试。由李莉牵头研
发的半导体高端清洗设备去胶清洁度超过
99.99%，边研发边生产，在 160 公里外的长
江镇，这一新技术成功产业化，去年销售额
突破4000万元。

“乡镇主动到区域中心城市建科创飞
地，可以使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短缺的问
题得到缓解，通过跨空间开发实现资源互
补、协调发展。”上海理工大学医学影像工程
研究所所长聂生东教授告诉记者，这些科创
飞地，在乡镇的产业孵化、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让长三角的创
新活水涌动得更加热烈，助力长三角跨区域
科技合作水平和能级加速提升。根据上海
市科学学研究所等联合发布的《长三角区域
协同创新指数2023》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
创新水平从 2018 年的 171.86 分提高到了
2022年的262.48分。

科创朋友圈不断扩大
长三角的乡镇也走出去布局科创飞地

哲轮科技推出名为Fusion的电助力自行车，深受海外消费者青睐。 崇福杭州飞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池州科创中心。 拍友 张延鹤 摄

经慈溪（上海）科创飞地引进的宁波云图半导体有限公司内，技术人员在检验产品。

康达卡乐福医疗集团公司的嘉善工厂。慈溪创新创意（杭州）飞地举办运营活动。

近日，记者来到杭州市钱江浙商创投中心 C 座 8 楼，“崇福
融杭创新中心”几个大字格外醒目，这便是桐乡市崇福镇在杭州
打造的科创飞地。

“一开年，我们就好消息不断，马上又有两个项目要签约入驻
了。”崇福融杭创新中心负责人哈琳娜说，这个科创飞地自2022
年10月启用以来，已引入7家企业孵化，其中6家（包括1家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孵化成功后落地崇福。

不止杭州，崇福镇在“新一线”城市武汉也建起了科创飞
地。运营两年来，武汉、杭州两个飞地已累计吸引 30 多个团队
和企业入驻。

布局科创飞地已蔚然成风。去年 12 月 24 日，安徽池州市
在上海松江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池州科创中心揭开面纱；在
杭州城西紫金港科技城华策中心，宿州市杭州科创飞地也已揭
牌3个多月，“我们考察了多个园区，来到这里，发现它不仅有完
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还紧挨着浙江大学，一下子把我们吸引住
了。”安徽宿州市杭州科创飞地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段时间，
前来咨询的科技人才和公司一茬接一茬，待飞地正式运营后，一
定会很红火。

科技创新是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因素。随着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长三角城市甚至乡镇都坐不住了，争相
到大城市布局科创飞地，通过共享科创资源来为自身发展赋能。科
创飞地“朋友圈”持续扩容，在飞出地、飞入地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怎
样的角色？有多少地方凭借它实现了“借梯登高”？如何建好更用
好飞地？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上海、杭州、嘉兴、武汉等地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