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中国产业园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未来发

展“两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向

前推进，我们将着力把“产业园”打造为集信息软件、电

子商务、物联网、生物医药、健康服务、新能源、节能环

保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研设计院所、科技创新载

体、科技金融等高新服务业企业于一体的现代示范园

区。我们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下城区科学技术局
0571-85820615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东新分园

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坐拥杭州中央商务区，位于商业发达的和
平会展中心东300米，交通便利，距地铁口仅150米。这里是创新创业的集聚
地，这里是人才荟萃区，这里是杭州政策高地！欢迎合作，欢迎加盟，多谢关注，
推介有奖。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集品科创分园

联系人：沈先生 电话 13958026342

园区概况

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暨智谷创新广场
地处下城区善贤路4号，已规划地铁五号线，
BRT快速公交换乘中心，交通便利。总面积
27368平方米，共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园区定位

以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大学生创业基地
为重点。为产业化企业、大学生创业、初创期的
小微科技企业的孵化培育、服务式小型办公室等
提供多种办公创业空间。

园区配套

公共服务大厅（含总台服务、洽谈区、小型
会议室、大型多功能会议室、休闲吧、咖啡吧等）、
内部食堂、健身活动中心、桌球娱乐室、顶楼足球
场等。提供企业注册代办（大创免费代办）及财
务委托管理，免费参加区组织的创业实训及一对
一团队辅导等多种服务。旨在打造服务式创新
广场，企业家们的创业俱乐部。

招商热线

钟先生18105711266 0571-569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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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智慧城尽管是一座老城，但近年来内部结构
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钱塘智慧城同时也是一座新城，时
刻孕育着新希望，迸发出新力量。”在4月26日举行的
2019年智慧钱塘经济发展论坛上，杭州钱塘智慧城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柏林说。

“背靠杭城核心区，面向钱塘大湾区”的钱塘智
慧城设立于 2015 年 11 月，是杭州“创新三城”中最年
轻的一城。设立三年多来，杭州钱塘智慧城硕果累
累，现有企业 5000 余家，2018 年全年财政总收入
30.44 亿元，先后荣获“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省军
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杭州跨境电商标杆产业园”
等荣誉。

数字时尚产业和智造融合产业，是智慧城的两大产
业方向。陈柏林透露，未来3年钱塘智慧城将坚持“三
个大”，以大企业引领大项目、以大平台推动大创新、以
大整治实现大提升，围绕“大湾区·新链路·凤凰谷”的发
展定位，聚焦数字时尚和智造融合两大产业，持续彰显
区域活力，构筑最优生态，加快转变步伐，努力打造数字
经济第一城的头部区域。

会上，杭州嘉楠耘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
孔剑平、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总裁虞横、杭州贝贝
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张良伦、之江商学院执行
院长朱仁华等4位企业家代表作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演
讲，分享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本报记者 林洁

钱塘智慧城
聚焦数字时尚和智造融合

日前，口碑App正式上线提前预订频道，并率先在
杭州试点，满足用户所有提前预订的就餐需求。目前，
杭州的绿茶、外婆家、一席地、侠饭、潮牛海记、澳门豆
捞、御牛道等近千家都已经上线口碑预订功能。

记者看到，在口碑平台上，首页新增了“预订”入
口，由餐厅直接释放餐位库存到口碑平台，用户通过
口碑 App 可以直观地看到指定日期内可供预订的桌
数，点击选择时段、人数即可自助完成预订和确认，
商家则通过系统自动接单、自动确认、自动消耗库
存。

此次，口碑上线的预订功能正是为传统餐饮商家带
来不一样的解决方案。通过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商家
可将每个餐厅分成不同的预订时间段，并给予相应的优
惠折扣，从而提高商家营业收入、翻台率和人效。

对于餐饮商家而言，房租成本、人员成本是相对固
定的，通过闲时折扣预订可填充非高峰时间的空桌，实
现分流和增量。而随着商家对效能提升要求的提高，
预订也将结合点单、预付功能，成为一个和在线排队、
扫码点餐一样的常态功能，成为商家收获流量和效益
的重要入口。

口碑方面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订上线不足1个月，
便已经吸引了近千家餐饮品牌。目前，口碑率先在杭州
试点，未来还将向全国范围复制。”

本报记者 林洁

口碑App上线提前预订功能

一个透明箱内，两个相对的机械臂，一上一下不
停击打着坐便器的圈盖。“这是在测试智能马桶圈盖
的开合和摇摆情况。”陈恩杰告诉正在参观国家智能
马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记者。

4月11日，在台州椒江智能马桶产业创新服务综
合体一期大楼内，作为创新服务综合体第三方运营商
的负责人，陈恩杰给记者逐一介绍了已入驻综合体一
期的产业创新服务商和创新团队。在这座大楼里，目
前已实体入驻服务商 31 家、创新团队 7 个，线上入驻
创新机构 208 家，能够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创意设
计、研究开发、检验检测、国际技术合作、展览展示、教
育培训等一条龙专业服务。

像这样紧扣产业创新发展需求，支撑新兴产业培
育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全产业链贯通、全要素整合、
创新链协同发展的新型载体，正在浙江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截至目前，全省已建设省市县三级产业创新服
务综合体 168 家，其中省级 65 家，带动产业价值链向
中高端提升。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65家省级综合
体所在产业集群的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3 万亿元，研
发投入达到 388 亿元，集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131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7865家。

全链条服务产业发展

块状经济集聚、中小企业量大面广是浙江特色。
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更新换
代的日益加快，浙江传统块状经济面临产业层次低、
技术水平低、创新能力弱、品牌影响小、布局结构散等
瓶颈制约，大量的中小企业又往往实力有限，难以解
决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建立一种
聚集产业发展需求、集成各类创新资源、着力突破共
性关键技术的创新联合体模式迫在眉睫。

2017年，按照整合提升一批、主动布局一批、超前
谋划一批“三个一批”的建设思路，浙江省启动开展了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工作。这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打造创新
联合体的一次探索实践。

全省各地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主导的
方向，科技、发改、经信、财政等部门协同推进，有效整
合孤立、分散的公共服务资源，形成了服务产业发展
的“大合唱”。浙江省政府制订出台了《浙江省产业创
新服务综合体建设行动计划（2017-2020 年）》《浙江
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导则》和《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建设财政专项激励资金竞争性分配方案（试
行）》，给予综合体最高每年5000万元、连续三年财政
资金支持。各市、县（市、区）普遍建立了产业创新服
务综合体建设工作机制，纷纷出台配套政策。

在连日的走访中，记者发现，产业创新服务综合
体内整合了政府、高校院所、科研机构、专业协会、行
业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孵化企业等各种创
新资源，并形成了有利于创新成果高效孵化的体制机
制，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集聚、全要素整合、创新链协
同发展的技术创新高地，攻克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关
键技术，补强产业创新发展短板，提升产业价值链。
同之前建立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区域创新服务中心、
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等相比，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创新资源更加集聚，服务功能更加全面，是对前者的
迭代创新和再深化。

袜业是诸暨的传统产业，自2018年2月浙江省诸
暨大唐袜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列入省首批创建名单以
来，市镇两级把综合体作为袜业产业提档升级的“心
脏”和“发动机”来建设。2018年，大唐镇袜业产业不
仅产值同比增长19%以上，高新技术产值也同比增长
超过30%。传统产业的技术范越来越足，产业价值链
越来越趋向高端。

记者在大唐袜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内看到，创意设
计、高层次人才服务、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大数据服
务、外经外贸服务、品牌与知识产权维护、产业研究、
新零售服务等九大中心串珠成链，企业创新发展的各
种需求，楼上楼下走一圈基本都能满足。

诸暨市科技局副局长赵旦丹告诉记者，大唐袜业
创新服务综合体组建了全省首个纺织袜业研究院，与
当地企业联合开展新装备、新材料、新工艺等科研攻
关，涌现出了一大批本土智能高端装备及新材料，替
代了国外产品。在综合体展厅，记者见到了当地企业
浙江海润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研究院共同研发
的国内首台“织翻缝检”智能一体袜机，据综合体工作
人员楼银燕介绍，该设备编织的袜品质量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机械制造成本不到国际同类产品的三分之

一。综合体成立的世界袜艺设计中心，为企业提供视
觉、形态、功能、参展等设计服务，2018年开发各类袜
子新品 2 万余款，直接服务企业超千家，进一步奠定
了大唐全球袜艺智造的中心地位。

除了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产业创
新服务综合体还是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助推器”。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浙江省服装产业创新服务综合
体，形成了以产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上下游企业、高
校院所、中介机构等协同互动、共享共赢的产业生态
体系。综合体建设依托单位杭州亿尚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狄彪表示，服装产业正在向小单化、订制
式转变，促进产业链发生变革。而综合体以“共享”为
理念，创造性地推动订单共享、设计共享、面料共享、
设备共享、工厂共享、数据共享模式，为中小微服装企
业提供全流程服务。

杭州合煦服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 月成立并入
驻服装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总经理章旭说，通过综
合体对整个产业链服务的整合，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
都得到了提升。“这里共享的面辅料不断更新，我们不
需要每天跑市场找面料，而且综合体的共享数字版房
提高了打版效率与质量，帮助品牌快速开拓市场，同
时也大大减少了库存的产生，提高了企业的盈利水
平。”通过一年的品牌运营，企业当年销售额就达到
3000万元。

湖州市科技局局长王志芳表示，产业创新服务综
合体充分降低了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成本，“像德清
地理信息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仅硬件和算力共享中
心，每年就可为地理信息小镇园区企业创收5亿元以
上，节约成本2亿元。”

据统计，65家省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涉及传统
产业 38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27 家，全面覆盖一二三
产。65 家综合体所在产业的平均生产总值为 180.85
亿元。

各出奇招 可进可出

两年来，浙江省各地按照“立足产业、政府引导、
补链强链、协同创新、打造生态、服务企业”的要求，立
足实际，各显神通，在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大致形成了政府主导推
动、龙头企业带动、多元主体协同、公共平台提升、全
创新链推进、关键环节突破、未来产业孵化等七种建
设模式。这些“招式”相互贯通，又各显特色。

杭州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是全创新推
进式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该综合体聚焦全球生物
医药资源和创新服务要素集聚，围绕生物制药、医疗
器械、生命医学工程、医疗大数据等核心领域，重点推
进人才链、创新链、生态链、服务链、金融链、产业链

“六链”融合，打造“十要素”联动的产业创新创业生态
系统。坚持政府引导、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多元参
与，设立了总规模达50亿元的产业基金。浙江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等国内名校，斯坦福医学院等国际名校

与综合体共建创新成果转化平台，企业研发投入年均
超30亿元，累计获得药品临床批件78个，获批上市医
疗器械436件。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杨波认为，综合
体是让科学发现和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落地生根、推
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有效平台。

台州市黄岩区是国内最大的模具生产基地，尤其
是汽车模具生产最为集聚，全区共有模塑相关企业
3000多家，年产值突破500多亿元。黄岩区政府对公
共创新平台进行提升，以模塑创新要素相对集聚的台
州市模塑工业设计基地、黄岩·中国模具博览城、黄岩
智能模具小镇科创中心为载体，组合式建设模塑产业
创新服务综合体。综合体集聚了研究开发、检验检
测、工业设计等80多家各类创新平台，累计组织科技
服务人员 12030 人次，深入 1510 家企业，提供各类创
新服务6.5万次，解决技术难题2325个。企业创新能
力不断增强，全区模塑行业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
业达64家，综合体本身已成为创新创业的孵化器。

除了能“有中生新”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产业
创新服务综合体还可以“无中生有”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德清以地理信息小镇为依托建设地理信息产
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引进设立中科卫星应用德清研究
院、武汉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浙江分中心、浙江大学德
清GIS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在全国率先创新构
筑“地理信息+”产业生态，目前在县内汇聚了 280 余
家地理信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00 亿元左右，实现
了地信产业从零到一的突破。2018 年 11 月，首届联
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在德清举行。王志芳告诉记
者，德清正依托地理信息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全力
推进地理信息技术研发创新，目前正在争取联合国全
球地理空间数据（知识）卓越中心落户，加快推动地信
产业从数据获取等产业链前端向应用与服务等中后
端拓展延伸。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实行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
动态管理的运行机制，并不是进入了综合体就一劳永
逸。赵旦丹介绍说，综合体运营机构会对入驻机构及
企业定期开展绩效考核，大唐镇镇政府根据业绩进行
审核把关，目前已累计发放奖励金200多万元，下阶段
还将对综合体内几大中心进行优化升级。黄岩区经科
局副局长方金春告诉记者，对不能提供有效技术开发、
成果转化等服务功能的机构予以整合，撤出综合体，现
已以优进劣汰的方式整合创新服务机构5家。

产业是实体经济基础，创新发展是唯一出路。浙
江省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打破了创新资源分割
状态，既有效增强了产业公共服务能力，又提升了科
技创新服务功能，为企业开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
面创新提供了精准服务。通过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
合体，形成了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联合体”，大幅提
升了创新绩效。据统计，65家省级综合体所在产业累
计引进共建大院名校 454 家，集聚高层次人才团队
2296 个，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企业达到 6329 家。2017
年以来，65 家省级综合体累计服务企业 41.4 万家次，
解决技术难题1.6万个，达成技术交易项目6811项。

本报记者 江英华

为产业创新提升打造“服务集装箱”
——浙江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纪实

大唐袜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织翻缝检”智能一体袜机研发

“同理心亲子坊”在杭启动
“同理心亲子坊”社区公益服务项目近日在杭州正

式启动。
《浙江省儿童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把“市级

和 50%的县（市、区）建立儿童活动中心”“90%以上的
村（社区）建设1所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游戏、娱乐、教
育、卫生、社会心理支持和转介等服务的儿童之家”作
为儿童社会环境建设的刚性目标。目前，浙江省各县
（市、区）、妇联、社区均拥有10处以上可供公共文化服
务的免费场所（全省不少于1000所），其功能设置和作
用发挥有待调整升级和全面提升。

“同理心亲子坊”就是充分利用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社区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建立可复制、可持续发
展的运营体系。它可以为社区家庭提供包括公益育儿
讲座、心理问题疏导、个案咨询、亲子互动课程、早教师
入户服务等一系列公益服务。

现场，根系教育总架构师廖妍玲与因学公益代表
詹勇在现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日后，EGI 壹嘉投
资、幸福密码、社创之星、杭州喜牛文化、浙江省梦守护
公益基金会、浙江省七彩阳光公益基金会等均将与“同
理心亲子坊”开展相关合作。

本报记者 金乐平 通讯员 李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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