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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实现区域
可持续发展，宁波市以科技、人才为支点，实施科教兴市“一号工程”。

1999年 7月，宁波市委、市政府在原甬江新区和科技工业园区合
并的基础上成立了宁波市科技园区，这是当时宁波新一轮城市发展的
中心区域。科技园区是宁波科教兴市“一号工程”的重要载体，就是要
以研究开发、创业孵化和科技创新为重点，建设集研究开发、创业孵
化、都市型特色产业、科技商贸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科技新城。可以说，
宁波市科技园区就是带着创新基因孕育而生的。

此后的8年，宁波国家高新区开启了一次创业的历程，为园区初期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作是集聚创新要素。”宁波
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林贻泉表示，通过前面8年的“一次创业”，园
区得以集聚中国兵器科学院宁波分园、中科院宁波信息技术应用研究
院等各类研发机构140多家，永新光学、升谱光电等科技型企业700余
家，吸纳了各类人才2万多名。

凭借前期积攒的实力，2007年，园区成功升级为国家高新区，成为
新世纪首个实现“国家级”跃升的省级高新区，也成为当时宁波建设创
新型城市的重要载体和长三角南翼的科技创新基地。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寄语宁波国家高新区要“鲲鹏展翅搏长天”。

站上“二次创业”的起跑线上，宁波国家高新区迎来了快速发展的
阶段：以引领辐射宁波市转型升级为目标，集聚了当时全市 60%的市
级以上研发机构，以研发园为主要载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形成，创
新型园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建设了总面积为50万平方米的孵化
器和10万平方米的加速器，初步形成了以创业中心为引领、覆盖全市
的创业孵化网络，创业孵化能力大幅提升；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
主体，以现代服务业为重要支撑的产业格局，区域经济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软环境不断完善，政策高地效应逐步彰显，高新区辐射带动初见
成效。

6年后，创新引领的使命再次落到宁波国家高新区的肩膀上——
市委市政府决定建设宁波新材料科技城，这是浙江省和宁波市着眼世
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立足宁波城市特色和比较优势作出的一
项重大决策。

按照“四区一中心”的功能定位和“一城多园”的空间布局，宁波国
家高新区陆续编制了《宁波新材料科技城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
2030）》《宁波新材料科技城核心区总体规划》和《宁波新材料产业发展
规划》三大规划，开工建设了宁波新材料（国际）创新中心和宁波新材料
联合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不断拓宽新材料领域人才、项目的引入渠
道，并按照科产城融合发展的理念加快推进科技城整体开发建设。

作为国家级高新区的“升级版”，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展现国家
创新版图的重要载体，是现阶段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抓手。
抢抓这一机遇，宁波国家高新区自2013年开始就为跻身这一平台而努
力。2018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园区由此开启了“3.0时代”——在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高端
人才集聚等科技创新体制瓶颈突破的问题上，根据自身条件和基础先
行先试。

一年多来，宁波国家高新区出台了“黄金八条”，政策涵盖高层次
人才创新创业、高端研发机构引进、重大科技专项、科技成果转化、国
际科技合作、科技型初创企业发展、自主创新产品首购首用、创新创业
投融资等八个方面，为创新创业再深化加码。仅去年，宁波国家高新
区“黄金八条”近3亿元政策扶持就惠及企业（人才）600余家（个）。

不仅如此，高新区还对“一区多园”进行优化提升，形成了“一区十
园”的格局。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等一批重
大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鲲鹏展翅 长天
——宁波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对宁波国家高新区来说，这个支点就是科技创新。
11月27日，宁波国家高新区首个创新发展指数“鲲鹏指数”正式发布，这为引导高新区加快实现新的跨越，推动园区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

变革提供了“晴雨表”和“风向标”。
从二十世纪末设立到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并稳居“国家队”第一方阵，再到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跻身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大平台，20年来，

宁波国家高新区通过创新驱动走出了一条扶摇直上的高质量发展路线。
“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我们始终有一股劲，要成为科技创新的‘辐射源’，让这片活力迸发、动能强劲的区域实现一个又一个‘高’和‘新’的跨越。”谈

及发展之道，宁波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黄利琴如是说。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秦羽

2 年投产、9 年上市、10 年做成业界领头
羊，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带动国内液晶产业链
的发展……当年怀揣梦想来到宁波的张彦不
曾想到，他和他的激智科技在宁波圆梦仅仅
用了 10 年时间。如今，随着量子点光学薄膜
等前沿技术的成功研发，张彦的梦想依然在
继续。

从事应用技术方向的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徐耀被高新区人才计划
引进后，一直致力于溶胶凝胶法镀膜的产业
化，目前已经建设了4条生产线……

“惟甬有才”，于斯为盛！
为了让更多人才“落地生根”，宁波国家高

新区不断完善各类孵化培育平台。目前，全区
拥有各类孵化机构 27家，其中省级以上 11家，
国家级8家，总面积超过118万平方米；科技企
业加速器11家；众创空间49家，其中科技部备
案的 11家。通过这些孵化培育平台，一条完整
的“苗圃—孵化—加速—产业化”的创新创业
链条日益完善。

围绕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宁波软件园建
设目标，高新区不断完善区域领军人才及团队
引育政策体系，实施“搭台”“汇智”工程。同
时，依托大院大所搭建引才平台，加快诺丁汉
大学宁波新材料研究院建设，强化宁波新材料
联合研究院建设，引进宁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
院。与此同时，高新区实施“高新精英系列计
划”“全球新材料行业大赛”“天使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三大引才工程，以“高新精英计划”

“高新精英资本引才计划”“高新精英软件人才
引进计划”加速高层次人才引进。每年安排过
亿资金作为人才专项经费，加强人才政策支撑
和服务力度。近年来，高新区先后出台人才科
技 专 项 政 策 近 20 项 ， 以 “1 个 最 优 ”“3 个
5000”“2个 2000”“4个 1000”的重磅政策给予
人才创新创业项目鼎力支持。

目前，宁波国家高新区已集聚各类人才8万
余名，其中，海内外院士 16名，市级及以上计
划人才 500余名，海外人才 1700余名，硕博以
上高学历人才 8000余名，省级及以上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16个。

“未来有多少可能性，要看创新意愿有多
大、创新潜力有多强。” 黄利琴表示，结合区域
发展短板，宁波国家高新区立足长远，放眼未
来，将继续着力做好引进大院大所和领军型人
才为主要内容的“栽树工程”，为宁波的高质量
发展储备新动能。

一家研发中心每年的专利申请量超
过了100件，今年的研发投入将高达1亿
元，它就是 TCL通讯宁波研发中心。随
着研发项目的增多、创新力度的增强，
明年研究院的研发投入将达到1.4亿元左
右。

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超过销售额的
10%，徳塔森特在模块化数据中心领域技
术上不断突破，已获得相关国家专利100
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0多项。

专门制定了专利战略，并将其纳入
技术进步和现代企业制度规划，赛尔富
的员工获得发明专利，可获公司1万元的
专项奖励……

企业创新发展，离不开平台助力，
更需要政策加码。目前，宁波国家高新
区以宁波研发园、兵科院宁波分院、宁
波软件园、宁波新材料联合研究院等创
新平台为依托，集聚了全市三分之一的
重点研发机构、三分之二的检测认证机
构和二分之一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涵
盖新材料、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重点
领域，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
为宁波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研发和
科技支撑。具有重大突破性的自创区

“黄金八条”政策更是从“4个 1000万”
支持高层次人才创业、“3个 5000万”支
持高端研发机构引进、设立单项最高
1000万元的区级重大科技专项等八个方
面大力度推动创新创业。

高举“创新驱动”发展大旗，牢记
“科技兴区”重要使命，宁波国家高新区
集聚高端创新资源、营造创新创业生
态、提升科技创新能级，打造创新发展
的主引擎。如今，高新区已成为“新生
代”国家级高新区的排头兵：全社会研
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超过7%，年均增
长20%以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92
件，发明专利申请数年均增幅 50%以
上；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分别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90.4%和
48.3%，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占规上服务业
增加值比重为 42%；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达 220 家，创新型初创企业近 1300 家，
年均增幅超44%，增速连续2年居全市第
一。

依托创新高地优势，近年来，宁波
国家高新区先后向宁波及周边地区转移
科技成果300多项，与江北区、余姚市等
周边地区建立了跨区域合作机制，带动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在德国、美国等国建研发机构，在匈牙利、日本等
设置安全系统工厂……十余年间，均胜电子从宁波国
家高新区出发驶向全球，从一家汽车功能件为主的零
部件生产企业成长为全球智能汽车电子与汽车安全
领域的隐形冠军。于不久前结束的第五届世界浙商
大会上，首次评选了 15家浙江“高质量发展”领军企
业，均胜电子赫然在列。

潜心光学仪器创新二十载，永新光学成为世界显
微镜领域仅次于莱卡、蔡司、奥林巴斯和尼康的中国
企业，生产的镜头搭载“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寄意星
空，并助力“嫦娥四号”传回月球背面首张图片。今年
3 月，由永新光学代表中国主导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9345正式出版,填补了我国在显微镜领域主导编
制国际标准的空白。

专攻一节电池 65年，双鹿从“弄堂作坊”起步，经
历3次技术蜕变、无数次产品升级，最终成长为世界第
三、亚洲第一的碱性电池生产基地，成为宁波工业的

“常青树”。如今，双鹿拥有各项专利约200项，在 IEC
国际标准修订中拥有十足的话语权，在全球的碱性电
池行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宁波国家高新区，越来越多行业领先企业成长
的故事在不断上演。这些成功故事的背后，不仅有企
业的自我颠覆、自我革新，也离不开高新区管委会“厚
植沃土兴茂林”。

为树强扶优创新型企业，宁波国家高新区将新材
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精准医疗等新经济领域内处于
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型企业分为独角兽企业、瞪羚企
业、初创示范企业三类，通过创新型企业梯队的培育，
加快集聚一批能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以及产业技术
变革的创新型群体。目前，高新区已有53家创新型示
范培育企业，其中23家为初创示范培育企业，30家为
瞪羚培育企业。管委会对入选企业给予项目配套支
持、金融支持、财政扶持、引导投资、要素保障等政策
扶持。

在这一系列的支持、引导下，永新光学、激智科
技、赛尔富电子等 3家企业入围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
军示范（培育）企业，路宝科技、欧尼克、经纬数控、赛
耐比等 4家企业入选 2018年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
企业名单；中银、路宝两家企业入选宁波市第一批制
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赛尔富、思进、电工合金、圣
瑞思等4家企业入选宁波市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培
育企业名单。

如今，宁波国家高新区以新材料、数字经济、生命
健康三大主导产业和科技服务业为核心，园区产业结
构得到全面优化，一、二、三产占比分别为 0.5%、
37.5%、62%，战略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总产业70%以
上，产业结构布局合理。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壮大，高
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90%以上，高新技术产
品占到销售总收入的67%，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园区
产业的中坚力量。目前，高新区企业中，高新技术企
业占比达到70.8%，研发投入超过5000万元的企业有
到26家，成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造一座新城
创新基因根植甬江畔

育一方产业
梯队化企业筑牢发展之基

兴一域科技
自主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聚一流人才
高新区蓄势储能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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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新材料（国际）创新中心 宁波新材料联合研究院研发人员试验场景

永新光学生产场景 激智科技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