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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浙江”在行动
之江大潮澎湃涌，创新浙江在行动。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

浙江要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
要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整合科
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在科技前沿领域加快突破。

近两年来，浙江上下牢记嘱托，始终高举创新驱
动发展大旗，聚焦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在政策支撑、科技突破、产业崛起等方
面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当前，创新浙江的建设正在向更深更实更细的
纵深推进。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大省之一，浙
江以谋划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为抓手，奋力在以
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

擦亮创新浙江鲜明标识

杭州未来科技城人工智能小镇里，一只通过“意
念”控制的智能仿生手帮助穿戴者写字、弹钢琴，让人
们看到科技创新改善人类生活的广阔前景。作为杭州

“六小龙”之一，强脑科技的智能假肢产品正在快速迭代。
“我们专注研发的‘超级传感器’能敏锐捕捉人体

神经信息，从而让残疾人通过‘意念’就能控制智能肢
体活动。”强脑科技创始人韩璧丞表示，企业愿景是在
未来10年内帮助100万名残疾人改善生活状态。

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百花齐放，之江大地上，一
幅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画卷徐
徐铺展。

通义千问Qwen3模型、DeepSeek-R1-0528推理
模型、“三体计算星座”首发星座，国内首例“闭环脊
髓神经接口”人体植入、重大精神疾病的脑机接口治

疗系统、新一代智能触控仿生灵巧手Revo2，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大规模分布式资源与电网协同互动关
键技术及产业化、高导电石墨烯铜复合材料……

浙江省科技厅介绍，今年上半年，浙江人工智
能、生命健康、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
超过50项。

从创新主体看，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凸显创
造力的大批科创企业，阿里巴巴、正泰集团等大型民
企，浙江大学、西湖大学、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之
江实验室、甬江实验室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浙江
省智能感知技术创新中心、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
术创新中心、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等，协同
构筑起创新浙江的基座。

杭州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建立“科学家+
企业家+投资家”协同创新和产业孵化机制；温州数安
港专注打造完整产业链，新设DeepSeek创新中心，集
聚612家生态企业（项目）；湖州聚焦新能源、半导体
及光电、空天信息等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18家……

厚植创新土壤、擦亮鲜明标识，浙江各地立足发
扬产业优势，形成了万马奔腾竞逐创新的生动局面。

目前，浙江省数字经济占比超过经济总量的一半；
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01家、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1.44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63万家；分层分类
培育一批技术领先、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科创企业，
构建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创新格局。

得益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今年以
来，浙江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发
展态势，有望胜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据了解，浙江区域创新能力已连续 3年居全国
第四，研发投入强度达3.2%、创历史新高；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显著壮大，国家实验室、国际大科学计划、
国家大科学装置均实现“零”的突破，全国重点实验
室由15家跃升至38家。

构筑省域创新三大支撑

创业仅 5年，浙江星曜半导体有限公司就已建
成温州首家滤波器晶圆厂，同时通过海外收购，形成

“研发—制造—封测”的全产业链闭环。企业董事长
高安明回忆2020年回国到浙江创业时，只背了个双
肩包，“可以说是啥也没有”，是温州给予了创新人才
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既是经济大省、对外开放大省、民营经济大省，也
是资源小省，浙江意识到，高质量发展必须靠创新。

聚焦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浙江树立战略目标、动力支撑、路径抓手、政策
保障等“四梁八柱”，谋划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
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
文章”，乘势而上塑造省域创新格局。

——强化政策保障支撑，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
代化产业体系。

围绕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315”
科技创新体系和“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融合的重
点领域，启动实施与国家基金委联合设立五年25亿
元的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加快实施首批央地协
同“类脑计算”国家项目，联动部门、地方实施低空经
济、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脑机科技等重大科技专
项；加快推动“两重”“两新”项目实施，组织实施重大
科技项目400项以上……突出政策引领、制度建设，
浙江系统展开省域创新前瞻布局。 （下转A2版）

北大牵手鄞州成立研究院
本报讯 7月 16日，北京大学鄞州数智健康联合研

究院正式成立。该研究院将深度融合宁波市鄞州区优
质的数字健康资源与北京大学高水平的科教资源，打造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数智健康创新高地。

鄞州区与北京大学结缘已久。自 2015年双方携手
以来，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实践基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重大
研究计划集成项目示范基地、北京大学高水平公共卫生
学院实训基地等先后落户鄞州。经过10年深度合作，双
方依托区域健康大数据平台，在传染病防控、慢性病研
究等领域开展了57项科研项目，共建2个国家级科研平
台，已开展疫苗效果、心血管疾病、肾病等领域的研究并
实现部分成果转化。

此次研究院启用，双方将依托鄞州经济、信息、产业
等区域特点，整合北京大学学术研究、学科集群等优势，
重点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智健康、数智医学等四大
核心领域开展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形成未来医学与大
数据人工智能的跨学科创新平台，以数字技术与人工智
能赋能健康医疗服务。 王波 徐庭娴

与企业团队共同凝练四大关键技术

成本下降一半 产量提高20倍

编者按：“科技副总”是个什么“总”？为什么
浙江省科技厅、教育厅要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浙江省“科技副总”选聘工作的通知》？本
报今起开设《“科技副总”是个什么“总”》专栏，带
你一起走进企业，一起来解答“科技副总”是个什
么“总”。

在杭州西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微藻培养车间
里，一排排玻璃罐中的绿色液体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这里的微藻产量比半年前提高了20倍，生产成
本却降低了一半。这些变化的背后，离不开一位特
殊的“跨界者”——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张
虎，他同时担任西月生物的科技副总。

“过去我们的微藻培养受环境因素影响很大，现
在通过技术创新，生产过程更加可控了。”西月生物
创始人刘朋介绍道，通过浙江省“科技副总”制度的
桥梁作用，张虎团队帮助企业建立了全新的生产工
艺体系。

西月生物是一家专注于微藻研发与生产的企
业，微藻作为生物能源、食品、医药等领域的重要原
料，其高密度培养技术一直是行业难题。刘朋坦言：

“我们的目标是将微藻二级扩繁产量从10克/升提高
到150克/升以上，但技术瓶颈限制了发展。”面对这一
需求，企业需要既懂科研又熟悉产业化的专家助力。

作为微藻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张虎拥有15年
的科研积累，曾在中科院、西湖大学等机构从事微藻
异养培养、光生物反应器研发等研究。更巧的是，他
与西月生物的刘朋不仅是河南老乡，还是西湖大学
的旧同事，彼此知根知底。

“我的研究一直偏向应用方向，与企业需求高度
契合。”张虎说，“科技副总的机制让我能名正言顺地
深入企业一线，把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
力。”在他看来，这一角色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认可，
更是打通产学研壁垒的重要契机。

去年9月担任科技副总后，张虎迅速投入工作，

与企业团队共同凝练四大关键技术问题：微藻异养
超高密度培养、经济微藻资源发掘、智能光生物反应
器研发以及微藻环保应用。

在微藻异养培养技术上，团队取得了重要突破
——筛选出一株蛋白核小球藻，其生物质浓度达到
200克/升，比文献报道的最高产量提高 25%以上，

“这一成果预计可为企业创收超百万元，相关专利已
在申请中。”张虎介绍。

高校科研与产业需求之间常存在“鸿沟”，高校追
求理论突破，企业需要快速落地。张虎认为，科技副总

的机制恰恰能弥合这一差距。“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发
起、高校推动，三方合力让科研更贴近实际需求。”

眼下，张虎正带领团队攻关下一代智能光生物
反应器，通过AI和LED技术实现微藻生产的精准调
控，摆脱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此外，他还计划将微藻
养殖与废水、废气处理结合，探索环保领域的新应用。

“科技副总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科研的价值
在于服务社会。”张虎说，“未来，我会继续当好这座

‘桥梁’，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生产力。” 本报记者 陈路漫

“科技副总”是个什么“总”

金融总量平稳增长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浙江加力落地一揽子金融政策

本报讯 7月15日，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联合浙
江金融监管局、浙江证监局、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
科技厅召开浙江省科技金融工作交流暨金融一揽子
政策推进会。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委省政
府关于落实一揽子金融政策和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
工作的有关精神，总结上半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工
作，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今年以来，浙江金
融系统认真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推

进落实好一揽子金融政策，取得积极成效。全省经
济金融运行呈现稳中向好态势，金融总量平稳增
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金融
生态保持良好，充分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
用。浙江省金融机构突出重点，扎实做好科技金融
大文章，逐步形成相对丰富的政策体系、产品体
系、服务体系，积极开展“浙科联合贷”、认股选
择权协议团体标准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板金融综合
服务等创新探索，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多元化接力
式金融服务。

会议强调，要加力落实好一揽子金融政策，做
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一是完善专项工作机制。强化
组织安排和部门协同，加强谋篇布局，补齐重点领

域金融支持短板，统筹做好业务结构优化和总量合
理增长，稳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二是用好货
币政策工具。全国性银行要发挥支持实体经济主力
军作用，积极满足科技创新、消费养老等领域的信
贷需求。要深化“三个200亿稳外贸、促消费、强
科创”专项行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三是用
力在科技金融方面争取突破。完善科技金融政策框
架，提升科技金融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科技金
融创新服务模式落地应用，加快培育支持科技创新
的金融生态环境。四是开展业务宣传和经验推广。
加强工作交流和案例总结，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做法，为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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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浙江正推进平台经济高
质量发展强省建设三年行动，到2027
年，力争全省平台企业数量超过1000
家，其中百亿级规模平台企业超 50
家，活跃网络经营主体达到 1000 万
家；平台企业营收总额达到 2.2万亿
元；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速保持在 5%，
网络消费满意度显著提高。近日，记
者从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省平台经济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浙江将
持续发挥先发优势，破解瓶颈制约，
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
着力点，扎实推进三年行动计划，着
力打造六个新标杆，全面推进平台经
济高质量发展强省建设。

近年来，平台经济发展迅猛，它提
升了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
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创新创业，改
善了用户体验；也驱动了制造业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实现数
字化转型和产业迭代升级。作为平台
经济大省，浙江一直大力支持平台企业
有序竞争创新发展，引导平台企业勇担
重任、勇闯新路、勇攀高峰，平台经济发
展始终处于全国第一梯队。

目前，浙江平台企业数量超过
850家，数量和交易额持续位居全国
前列。2024年，浙江省跨境电商全业
态出口 3500多亿元，增长 10%，占全
省出口总值的9.2%，在应对国际经贸
斗争、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8.4%，成为拉动社会消费的最大增
量；全省孕育了1200多万的线上经营
主体，创造了 1000多万个就业岗位，
有效促进了浙江省的就业，助力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

据悉，三年行动计划的重点任务
是打造六个“新标杆”：聚焦自主创
新，着力打造科技引领的新标杆；聚
焦数实融合，着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
系新标杆；聚焦开放共赢，着力打造
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标杆；聚焦供
需两旺，着力打造激发消费活力的新
标杆；聚焦惠民安民，着力打造和谐
劳动关系的新标杆；聚焦管好放活，
着力打造现代化治理的新标杆。

在聚焦自主创新，着力打造科技
引领的新标杆上，尽管浙江在人工智
能上取得了突破，但目前浙江的技术
驱动型平台企业仍偏少。浙江将继续
引导头部平台和细分赛道平台企业向
高科技企业转型，加大研发比重，在大
模型等新兴领域保持领跑优势。比
如，支持发展大模型的服务平台，加快
打造繁荣的大模型应用服务生态。推
动平台企业开放算力和算法资源，支
持大模型开源与应用，提升开发者研
发实践便利性，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开源技术生态等。阿里巴巴相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三年将投入3800亿元
构建AI基础设施，坚定“AI+电商”的
战略，为平台经济发展树立新标杆。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市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