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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宁波科技创新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和短板，调研报告建议——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立足国内重大
需求，对标学习上海、杭州、南京等城
市先进经验，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化滨
海大都市。

进一步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把
握发展良机，要深度参与长三角新一体
化发展，积极承接上海张江、合肥两大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溢出效应。

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策源地建设，
深入推进甬江科创大走廊规划落地实
施，打造长三角地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引领性科创策源地，集中力量建设好甬
江实验室，构建新型实验室体系。

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主体活力，加
快建设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等重点新型基础设施
等，全面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比重。

不断优化科技创新政策，深入实施
“甬江引才工程”，加强对高层次科技人
才安居、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服
务保障，为人才提供宜业宜居的生态环
境。

副市长许亚南表示：“十四五”科
技创新，是宁波未来五年发展的重头
戏，将以建设宁波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为核心引领，以打造新材料、工业互联
网、关键核心基础件三大科创高地为主
攻方向，以培育科技创新支撑引领能力
为主线，全面实施关键核心技术、重点
科创平台能级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培育三大攻坚战。

到2025年，宁波将基本建成三大
科创高地，科技创新能力居国内城市前
12位。

届时，宁波主要创新指标将实现大
幅提升——

全社会R&D经费占GDP比重力争
达到3.6%。

争取高新技术企业数达到 800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达到3万家。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超过60%。

不过，宁波科技创新工作也存在科技
创新基础相对薄弱、科技创新效能有待提
升、科技创新生态有待改善等问题和短
板。

调研报告对比了长三角主要城市科技
创新指标，宁波在高校资源、高能级创新
载体等方面相形见绌。

目前，宁波只有16所高校 （其中本
科高校8所），而杭州有45所高校（本科
高 校 26 所）； 宁 波 没 有 一 所 “985”

“211”高等院校，导致科技创新源头活力
不足。

宁波是目前15个副省级城市中唯一
没有国家级实验室布局的城市。仅有2家
国家工程实验室、6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而南京有国家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家、国家重点实
验室31家。这也导致宁波高层次研发人
才稀缺，与兄弟城市存在一定差距。

报告指出，宁波科技创新效能也有待
提升，主要表现在——

创新能级不高 龙头企业体量小、知
名度低，产业创新性和竞争力不够强。高
新技术企业群体数量少，位于副省级城市
第10位，分别是上海的18.2%、杭州的
40%。尤其缺乏创新型领军企业。

创新动力不足 宁波规上工业企业仅
38.1%设置了研发机构、46.5%开展了研
发活动，而苏州、南京开展研发活动的企
业占比分别为50.1%、53.2%。

发明专利的拥有率较低 至2020年
末，宁波规上企业中拥有1件以上有效发
明专利的企业不到3成。全国有效发明专
利千强企业中，宁波仅10家入围，排名
第23位。拥有100件以上发明专利的企业
仅14家。

此外，科技创新能力存在短板，主要
表现在——

研发投入不足 虽然2020年宁波全
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已经提升
到 2.85% ， 但 与 上 海 （4.1%）、 杭 州
（3.51%）等长三角兄弟城市相比，仍然存
在较大差距。

新兴产业比重较低 宁波在汽车制
造、绿色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为代
表的部分优势产业存在断链、缺链现象；
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5G+”、数字经
济、智能物流等新兴产业占比偏低，产业
规模效应尚未形成。

2020年，宁波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415亿元，增速13.0%。但占规上工业增
加值仅为10.3%（杭州32.7%）。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目前，宁波科技
成果 （含专利） 的总体转化率在60％左
右，其中高校转化率不足20％。企业创新
活动主要集中在外观设计和功能改良上，
基础和原创性发明专利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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