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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加强优势互补，共筑科创体系

唱好“双城记”，浙江酝酿已久，期盼很大。从2016年
首次提出杭甬“双城记”，2018年“推动杭州宁波一体化发
展”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到2021年浙江省“十四五”规划
中明确杭甬“双城记”是浙江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抓
手。“双城记”的内涵除了两城自身高质量发展、相互高水平
协同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带动全省域高质量发展，推
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据介绍，杭甬两地虽然未来发展定位不同，但有着强烈
的协同互补效应。比如在科技创新方面，杭州突出打造“互
联网+”科创高地，宁波突出打造新材料等三大科创高地，彼
此之间在诸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并很有可能发挥出
1+1＞2的效果。

在此次论坛上，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一级巡视员姜长才
围绕杭甬两地新形势下如何共筑科创体系做了分享。他认
为，未来杭甬两地共筑科创体系，要注重平台牵引，注重汇
集资源，注重数字赋能，注重国际视野，注重辐射带动。要
努力构建创新共同体，找准杭州数字之城与宁波制造大市这
样一个错位发展的平衡点，统筹双城的协同互补效应，扎实
推进科创中国浙江试点和浙江样板间的建设。

“有人提出推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和宁波甬江大走廊平
台协作、要素流动，构建创新共同体，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值
得我们去推进的构想。”姜长才说。

此外，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科创之江百人会
秘书长兰建平以及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章
丰、浙商创投联合创始人华晔宇、大华股份研发总裁刘明、
乐歌股份董事长项乐宏、宝略科技董事长吴敦等智库专家、
创投家和企业家代表也纷纷在论坛上展开对话，他们围绕科
技创新、数字经济、人才建设等方面进行“问诊”和“论
剑”，就如何唱好杭甬“双城记”献策献计。

进一步推进
“人才+资本+企业”联动发展

论坛上还举行了杭甬科协唱好“双城记”合作启动仪式
以及“科创之江百人会”鄞州基地授牌仪式。未来，杭甬科
协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杭州湘湖院士岛和宁波东钱湖院士
中心共建共享，推动杭甬两地学会之间合作交流、协同创
新，攻坚克难。

“科创之江百人会”由浙江省科协发起，联合省经信厅、
省社科联、省工商联和浙报集团共同指导，首批邀请顾问及
会员共111位，其中两院院士19位，科技界知名专家25位，
知名企业家26位，知名投资人7位，知名经管学界专家23
位，人文艺术界专家4位，青年高层次人才7位，旨在通过搭
建创新平台, 统筹行业上下游的创新资源，以市场机制为纽
带，强化科学家与企业家的深度对话合作，进一步推进“人
才+资本+企业”的联动发展。

24日下午，科创之江行活动首站走进鄞州，邀请浙江省
数字经济学会、浙江省电子学会、浙江省信息化促进会等多
家省级学会及数十位智库专家深入宁波一舟集团、宁波微电
子创新产业园区、鄞州区软件信息产业园实地调研考察，积
极引入省级学会组织优势资源下沉，为鄞州人才集聚和科技
创新赋能。

据介绍，后续“科创之江百人会”还将通过持续的跟踪
推进，不断推动更多省级学会资源的技术、人才、资金、项
目等创新要素向鄞州区聚集，在“招才引智”中更好地发挥
百人会的积极作用。

如何在科创领域
唱好杭甬“双城记”？
院士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记者 吴正彬

当前，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已经
成为杭甬双城联动、协同发展高度聚焦的
领域，也是杭甬双城科创策源力能够得到
充分展现的重要领域。

11月24日，2021杭甬科创论坛暨科
创之江鄞州行在宁波院士中心举办。此次
论坛以“唱响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为主
题，旨在探讨如何坚持优势互补、双城联
动，加快杭甬两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鉴、
产业同兴。

论坛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德
仁、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等大咖，围绕
新材料、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分享了各
自的研究成果和独到见解，为双城未来联
动带来了创新智慧。

“最强大脑”共谋双城科创策源力

在此次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德仁就半导体
材料产业的现状和挑战展开了分享。他表示，半导体
产业是国家保持繁荣富强的一个根本性产业，而在整
个半导体产业中，半导体材料是核心，目前，我国正
在积极推进半导体材料的研发和生产，但国产半导体
材料在全球所占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特别是在一些
高端半导体材料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差一个档
次。

“总的来讲，我国中低端的半导体材料基本有
了，但高端的半导体材料还比较缺乏，主要因为半导
体材料是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一
个领域，要想在这一领域实现更好的发展，必须加快
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杨德仁说，同时，他也对宁
波的半导体材料发展充满期待。据了解，宁波目前不
乏专注于半导体材料领域的企业，包括浙江金瑞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电化合物半导体有限公司等，发
展势头都十分不错。

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则针对智能制造、数字经
济等话题进行了分享。他表示，智能制造可以分为三
个层面和四个环节，三个层面即制造对象的智能化、
制造过程的智能化、制造工艺的智能化，四个环节即
智能设计、智能加工、智能装配、智能服务。在这三
个层面和四个环节中，出于对“智能”的高要求，企
业的创新能力必将经受重重考验，企业必须不断提升
自身的技术、产品、人才等创新要素，才能达到真正
的智能制造。

“我们要搞智能制造，打造数字化的车间，要用
到机器人的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首先要用好数字
化的技术和网络化的技术。此外，要更加注重创新，
要以人为本、以需求为本，保持先进的创新创业理
念，积极抓住机遇开拓市场。我认为这些都是成功的
要点。”谭建荣说。此外，他还以专业制造数控机床
的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表达了自己对

“宁波智造”的赞赏和期待。

谭建荣杨德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