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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市两会精神，实施科技创新‘强基登
峰’工程，锻造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策源能力再上新台阶，努力
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
昨天，市科技局局长费小琛在接受采访时，擘画了新的一年科技创
新工作的“作战图”。

作为民营经济大市、制造大市、开放大市，宁波如何在新一轮
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以创新之钥开启制胜之门？

“要坚持改革思维，放大宁波特色优势。”费小琛告诉记者。
吃“改革饭”发展起来的宁波，要持续探索更多“宁波模式”

“宁波解法”，构建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宁波路径，汇聚创新引领
发展的强大能量。

在今年的工作中，市科技局重点将在三大领域推进改革赋能
——

探索企业主导的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企业“出题人”“答
题人”“阅卷人”作用，健全从产业需求端提炼科研选题的机制，
强化重大任务牵引，培育更多“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控制企业。
同时，推进以企业为主体、以产品为导向的创新联合体建设，推行
任务导向、股权纽带、试点“拨改投”等建设模式，突破一批引领
产业发展的拳头产品、关键基础件、关键材料和软件系统。

以科技金融为重点优化创新生态，完善“投、贷、保、担”科
技金融体系，天使投资以“子基金+直投+跟投”模式运行，进一
步投早、投小、投科技。以“研值在线”应用场景为载体，完善企
业创新全生命周期保障，深化概念验证、场景开放等支持模式，护
航科技创新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深化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以授权松绑为主要手段，在深化
“两个直接”“三个自主”模式和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方面先行先
试，促进科研人员“名利双收”，打造各类人才向往的科创高地。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
眼下，宁波正快马加鞭打造世界一流创新主引擎，费小琛向记

者展示了 2024 年科创策源体系“强基登峰”行动任务书——
以世界一流标准打造甬江科创区，高标准推进甬江实验室建

设，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实施“双突破双倍增”计划；
力争实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零的突破”；
推进西工大宁波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
支持海曙、奉化创建省级高新园区，加快省级高新园区全覆盖；
⋯⋯
与此同时，宁波将积极探索科创平台牵动的“科教人贯通”模

式，一方面，着力提升产教融合水平，加快建设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名），全力支持宁波大学通过“双一流”验收，入选省高水平大
学建设名单，并争取在多领域打造一批一流学科；另一方面，深入
推进科技人才汇聚，对顶尖人才落地宁波开展科研活动、搭建平
台、以才引才等提供全方位保障，力争引进支持全球顶尖人才 10
人，遴选支持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400个以上。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
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指明了方向。

新的一年，宁波将超常发力抓创新，加快芯片、云计算、人工
智能、前沿新材料、生命健康等领域技术突破，部署“科创甬江
2035”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0 个以上，力争攻克重大标志性成果 20
项以上，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持续探索“科技攻关—场景
验证—产业化应用”成果转化新路径，布局市级概念验证中心、小
试中试平台，实施重大应用示范项目 20 个，力争技术交易额突破
900 亿元。

“宁波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继续加强国内和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以扩大开放为创新注入新动力。”费小琛说。

重点包括：加快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研究中心，打
造中东欧国家开放创新生态主阵地；主动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
体，深化与知名院校合作，开展人才联合培养、重大科学问题与关
键技术研究、研发机构共建。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
“我们将持续提升‘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的科技

管理能力，奋力先行、真抓实干，创造革新立新、领跑领先的优异业
绩，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彰显样板担当。”费小琛说。

推进科技创新“强基登峰”
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
——访宁波市科技局局长费小琛

新年伊始，宁波科技创新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亮点纷呈的阶段性答卷。

看，“宁波速度”——

仅用48天就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签订区域联合基金合作协议，成为首个加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的设区市，重大基础研究集成项目实现了“零的突

破”；仅用35天就与中国科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多维度、高水平打造“院地合作”典

范……宁波牵手“国家队”，跑出了央地合作的“宁波速度”。

看，“制度创新”——

全面系统打造最具竞争力且覆盖全链条创新的政策体系，构建“1+N”科技创新政策

体系，市委明确财政科技投入每年按不低于 20%的增速支持科技创新，“科技新政 15 条”

财税支持超200亿元，“对承担省级以上重大项目给予11配套支持”等政策支持力度全国

领先。

看，“领跑领先”——

2022年宁波 R&D 经费支出净增 58.27亿元，对全省增量的贡献达 22.5%，增量与贡献

度均居全省首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实现三年翻番，增幅达31%，增速连续两年居全省首

位；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达4206家，总数位居全省第一；新入选国家级人才培养工

程 16 人，11 名外国专家获省“西湖友谊奖”，总数均位居全省第一；新入选国家级人才

161人，总数跃居全省第一；甬籍两院院士增至122人，总数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透视高分答卷，宁波创新驱动主线主脉清晰可见；站在全新起点，宁波科技创新的动

能必将更加澎湃。

撰文 成良田 宣 科

图片由市科技局提供

大平台是集聚高端创新资
源、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战略支
撑。在宁波，这一“支撑”的基
点落在甬江两岸。

去 年 2 月 初 ， 宁 波 “ 官
宣”：“以世界一流标准建设甬江
科创区，为打造一流城市提供硬
核支撑和强劲驱动”，为宁波打
造战略科技力量“大兵团”按下
了“加速键”——

宁 波 东 方 理 工 大 学 （暂
名）、数字孪生 （东方理工） 研
究院、宁波东方理工产业技术研
究院相继落地建设；

与中国科学院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支持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
所打造世界一流新材料研究机
构，助力宁波材料所实现全国重
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
平台“零的突破”；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工
程学院正式全面启用，为国科大
首个京外科教融合学院；

与中国石化集团签约共建中石
化宁波新材料高端创新平台⋯⋯

建设“大工程”，提升“硬
实力”。着眼大创新，宁波以系
统思维整合要素资源，形成以宁

波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
名）、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甬
江实验室 4 个龙头为引领，以西工
大宁波研究院等 10 个标杆新型科
研机构为重点支撑的“410”科创
平台体系，锻造赋能区域产业发展
的“战略科技力量”。

“我们的工作重点将从‘有没
有’向‘好不好’和‘强不强’转变。”
宁波市科技局局长费小琛说。

站在新起点上，宁波锚定“高
水平”，着力推进“大平台”强基
赋能，实现一个科创平台引领一个
重点产业领域，以颠覆性技术和前
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新
型工业化“策源地”。

搭建搭建““大平台大平台””，，提升创新策源牵引力提升创新策源牵引力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
设立 总 规 模 达 4 亿 元 的 区 域 创
新发展联合基金，支持创新主
体参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打通企业申报省级项目路
径，对牵头承担国家和省级项
目的，按国家和省支持额度给
予 11 配 套 支 持 ⋯⋯ 宁 波 以 人
一 我 十 的 力 度 大 抓 创 新 投 入 、
大 抓 科 研 攻 关 、 大 抓 固 本 强
基，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增
强发展新动能。

真金白银的投入，精准有力
的政策，结出了累累硕果——

2023 年，宁波获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 9 项、省政府质量奖 5
项，均创历史新高；今年首批
24 项区域联合基金 （宁波） 项
目指南中，我市共有 18 个区域
联合基金项目获批立项，其中 2
个为集成项目，实现宁波市重大
基 础 研 究 集 成 项 目 “ 零 的 突
破”；获得国家杰青优青科学基
金项目 5 个。

进入新时期，科技创新越
来 越 凸 显 其 系 统 性 和 协 同 性 。

“我们正着力推动科技攻关由原
来的单点协同、单主体为主的
方式向产学研融合、上下游协
同转变，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宁

波 路 径 。” 市 科 技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全 面 启 动 “ 科 创 甬 江 2035”
战略协同计划、关键技术突破计划
等四个类型项目；在全省率先探索
多主体一体化企业创新联合体建设
机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
所联动融通创新；探索“科技攻关
—场景验证—产业化应用”的成果
转化新路径⋯⋯

一系列创新探索成效显著——
“大型桥梁防船撞关键技术与

应用”“国产大飞机航空起动发电
机系统”等国际领先技术成果；亚
运火炬“薪火”、主火炬塔等多项
智能科技成果应用在杭州亚运会
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弹性铁
电材料等 3 项成果登上 《Science》。

产出产出““大成果大成果””，，提升创新发展驱动力提升创新发展驱动力

企业主体创新活跃，发展才
有持久动力。

去年，宁波有效高新技术企
业数有望突破 7000 家，102 家高
企入选 2023 年浙江省高新技术
企业创新能力 500 强，其中 3 家跻
身十强，创历史新高；新增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 4410 家，总数保持全
省第二；新增省级科技领军企业
6 家、科技小巨人企业 22 家；新增
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8 家，省级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 2 家；2022 年全

市各类企业 R&D 经费达 412.4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2.0% ，占 全 市
R&D 经费比重达 89.4%⋯⋯

蓬勃的创新力背后，是宁波
市科技局的不懈努力。

一方面，不断完善服务体系，
深 入 开 展 研 发 创 新“ 诊 断 + 提
升”、政策宣贯辅导等专项服务和

“双百千万”专项行动，全年覆盖
服务企业超过 7000 家；不断健全
科技系统服务企业工作体系，构
建“乡镇提出诉求—市县对接问

诊—问题办理—确认销账”闭环办
理机制。

另一方面，持续强化政策供
给，宁波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
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等税收减免政
策落实力度排在全国前十，2023
年全市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
数量“破万”，较上年增长 22.6%。

数字化改革，是推进科技创新
的重要力量。

宁波积极推进“研值在线”数
字平台开发建设，实现无感申报、
无感兑现、无感评价，大幅减轻企
业研发费用归集、政策申报负担。
全年有 2291 家企业享受共计 3.6 亿
元的研发后补助。

培育培育““大梯队大梯队””，，提升创新主体竞争力提升创新主体竞争力

创新生态好，创新活力才会
足。宁波全力集聚创新资源，推进

“四链”融合，形成更具竞争力的
开放创新生态。

给人才平台，为人才松绑：立
项支持 22个顶尖人才在甬全职开
展创新创业科技项目；积极实施
知识价值导向分配机制，将职务
成果转化收益的奖励比例下限提
高到 75%，高于全国和浙江标准；
在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方面先行
先试，促进科研人员“名利双收”。

推动“资本”与“知本”双向奔
赴：实施“金融助科创 驱动新发
展”专项行动，发布《宁波市天使
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3.0 版，
全面启动新运作模式，总规模扩
大至 50 亿元；修订《宁波市科技
信用贷款风险池管理办法》，市、
县、银行机构三方联动设立科技
信贷风险池 14 个，累计为上百家
初创企业发放无抵押、免担保信
用贷款 6.5 亿元。

拓展创新“朋友圈”，走好“开

放路”：深化中东欧科技创新合作，
持续为宁波打造中东欧合作“首选
地”注入创新动力；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大合唱”，唱好杭甬“双城记”，举
办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宁波
赛区等特色活动赛事，打响开放创
新品牌。

三江六岸，创新潮涌。宁波正以
科技创新破解高质量发展“成长的
烦恼”，全市创新策源体系不断完
善，新质生产力加速孕育，持续为突
破“卡脖子”、发展“高精尖”、实现从

“跟跑”到“领跑”注入蓬勃动力，为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宁波
力量。

构建构建““大生态大生态””，，提升创新服务支撑力提升创新服务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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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江实验室甬江实验室33DD数字制造创新中心数字制造创新中心。。

俯瞰甬江科创区俯瞰甬江科创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