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 5年至 10年，决定一个城
市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很可能不再
是港口吞吐量、机场客运量、本外
币存款额、GDP 这些体现规模效
应的大数据，而是一个听上去有点
陌生的小数据——R&D （研究与
试验发展经费）。

小小一个 R&D 指标，真的那
么重要吗？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关系到
一座城市的前途。

“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
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
科技力量。”

在国际上，R&D 支出占 GDP
比重，正是衡量科技活动规模、科
技投入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高低的
硬指标，其投入强度是观察一个地
区、一个城市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
依据。换句话说，没有高强度的创
新投入，一个城市就不可能成为创
新型城市、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成为
创新型企业。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郑栅洁曾
在多个场合强调，创新实力不强，
创新水平不高，一直是制约宁波发
展的一个短板。究其原因，主要是
科技投入常年处于较低水平。最新
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宁波 R&D
支出占 GDP比重仅为 2.35%，而厦
门、武汉、杭州、合肥、南京等城
市均已超过 3%，深圳超过 4%，西
安则是5%。

知不足更要止不足。历史留给
宁波的机会并不多，时间也很紧
迫。能不能通过“六争攻坚”尽快
把创新变为新一轮发展的主动力？
立新改旧的机会究竟在哪里？依靠
谁 去 争 取 机 会 ？ 怎 样 组 织 创
新？……作为新时代的答卷人，宁
波只有认真回答好这一系列创新之
问，创新实力才可能实现脱胎换骨
的变化，高质量发展和“名城名
都”建设才会有更坚实的支撑。

科技创新3.0挑战已来

如果用时间轴来标注近 20 年
的宁波科技创新史，大致可以分出
四个阶段：

从 1998 年到 2006 年，是宁波
科技创新的 1.0 时代。据不少老一
代宁波企业家回忆，那个时期，科
技创新的方式主要是跟踪模仿，主
角是民营企业，一大批“星期六工
程师”应运而生。

2006 年以后的 10 年，宁波相
继跨过了科技创新2.0和2.5两个时
代。在 2.0 时代，宁波创新最典型
的标签是开始出现产品应用端创新
企业。称重传感产业领域的弄潮儿
——柯力传感正是崛起于此时。

“产品创新是我们成为隐形冠
军的助推器，也是我们实现快速发
展的关键。”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董
事长柯建东说。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创新能力
的提升，宁波企业开始向产品的

“集成创新”要效益或在开源的基
础上进行创新，科技创新 2.5 时代
随即到来。

作为高端智能仪器研发与产业
化的开拓者，闻路红带领的华仪宁
创成立仅两年就转化了 5款国际或
国内首创的仪器新产品，涵盖高端
前沿科学仪器、干细胞及转化医学
等领域。还有从美国硅谷来甬科技
创新创业的第一人、奥林科技创始
合伙人陈震洲以及舜宇均是那个时

期的新星。
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改变了

一切。改革开放 40 年来，宁波凭
借外源带动、贴牌生产、外延扩张
为主的发展模式和土地、劳动力成
本优势取得的辉煌难续，随着经济
进入新常态，成本优势不再，资本
与技术向外转移的动力加大，继续
跟随模仿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道路
越走越窄。“留给甬企的选择不
多。勇攀科技创新 3.0 时代高峰，
靠自主创新，才能在未来市场争得
一处体面的立足之地。”财政部财
政科学研究所财政学博士后钱斌华
说。

换道超车的黄金五年

从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数据
看，R&D 的投入主要靠制造业，
占了绝对优势。

市发展规划研究院多位专家指
出 ， 宁 波 R&D 常 年 处 于 较 低 水
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产业结构
不优，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尚处
于起步发展阶段。据了解，去年，
宁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规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26.7%，与苏
州的 50.8%差距甚大。从产业能级
看，制造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
低端，产业链不长、智能化程度偏
低。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
入，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格局还没改
变，全市各类开发区单位面积投资
强度为 226 万元/亩，比浙江省平
均水平低8.9%，比上海低22.1%。

业内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一
些发达国家通过垄断底层关键技术
封堵我国后来者的创新之门。以传
感器为例，最核心的技术在压力传
感材料，目前依然掌握在外国企业
手中，相关专利早已被抢注，由此
造成的后果是中国企业生产的传感
器大部分利润被外国公司拿走。类
似这样卖一个产品的利润还不如一
个核心部件利润的例子在我国并不
少见。

虽然在传统产业领域难以实现
超越，但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
新材料等领域，换个车道情况就会
不同。科大讯飞是最好的例子。这
家中国本土企业通过“语音识别技
术+人工智能”正在制造一个无限
可能的产业。而宁波上周刚刚签约
的工业物联网项目也孕育着巨大的
产业机会。多数业内专家预计，实
现这种赶超的黄金期就在今后 5年
到10年。

需要提醒的是，科技创新 3.0
的发展道路与科技创新 2.0、1.0 的
发展道路截然不同，其发展道路与
宁波传统的发展路径也截然不同。

如果把科技创新 3.0 比作登山的
话，那么此次要攀的高峰在云雾之
中，也就是创新的方向是未知的，
如同进入了“无人区”。山上也没
有现成的道路，攀登要靠自己开
路，且竞争对手是专业的“登山”
高手，他们不仅会一路攀登一路封
锁，还会“占山为王”，因为这次
的比赛“只有冠军，没有亚军”。

用只争朝夕还不够，因为这是
一场从后发优势向先发优势转型的
硬碰硬，也是从啃骨头向吃肉升级
的真挑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还要尽快。

科技争投有四大路径

按照技术创新的经典模型，正
向链式创新通常是从基础研究到应
用研究，从产品开发到制程开发，
再到试验性生产、销售，最终形成
高新产业。但也有一种逆向创新是
从市场需求出发，然后创造高新产
业，再转移转化，进而应用研究，
最终进入基础研究。

对宁波科技创新而言，需要正
向创新和逆向创新“双轮驱动”。

“我们既需要成百上千个像张
彦、姚力军这样的正向创新精英，
更需要像奥克斯、舜宇、方太等一
大批逆向创新的典范。”市“科技
创新2025”重大专项专家委员会除
了为“登山队员”画像外，还描绘
了科技争投的四条可能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组建专业“登山
队”，实施重大研发计划，重点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形成重大标志性
成果，催生新兴产业或引领产业升
级。去年，我市组建了一支近 500
人的“超级智库”，对 600 家代表
性企业挨个走访，梳理出高性能金
属材料、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新型磁性材料、智能
芯片及基础软件、第三代半导体等
13个重大专项，近 200个关键核心
技术节点。“这些‘山峰’将是宁
波产业转型的突围点，转型升级的
突 破 口 ， 也 是 换 道 超 车 的 主 阵
地。”市科技局局长励永惠说。专
业“登山队”组建采用市县联动，
与产业招商、科技招商、人才引进
相结合，大力引进技术创业精英，
推进产学研协同和创新联盟等。

第二条路径是建设高水平的产
业技术研究机构，建设“登山”训
练学校和训练基地，大力培育专业

“登山运动员”和创新苗子。
如果把科技创新形象地比喻为

一项 4X100米接力赛跑，科学发现
和机理验证是“第一棒”，技术形
成和原型实验是“第二棒”，应用
转化形成生产技术是“第三棒”，

产业化和商品化是“第四棒”。那
产业技术研究院则定位为“第三
棒”，为组织者和行动载体，推动
共性技术的研发，推动科技成果的
转化，推动商业模式的创新。

目前，虽然全市已引进了包括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在内的 65 家产
业技术研究院，但还不足以支撑宁
波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市级层面主
导，按照近 200 个关键核心技术节
点的指向，大手笔再建第二个“材
料所”。科研基础设施平台同样如
此，比如建设集成电路制造、智能
芯片及模块设计服务与测评、新型
Si基 （柔性） 电子光/磁/电材料的
工艺集成平台、海洋工程材料与装
备环境试验与实海验证平台、电机
研发与测试平台等6大平台。

第三条路径是按照创新生态理
论重建一个创新的生态，营造一个
群众性“登山”的良好生态，让各
类创新主体在生态中试错。深圳崛
起，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凭借“基础
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金融支
持”创新链，让资源、资金、人
才、信息等创新要素在当地高效转
化。事实证明，哪里的创新生态系
统更活跃，创新资源就会流向哪
里！

第四条路径是投资国际“登
山”俱乐部，借助“一带一路”东
风，分享国际创新收益。近年来，
均胜、博威等一批企业勇敢走出
去，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整合
配置全球的创新要素，如设立海外
研发机构、技术并购等取得了飞速
发展。在走出去的同时坚持引进
来，通过产业招商与科技招
商联动，也是科技创新的捷
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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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问 宁波如何立新改旧？
——科技争投赋能宁波未来的路径选择

未来 5年至 10
年，决定一个城市竞
争力的关键指标，很
可能不再是港口吞吐
量、机场客运量、本
外币存款额、GDP这
些体现规模效应的大
数据，而是一个听上
去有点陌生的小数据
——R&D （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

专家指出，宁波
R&D常年处于较低水
平，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是产业结构不优，
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
于起步发展阶段。去
年，宁波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增加值占规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
26.7% ，与 苏 州 的
50.8%差距甚大。

如果把科技创新
3.0比作登山的话，那
么此次要攀的山峰在
云雾之中，也就是创新
的方向是未知的，如同
进入了“无人区”。山
上没有现成的道路，
攀登要靠自己开路，
而且，这次比赛“只
有冠军，没有亚军”。

本报记者 易鹤

声音

今年初，浙江省的一项改革举
措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浙江省政府
发布《关于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
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到 2020 年
全省所有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以及产业集聚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高新区、小微园区、特色小
镇纳入“亩产效益”综合评价。

“亩产”本是农业术语，指的是
农产品的产量、种植业的效益。浙江
省把这个术语引进到工业和整个经
济评价中来，作为评价 GDP、工业
增加值、税收、劳动生产率、污染等
的指标，有其独具特色之处。

作为一项对经济发展评价的改
革举措，“亩均论英雄”既强调总产
量，更强调单位产出，其本质是以最
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产
出效益，追求的是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国
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
提升，加快形成质量高、效率优、创
新强、体制活、协调性好的现代化经
济体系。

“亩均论英雄”，意味着对地方
领导干部的考核不再是简单地以
GDP 规模、经济增长速度论英雄，
而是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亩均论英雄”弱化的是速度情结，
强化的是质量关切。这就要求企业
在投资经营时，要算土地征用的“买
卖账”“补偿账”，更要算工业用地的
亩均“产出账”，不断提高土地利用
率和产出率，改变“摊大饼”式的粗
放增长方式，并切实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集约发展。

（据《经济日报》）

“亩均论英雄”
直观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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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质量发展

八问宁波怎么干②
四条创新路径

◆ 组 建 专 业“ 登 山
队”，实施重大研发计划，
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形成重大标志性成果，催
生新兴产业或引领产业升
级。

◆建设高水平的产业
技术研究机构，建设“登
山”训练学校和训练基地。

◆按照创新生态理论
重建一个创新生态，让各
类创新主体在生态中试
错。

◆投资国际“登山俱
乐部”，借助"一带一路"东
风，分享国际创新收益。

宁波华辰机械公司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型流浆箱唇口平整度检测。 （徐能 摄）

江丰电子的超高纯度金属材料及溅射靶材制备技术全球领先。
（俞永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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