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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精准聚焦“科创+产业” 

  日前，嘉兴市出台科技新政“双响炮”——《关于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 加快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

动计划》）、《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全面提升企业科技创新效能，提高全市新型研发机构

建设质效，聚力增强全社会科创动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企业科技创新打开新局面。柔性可穿戴传感器、大黄鱼组织仿

真鱼排、可穿透毫米雷达波的智能汽车外饰件零部件……这些都是诞

生在嘉兴土地上的“黑科技”。《行动计划》明确，嘉兴三年内将实

施科技企业扩面增量行动、提质增效行动、研发提升行动和资源整合

行动等四大行动，全面系统提升全市企业科技创新效能。企业自发重

视科技创新，“内生动力”成为嘉兴持续提升科研效能的不竭源泉。

“扩面”——落地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一批成长型科技企业、

打造一批领航型龙头企业，让更多的企业树立科技创新的理念，夯实

科技创新的基石。“提质”——提高全市规上制造业企业研发活动覆

盖，推动卫星化学、兰钧新能源、福莱特玻璃等龙头企业建立总部型

研发中心，放大示范科研平台头雁作用等。实施“满天星计划”，提

能升级嘉兴科技大市场，进一步强化科技成果供给能力。“增效”—

—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市“一盘棋”格局，建立覆盖领军企业、

中小企业的分层分类科技计划项目支撑体系；提升科技企业在科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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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形成、组织和资金配置等方面参与度；健全“企业出题、协同攻关、

政府补助”产学研深度合作机制，支持科技领军企业、链主企业牵头，

协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实施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 

  发挥好新型研发机构科研优势。围绕新型研发机构怎么布局、怎

么管理、怎么发展、怎么评价，《意见》提出了统筹布局建设、优化

治理模式、激发人才活力、提升创新水平等六大具体举措。数字经济

是嘉善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特别是在集成电路领域，通过一批“链

主型”企业的带动，形成了百家集成电路企业上下游协作集聚集群发

展的良好态势，涵盖芯片设计、装备制造、晶圆制造、封装检测等产

业链关键环节。嘉兴已有纳入培育库的新型研发机构 57家，其中市

级及以上新型研发机构 23 家，为全市科技创新带来了蓬勃动力。 

  《意见》提出，到 2028 年，全市累计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60 家，

其中省级 12家、市级 25家，形成“省级—市级—县（市、区）级”

新型研发机构梯度培育体系，机构数量、质量、效益同步提升；累计

引进一流创新人才和团队 50 名（个），集聚科研人员 5000 名，在重

点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转化

一批重大科研成果。 

科技新政“双响炮”将目光精准聚焦“科创+产业”，不仅为新

兴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提供支撑，进一步加速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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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从“书架”走上“货架”，更为嘉兴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建设

创新型城市增添助力。 

安徽省安庆市多措并举推动成果转化 

需求引导产学研对接。瞄准企业技术需求，实施产学研供需对接。

2023年以来，安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带队赴上海、南

京开展政产学研对接会，累计组织 30余家企业参加对接活动，促成

签约项目 9 个。常态化征集企业技术需求 50 余项，组织举办各类产

学研对接活动 15 场次。搭建校企合作渠道，助力企业研发攻关。安

庆市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研发项目 150 余项，签订技术合同交易额超

1 亿元。 

创新引领产业发展。聚焦科技领域“卡脖子”环节，打赢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的内生动力。组织引导 9

家企业成功立项 2023 年度省级以上科技项目，争取省级以上经费支

持 2030 万元。推进企业在汽车及零部件、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

新能源等领域自主实施科技项目 373项，实施浙江大学安庆未来产业

研究院 2023年度“揭榜挂帅”科技项目 23项，围绕高端装备和汽车

零部件产业，实施安庆合肥工业大学研究院 2023年度“揭榜挂帅”

科技项目 7 个。 

优化科技服务机制。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安徽省科技成果转

化基金安庆一期子基金以股权融资模式，投资 1.31 亿元助推 6 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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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型企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深化“贷投批量联动”试点，已拓展至

安庆市全域，试点银行机构累计对 100 户科创企业发放“贷投批量联

动”贷款余额达 7.7 亿元，其中股权投资 1.47 亿元。持续推进科技

贷企业入库，已入库企业 73 家，发放贷款 49 笔，贷款金额达 1.483

亿元。 

发挥院士人才优势。充分发挥安庆籍院士资源优势，先后举办“安

庆籍院士新年恳谈会”、“院士安徽行”到安庆、长三角院士论坛等

活动，“安庆院士中心”在安庆师范大学菱湖校区挂牌运营。坚持“双

招双引”一号工程和“内搭平台、外联老乡”发展路径，推进实施《关

于加快建设新时代区域性人才强市的实施意见》，促进院士团队科技

成果与企业、投融资机构等市场资源精准对接。引进医学、新能源等

项目 6 个、协议投资额 177亿元。 

湖北宜昌多措并举推进科技创新 

湖北省宜昌市科技创新综合考评连续多年排名前列，宜昌市科技

局围绕建设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打造世界级宜昌，加速建设区域性

科技创新中心，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宜昌市域创新联合体成效显著，

宜都建成首批国家创新型县（市），枝江获建国家创新型县（市），

枝江、当阳获批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秭归获建省级创新型县市。 

安琪、人福等 11 家企业入选湖北省高企百强，“四上”企业培

育力度不断增强。2023 年宜昌市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2756家，同比



 

               《科技情报参考》  选析情报精华  助力科技决策 

 

6 

增长 60.7％；79 家企业入库科创“新物种”企业，宜昌市科创“新

物种”企业达到 137 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1200.2亿元。 

在创新平台布局上，宜昌市依托龙头企业打造重点突出、优势明

显、研发活跃、人才集聚、示范效应突出的研发平台，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平台覆盖率提高到 51.7％。在实验室体系建设上，完善“实验

室＋行业主管部门＋综合管理部门”工作机制，安琪全国重点实验室

围绕农业微生物、合成生物等新技术领域加快组织协同攻关；三峡实

验室年度考核排名位居湖北省前列并获省政府 500 万元奖励；三峡集

团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三峡库区珍稀资源植物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顺利通过建设论证并予以认定。 

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上，宜化集团与三峡大学签订共建“储能现

代产业学院”协议并举行揭牌仪式。宜化集团将在三年内连续投入不

低于 1.3亿元，支持清洁能源、重点是储能领域创新平台建设和技术

研发。华工产业技术研究院、武汉理工大学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心、湖

北数字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揭牌运行。8家企校联合创新中心在省级

备案，宜昌市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总数达 60家。2023年宜昌市新增湖

北省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示范基地 7家，总数达到 18 家，实现涉农县

市区和重点农业产业链全覆盖。宜昌市国家高能级创新平台数量达 7

家，省级创新平台 1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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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阜阳市聚集创新要素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一是引导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2022年度阜阳市全社会研发经

费投入 40.35 亿元，首次突破 40 亿元，同比增长 17.3%、高于安徽

省平均增速 2.75 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1.25%、同比提升 0.13

个百分点。 

二是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完善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有效整合、优

化配置创新平台资源，积极争创省级科技创新平台。2023 年，吉祥

纺织工程先进技术研究院获批组建省产业创新研究院，并入选安徽首

批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贝克制药、天鸿新材料 2 家省级院士工作站

获批备案，新认定省重点实验室 5家、省企业研发中心 34 家，阜阳

市现有省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 300家。 

三是加快创新主体培育。深入实施科技企业“双倍增两清零一提

升”行动，阜阳市高新技术企业达 730家。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 1407

家，同比增长 56.5%，总数居安徽省第 4 位。阜阳欣奕华入选 2023

中国新经济领域独角兽企业，豪家管业成为全面注册制实施后全国首

批、安徽首家直接进入创新层挂牌的企业，云龙粮机获评 2023 年安

徽省科技领军培育企业。 

四是加速创新人才集聚。安徽（阜阳）高等研究院建设正式启动，

21家重点企业的 46个研发项目被纳入首批省高等研究院联合科研与

人才培养项目，首批拟招收硕士研究生 96名、博士研究生 50名。征



 

               《科技情报参考》  选析情报精华  助力科技决策 

 

8 

集双链融合专员 28名，其中 18 人入选安徽省首批双链融合专员，15

名科技创新和管理人才参加科大商学院“千人特训营”培训班。 

浙江绍兴：建设创新策源地 锻造转化“倍增器” 

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积极推动大院名校共建研究院工作，通过

促成研究院与创新企业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以企业出题、研究院解

题模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持续提升研发产

出率、技术转化率、成果落地率，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 

截至目前，绍兴共有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绍兴）、上海大学绍

兴研究院等 35 家共建产业研究院。 

产才融合按下“加速键”。绍兴深化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

江大学、天津大学等一批高校院所合作，签订校地全面合作协议，集

中力量打造高能级标杆性研究院，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如浙江大学

绍兴研究院等 4家研究院获批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申请依托单位。有了高能级科创平台，人才引育工作明显加快。截至

目前，绍兴市研究院共引进全职人才 1435 人，其中 2023年新引进全

职核心研发人员 492 人、高层次人才 43 人。引才育才，产才融合。

绍兴市科技局的数据显示，绍兴立足全市产业需求，开展产业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截至目前，绍兴市的共建研究院主持（参

与）国家级项目 29项，主持（参与）省级项目 79项。科技奖励多点

开花，2023 年获得省级以上科技奖励 34 项，相较 2022年增长 240%。 



 

               《科技情报参考》  选析情报精华  助力科技决策 

 

9 

科研产业化驶上“快车道”。共建产业研究院不仅是高校院所自

身科技成果的策源地，也成了绍兴市打造产学研用“新标杆”、锻造

成果转化“倍增器”的平台，更是企业转型升级、提升新质生产力的

“好帮手”。如上虞颖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绍

兴）联合实验室，已经有效推动了双方多项应用基础研究、科技成果

转化的合作与探索。产学研合作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产量，同时降

低了生产过程中转料的操作难题，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在位于绍兴

市上虞区的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所属的中试创新基地里，不少中

试项目正在进行测试。这里是放大的实验室、缩小的生产线。作为打

通实验室创新成果与技术产业化之间的桥梁，中试是加快推动科技成

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关键环节。基地聚焦战略性新型材料产业方

向，重点对高分子材料、能源和催化材料、功能性复合材料、电子化

学材料等四大新材料生产的工艺、催化剂制备等进行中型试验和工程

放大实验研究，为当地企业提供从实验室到工业化、产业化一站式服

务，打造从科研到产业化的“快车道”。 

湖北鄂州打通科技特派员服务“最后一公里 

为进一步强化科技特派员队伍管理，提升科技特派员服务效能，

鄂州市科技局组织开发了“鄂州科特派”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开通

需求大厅、特派员及工作站信息库、资讯动态、视频专区等栏目，将

群众需求和特派员服务进行网上链接，及时有效解决了科技特派员服



 

               《科技情报参考》  选析情报精华  助力科技决策 

 

10 

务基层群众的难题。目前，鄂州市市级科技特派员达 110 名、区级科

技特派员 283 名，实现 26 个乡镇（街道）全覆盖，服务农村合作组

织（企业）284 家，创办农村合作组织（企业）73 家，开展各类培训

活动 140场次，受训人员达 1.5 万余人次，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90 余

项，实现增收超 8000 万元。 

同时，鄂州市建设省市“星创天地”53 家，为科技特派员提供

“一站式”综合服务，探索“特派员＋基地＋人才”创新创业模式，

激发农村地区经济活力。科技特派员做优了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示范基

地，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组建产学研合作团队 6 个，示范新技术 7

项，示范带动农户 300 余人。鄂州市还全面推进湖北科技特派员工作

站建设，截至目前，已建设 23家工作站，聚焦水产、花卉、林果等

特色产业，开展合作项目 62 项，解决技术难题 79个，促进了农业科

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湖北黄冈：“科创服务专员”赋能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为有效破解黄冈企业“高端人才引进难、科技成果转化难、创新

项目落地难”三大瓶颈，黄冈市科技局启动“科创服务专员”服务企

业行动，精准赋能企业科技创新。 

一是精准选派，打造服务企业“王牌军”。局党组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精心选择 17 名“懂政策、业务精、服务优、作风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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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部担任“科创服务专员”，通过举办培训、开展谈话、认领任务、

包保企业等方式，增强“科创服务专员”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二是明确标准，制定服务企业“作战图”。“科创服务专员”按

照“八个一”标准（即拟订一份研发计划、组建一个创新团队、设立

一笔科研专项经费、出台一份项目立项文件、拟出一份研发需求清单、

指定一名科创服务专员、一月一上报工作进度、形成一批科研成果）

帮助企业挂图作战，全方位精准开展科技创新工作。 

三是持续推进，争创服务企业“新战绩”。深入企业“摸需求”，

走进高校“索成果”，持续开展“专场会”“小分队”等多形式、多

样化对接活动。2023 年，已组织 84 家企业赴 15 所高校开展企校对

接活动 36 场次，邀请专家教授来企业考察对接 28场次，促成产学研

合作项目 42项，建立创新平台 10 个。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272

亿元，居全省第四位。 

南京市建设“两支队伍”搭桥集智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南京市着力打造科技镇长团、“百校对接计划”科技人才专员“两

支队伍”，选派一批优秀干部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开展驻点对接，

做好校地合作的联络员、产才融合的助推员、科技创新的指导员，推

动校地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是“智”汇强链，激活发展“聚变效应”。聚焦产才融合、产

研融合，广泛开展产学研对接。2023年 9 月以来，“两支队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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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走访企业 1400 余家（次），举办高层互访、政策宣讲活动 181 场，

签订合作协议 145份，达成产学研合作金额超 1 亿元，促进校地共建

平台载体 12个，转化科研成果 77 项，落地金额超 3000 万元。 

二是以才引才，打造产才融合格局。“两支队伍”密切联系区域

顶尖专家、高端人才团队，关注南京校友资源、龙头企业和科技资源，

引导高层次人才集聚。累计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团队）123 人（个），

引进国家、省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10 余人来宁工作，邀请顶级专家（团

队）超 50 人（个）到访，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三是创新机制，当好智囊强化服务。首次将科技镇长团和“百校

对接”工作通盘部署，围绕该市创新型产业集群组建了数字经济、智

能制造装备、生物医药等 7个产业团，积极对接市级产业专班，精准

匹配区域产业需求，切实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在产业强链

补链延链上，发挥智库参谋、桥梁纽带、科技服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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