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杭州市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
廊规划日前正式出炉。东起浙江大学紫
金港校区，西至临安青山湖科技城，35公
里、南北跨径 5 至 10 公里的大走廊带上，
分布着 8 所高校、50 多个重点院所以及
30 多个重点研发平台，将呈现“一带、三
城、多镇”的空间格局。

杭州市市长张鸿铭表示，杭州将力
争在 5 年内，在大走廊集聚 30 万创新创
业人才、1000 家高新技术企业、1 万家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使之成为引领全省发
展的“创新极”和全球领先的信息经济科
创中心。

发展新兴产业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杭州是中国
最有可能成为硅谷的城市。”如今，这个
预言越来越接近现实。

硅谷有斯坦福大学，杭州有浙江大
学；硅谷有苹果、英特尔，杭州有阿里巴
巴、网易。有着“天堂硅谷”美誉的杭州，
如何在新一轮创新驱动发展中走在前
列，实现高起点上的新发展？

在杭州城西，一幅“中国新硅谷”的
动人蓝图正徐徐展开。

1 月 15 日，杭州市印发了《关于下达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规划建设重点任务
的通知》，明确了 2016 年城西科创大走
廊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和责任单位。这
也被写入了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和“十
三五”规划。

“要集中力量打造杭州城西科创大
走廊。”按照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的要
求，这条走廊正加速呈现在人们面前。
目前，在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蓄力
发展的基础上，这里已集聚起 3500 余家
企业、2000 余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和近万
名创业者，以信息经济为主的服务业总
产值超千亿元。

8 月 5 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
正式拉开帷幕。2016 至 2020 年，浙江
将每年从省创新强省资金中安排 4.5 亿
元,支持大走廊建设，打造创新创业生态
体系。未来，杭州将主要发展网络、大数
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物联网、集成电
路、数字安防、软件信息等产业，形成超
千亿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同
时，发展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汽
车、新材料、科技服务业等中高端产业。

按照规划，科创大走廊内有浙江大
学、浙江农林大学等一批高校，有未来科
技城、青山湖科技城、梦想小镇、云制造
小镇等创新创业平台，还有香港大学浙
江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研究院等科研
机构。

其核心区的杭州未来科技城，构筑
起“科技城——特色小镇——专业村”梯
次衔接的发展格局，成为浙江唯一的全
国区域“双创”示范基地；梦想小镇持续
升温，成为名副其实的浙江新名片。

2015 年，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

地方生产总值达 579 亿元，占杭州生产
总值的 5.7%，经济总量连续 4 年位居全
省各产业集聚区之首，科研经费、人才数
量等创新发展要素均居全国前列。

聚集高层次人才

科创大走廊集聚了高校、科技城、特
色小镇等创新创业因素。海归、科研人
员、高校学生在这里随处可见，他们创办
企业、研发技术，使杭州城西成为创新创
业热土。

微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近年来成
长于科创大走廊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其自主研发的贴敷式智能胰岛素泵将投
放市场，打破欧美国家在这一领域的
垄断。

微泰医疗器械董事长郑攀是第十批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教授级高工。17
年前，郑攀赴美求学，并在硅谷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从事医疗器械的研发和管理
工作。5 年前，郑攀和同伴毅然回国，在
杭州未来科技城扎根创业。从美国西海
岸到中国东海岸，许多像郑攀这样的创
业者带着“中国梦”回国，也带回了硅谷
独有的创新理念和创业生态。

高校是创新的核心和发动机。位于
美国加州的硅谷和波士顿 128 号公路，
分别有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起着
关键性的支撑作用。而浙江大学正是科
创大走廊最重要的核心支撑。

浙大校长吴朝晖说：“浙大地处科创
大走廊东边起点位置，在网络化的创新
生态系统建设中具有引擎作用。我们会
充分发挥资源汇聚优势，全面激发创新
创业生态系统活力，构建泛浙大科技人
才辐射网络。”

截至 2015 年 11 月，浙江大学有 7 个
学科进入世界前 100 位，4 个学科进入世
界前 50 位，居全国高校第一；2015 年科

研经费达 33.16 亿元，居全国高校第二；
2014 年授权专利数 2080 件，其中发明
专利 1489 件，居全国高校第一。目前，
浙江大学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2 人、中国
工程院院士 17 人、国家“千人计划”学者
69 人。“浙大系”已然成为浙江创新创业
的主力军。

除了浙江大学，在这约 100 平方公
里的空间中，还有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农
林大学，目前在校学生已超过 7 万人，集
聚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

据记者了解，杭州的创业氛围如此
浓 厚 ，很 大 程 度 上 还 因 为 一 个 企 业 。
2014 年 9 月，阿里巴巴的成功上市让杭
州和北京、深圳一并跻身为中国硅谷最
有力的竞争者。

“阿里巴巴也是科创大走廊中的一
员，我们努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
支持科创大走廊成为全球领先的信息经
济科创中心，让阿里巴巴的科技成果、创
新产品在浙江落地开花，助力浙江打造

‘互联网+’世界科创高地。”阿里巴巴集
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说。

正如英特尔在硅谷的龙头作用，阿
里巴巴在科创大走廊发展中也发挥着主
体推动作用。此外，还有杭氧集团、杭叉
集团、西子电梯、南都电源、万马电缆等
一批高新技术企业，都已成为科研成果
产业化的承担和实现主体。

拓宽产学研渠道

这条科创大走廊将高校、企业、科研
院所、众创空间等连点成线，一眼望去，
这就是一条产学研的大走廊。事实上，
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的示范区也正是这条
科创大走廊的目标所在。

在科创大走廊的最西端，青山湖科
技城已经初步建成了新材料、高端装备
制造业、生物医药等产业的科技成果产

业化基地。而在大走廊的东起点，浙大
科技城正在打造大走廊科技研发核心
区，中部的未来科技城已经成为高层次
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三座科技城成为大
走廊带上集聚高端科研资源、打造产城
联动的示范区。与“三城”相配套，梦想
小镇、云制造小镇等特色小镇分布在大
走廊沿线，增强智能制造和产业联动
发展。

张鸿铭表示，将拓宽产学研合作机
制和渠道，大力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创
新资源与产业、企业之间的需求对接，构
建“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化”的产
业链条。

在创业孵化上，科创大走廊对所有
创业者作出了“我负责雨露阳光，你负责
茁壮成长”的允诺。

以梦想小镇为例，入驻小镇的创业项
目可以享受最长 3年的免租办公场地，水
电、物业等费用的60%由小镇支付。这里
还在小镇周边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人
才公寓配套，创业者根据学历每月可享受
300元至500元的住房补贴。

在科研经费方面，科研项目的结余
经费可以由研发团队自主使用，鼓励其
用于后续科研活动，或者以资本金形式
创办科技型企业；在激活人才活力方面，
这里允许一些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到企
业去兼职，科研成果转化可依法获得股
份或者现金报酬；在税收方面，实行高新
企业股权奖励暂免个税政策。

除了政策软环境，浙江在硬件建设
上也不遗余力。未来，科创大走廊将以
铁路枢纽为核心，以道路网、轨道网、地
面公交网为支撑，联动物流基地和片区
客运枢纽的“一核三网多心”综合交通体
系，实现“15 分钟进入高速网、30 分钟到
达杭州主城区中心”的目标。

蓝图已绘就，目标已确立。一个瞄
准信息经济的“中国新硅谷”，正在杭州
城西加速崛起。

杭州力争建成超千亿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科创大走廊，能否让杭州成为“硅谷”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徐燕飞

2016 年是中国纺织工业“十三五”
发展的开局之年。如今，身处全球产业
转移浪潮中的中国纺织业，一方面正积
极借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与周边国
家缔结贸易新网络，另一方面加快向高
精尖技术领域挺进，与欧美、日韩等发
达国家抢占国际市场制高点。

2016 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
造布展览会 （简称 CINTE） 日前举办。
本届展览会云集国内外 26 个国家和地区
各具特色、品质一流的产业用纺织品企
业，不仅展现了“十二五”时期的创新
成果，也展示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
方向。

“中国纺织工业正以五大发展理念为
指引，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为重
点，开始由低端向高端、由粗放向集
约、由体量向质量跨越。‘十二五’期

间，中国产业用纺织品的纤维加工总量
年均增长 10.3%，有力推动了中国纺织
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表示，预计“十三
五”期间，中国产业用纺织品消费需求
增长将保持年均 8%以上。

从发展方向看，未来中国产业用纺
织品行业将着力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纺
织品、环境保护产业用纺织品、健康产
业用纺织品、应急和公共安全产业用纺
织品、“一带一路”配套产业用纺织品及
军民融合相关产业用纺织品六大重点
领域。

在本次展会上，以生产应急和公共

安全产业用纺织品为主营业务的北京时
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产品吸引了众多
业内人士的关注。北京时尚控股副总经
理赵宏晔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本次
参展的特点可以用“高精尖”来概括。
“‘高’主要体现在时尚控股旗下 4 家
高新技术企业参展；‘精’则是以应急产
业 为 主 线 ， 集 成 系 统 展 示 创 新 成 果 ；

‘尖’表现为展示产品是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专利产品。”赵宏晔表示，公司未来
将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实现整体战略
转型。

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北
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今年 7 月更

换名字后，公司确立了“十三五”时期
的发展定位：以时尚、科技、服务新纺
织为特征，努力打造首都服装纺织行业
领先的时尚产业集团。赵宏晔表示，在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方面，北京时尚控股将加强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十三五”期间，公司
将选择 8 至 10 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
行战略合作，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生产和
应用、军民融合等领域的协作创新，不
断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促进科技成果产
业化，提高产业用纺织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展览会上，众多纺织领域专家表
示，纺织企业应当紧密围绕国家重点发
展战略，坚持市场导向，加快产业用纺
织品研发设计，推动科技纺织发展，力
争在国家重点发展战略配套工程建设中
取得突破，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
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创新能力，研
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推动行业
进步，走科技创新的“高精尖”发展
之路。

纺 织 业 转 型 瞄 准 高 精 尖
本报记者 艾 芳

“今天与湖北省化学研究院的对接合作，突破了我
们企业发展中的‘瓶颈’，还解决了产业面临的一大难
题，产生的效益不可估量。”10 月 19 日，在河北邢台市
和清河县共同举办的汽车产业科技对接大会上，新华
集团负责人宋纯帅拿着刚刚与湖北省化学研究院签订
的年产 15万吨 TPEE新材料生产的合同高兴地说。

新华集团是清河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龙头企业。
随着 2017年汽车新型标准的出台，传统的密封条原材
料三元乙丙橡胶已不能满足汽车生产厂家的需求，市
场 需 求 量 急 剧 减 少, 而 新 型 的 密 封 条 原 材 料 ——
TPEE 材料，一直被国外大企业垄断。去年，通过县里
组织的科技对接会，新华集团与湖北省化学研究院达
成技术合作，将研究院自行研发的“改性热塑性弹性体
TPEE”新材料技术成果落地到新华集团。这种新材
料不仅轻量化、无气味、无噪声，还可回收再利用，属节
能保环型产品，完全可替代进口产品，受到了国内外市
场的欢迎。经过两年的应用，不仅使新华集团实现了
由中低端车型向高端汽车配套的跨越，还使他们的汽
配产品走出国门，出口到欧洲。在今年的对接会上，双
方再次合作，签订 15万吨 TPEE新材料生产项目。

“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汽车配件生产基地，其中密
封条产品占全国市场的 20%。这一项目的落地不仅
可满足清河县本地市场需求，还可以向全国各大密封
条生产基地扩散，迅速占领新型密封条市场，让清河成
为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密封条产供销和研发基地。”湖北
省化学研究院院长袁明说。

“科研院校有技术成果，企业有资金但缺技术，如
何实现有效对接？我们采用‘政府搭台、科企唱戏’的
运行模式，整合了国内知名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的科研
资源，破解企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清河县汽摩产业
局局长黄中强说。两年来，清河有 100 余家汽配企业
与科研院校成功对接，引进新技术 200余项，专业人才
200 余人，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300 余例。本次对接会
上，20 余家高等院校发布了 58 项科技成果，清河的
150 家企业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技术对接，签订技术
合作项目 19个。

除了科技对接会，清河县专门成立了省级汽车及
零部件研究院和技术创新联盟，以 18 家大专院校和 6
家科研院所加盟作为技术支撑，各个企业可根据自己
所需向联盟提出申请，联盟为其对接相应院校和科研
单位。这种“对症下药”式的技术对接，使清河汽配企
业充分尝到了科技创新带来的甜头。

在科技的助力下，清河县加快了整个汽配产业的
转型升级。目前，该县生产的操纵钢索、滤清器、车用
密封件等产品市场份额不断提高，并出口到东南亚、中
东、欧洲等“一带一路”沿线的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
出口额达到 3000万美元。

“全球的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正在加速向富有个
性和特色的产业集群区域集聚。这就要求这些区域中
的企业不仅要有较强的单体创新活力，更要具备强劲
的集体创新能力。”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八届启迪创新论
坛上，启迪控股董事长王济武如是说。

在这场以“集群式创新驱动城市发展”为主题的论
坛上，“集群式创新”的话题备受关注。在王济武看来，
集群式创新最大的优势在于创新功能的高度集成，每
个企业从事自己最具核心专长的优势环节的创新活
动，通过创新链集成起来，实现整体创新功能。

王济武表示，在集群式创新中，每一个功能单元与
其他功能单元不是简单线性关联，而是一种复杂的网
络关联。因此，形成的创新链是网络状的，更具灵活
性、可达性，可以随时随机组合、优化创新链，赋予集群
式创新以“自我生长”能力，使整个集群的创新能力不
断提升。

成立于 1994 年的启迪控股正是按照“集群式创
新”的理念，加速打造创新集群。目前，启迪成功构
建起近 150 个以创新基地为载体的创新体系，涵盖环
保、新能源、大健康、数字经济等领域，形成了战略
新兴产业群，同时还有众多科技业务的服务群，如基
地群之间的协同，基地群、产业群和金融群的协同，
以及在它们的基础上共同的协同，产学研一体化的协
同等。

河北清河成立汽配创新联盟——

技术合作也要对症下药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闫秀真

以集群式创新实现资源共享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北京枭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XLOONG 运动智

能眼镜，是国内首款增强现实型（AR）运动智能眼镜，

其软硬件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可用语音和手势进行操

作，广泛应用于军事、工业、医疗、旅游等领域，目前已

正式量产并推向市场。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国内首款AR运动眼镜实现量产
中国纺织工业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为重点，开始由低端向高端、由粗放向集约、由体量

向质量跨越。未来，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将着力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用纺织

品、环境保护产业用纺织品、健康产业用纺织品、应急和公共安全产业用纺织

品、“一带一路”配套产业用纺织品及军民融合相关产业用纺织品六大重点

领域。

位于杭州未来科技城内的梦想小镇。 徐燕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