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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创新体 系建设是加 强地方创新能力的中心工作之一。从分析杭 州经济、科技 、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出发 ， 

着重探讨了杭州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现状、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杭州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6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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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杭州经济 、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现状 

及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国民经济迅速发 

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02年，全市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 1 780亿元，财政总收入 257．14 

亿元 ，主要经济指标连续多年位居全 国省会 

城市前列 。 

自 1988年提出并实施“科教兴市”战略 

以来。杭州在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方 

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1999 

年全 国技术 创新大会 以后 ，面对 日新月异 的 

世界科技革命和国内先进地区高新技术产 

业 加速发 展 的态势 ，杭州 市委 、市政府 加 强 

调查研究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高新技术产业是 

第一增长点”的思想 ，抓好技术创新与体制 

创新相结合、人才队伍建设与创业环境建设 

相结合 、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相 

结合、扶持大公司(大集团)与培育中小科技 

型群体企业相结合的工作 ，建设以“信息港 、 

新药港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杭州高教园区”f简称“两港三 

区”)为重点的“天堂硅谷”。目前，全市科技进 

步的社会意识、政策措施、科技投入 、人才队 

伍建设、舆论氛围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 

创业环境大为改善，科技事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也有较好发展。据浙江省科技进步统计监 

测显示 ．1997-2000年 ，杭州市 的科 技综 合实 

力 翻了一番 ，杭州市 已连续 3次被 评为全 国 

科教兴市(科技进步)先进城市。 

去年以来 。按照十六大提出“有条件的 

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 

求 ，杭州市提出“环境立市”与“工业兴市”双 

管齐下 、城市化与工业化 良性互动 、旅游业 

与工业相得益彰 、高新技术产业与运用高新 

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齐头并 

进 ，率先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 

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 

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对加强科技创 

新及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 

目标，即促进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在工业化 

中发挥倍增和催化作用 ，为构筑 “数字杭 

州”，建设“天堂硅谷”，推进区域经济社会持 

续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杭州 区域创新体 系建设 的基本情 

况 

2．1 区域技术创新资源和能力较强 

杭 州是 浙江省 的省会 ，也是浙 江省技术 

创新的研发、扩散中心，拥有浙江大学、浙江 

工业大学等 30多所高等院校；信息产业部 

五十二研究所、中国水稻研究所等 50多所 

部省属科研机构；几乎所有在浙江工作的 

收稿日期：20034)4-28 

作者简介 ：辏健人，杭州市科技局剐局长；施勇峰 ，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徐长明，杭州市科技局副处长。 

“两院”院士，占全省 90％以上的教授、研究 

员，重点实验室f基地)和重大科技装备都集 

中在杭州 ；全省 80％以上的重大科技成 果在 

杭州完成，50％以上的技术合同登记及交易 

额发生在杭州。根据浙江省统计局 200o年 

开展 R&D调查的数据，在杭的科研机构数 

量(包括企业办科研机构1、科学家和工程师 

数量，以及科技经费支出和 R&D经费支出 

分别占全省的 29％、42％、46％和 47％。2002 

年，杭州市技术市场的合同交易额达 25．8亿 

元，约占全省的 1／2强。这些都充分说 明杭 

州在浙江省区域创新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2．2 企 业正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杭 州市属科研 机构的力量相 对较弱 ，企 

业是杭州技术创新的主体。目前，19家市属 

科研机构中，9家应用类科研机构已全部转 

制为科技型企业。全市 300余家大中型工交 

企业中，约有 80％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企业研 

发机构 ，其 中，建立市级以上高新技术研发 

中心 27家、中试基地 l1家、技术中心 9l 

家、企业博士后工作站 12家。2001年，全市 

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投入 12．06亿元． 

是地方财政科技投入 2．44亿元的5倍，占销 

售收入的 1．71％，占全市社会科技活动总投 

入(包括浙江大学、信息产业部五十二研究所 

等在杭高校、部省科研院所的科技投入1的 

32．1％。由此可见，企业在杭州的技术创新体 

系中居于主要地位。同时，杭州的企业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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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和授权 数量不断上升 ，2002年 ，全市获 

得国家专利授权达 1 545项 ，近 5年年均增 

长达 到 22．6％。 

2．3 产学研合作持 续加强 

为提高杭州科技进步的原始创新能力， 

多年来 ，杭州市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的办 

法．积极推进与国内高校 、科研院所的产学 

研合作。2000年以来，杭州市先后与中国科 

学 院 、浙江 大学 、中 国航天 科技 集 团签订 了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名院、名校 、名城联手举 

办 “杭州科技合作周”，精心组织 “西湖论 

坛”：共同组织实施学校与企业、科研院所与 

企业合作的高新成果转化工程；中国科学院 

来杭建立了杭州华大基因研究发展 中心暨 

中国科学院基因组信息学南方基地，与杭州 

企业合作建立了杭州科技园。杭州市高标准 

建设“大学城 ”。支持浙江 大学在杭建 设浙 江 

大学科技园区。支持在杭省属高校建设浙江 

省大学科技园等。进一步壮大了杭州企业与 

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技术经济合作与交流 

的平台 。 

2．4 技术 中介服务体 系建设初具 规模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杭州的 

技术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正朝着功能多样化、 

服务全程化、运作市场化发展。 

经过近 3年的政策推动、资金投入、人 

才引进等方面的大力扶持 ．杭州科技企业孵 

化器建设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为主 、 

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多形式 、多类型、协作 

联网、信息共享 的发展格局 ，在培育和发展 

民营科技企业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至 2002年，已发展各类孵化器 

16家，面积 16．o9万 m2，在孵企业 554家，转 

化高新技术项 目776个，孵化企业实现销售 

收入 9．57亿多元。 

2002年 ，杭州市建设了具有现代信息技 

术优势的 中国浙江网 上技 术市场 杭州市场 ， 

为科技成果交易构建 了新 的服务平 台。 目 

前，全市上网企业达 5 220家 ，已签约项 目 

338个，签约金额达到 2．84亿元。与此同时， 

中国创业投资协作网、杭州科技信息网等服 

务组织为科技创业提供了信息通道和服务 

载体，全市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科 

技企业已发展至 4 6OO多家 

2．5 技术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 

及传 统产业改造提升 

近年来，杭州以“两港三区”为重点 ，以 

建设 国家 软件(杭 州)产 业化 基地 、国家集 成 

电路设计(杭州)产业化基地 ，实施国家信息 

化试点城市 、制造业信息化示范城市等为抓 

手 ，加强集成 ，组织实施了 100多项高新技 

术 重大产业化项 目和创新 示范项 目，推进 了 

高新技术产业化。目前，经省 、市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已发展到 419家。2002年 ，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高新技术产业销售产 

值 518亿元 ，比上年增长 18．5％，占同口径 

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为 21．7％，高新技术产 

业已成为杭州市经济快速发展新的增长点。 

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杭州 

以建设国家信息化试点城市为契机 ，大力推 

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广泛运用高新技术 

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目 

前 ，已在光机电一体化、计算机实时控制、计 

算 机辅 助设 计 、集 成制 造 系统 、柔性 制造 技 

术等先进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使 

得机械、食品、化工、纺织等传统产业的重点 

企业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不断提高，实现了 

产品的升级换代 ，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赢得 

了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全市每年开发具 

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新产品 300多项 ，创 国 

家 、省 、市 品牌 产品 200多项。2002年 ，完成 

重大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投入 182．08亿元， 

工业经济效益指数达 199．45分。此外，加强 

政府引导，以国家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 、数字 

电视 、智能交通试点城市等为载体 ，以企业 

为主体 ，调集社会各方面力量投资现代信息 

基 础设施 建设 ，积极 推进 “三 网融 合 ”，建设 

“数字杭州”，为实现旅游 、商贸、房地产 、教 

育 、文化以及社会保障领域的现代化、信息 

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与 

传统产业的良性互动发展。 

3 杭州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 

3．1 企业创新能 力不强 。原始性创新较 少 

杭州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为依托 

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是企业经营规模偏小，企业 自主技术 

创新能力薄弱的现象在杭州仍很突出。据市 

知识产权局的统计 ，至今全市只有 850家工 

交企业获得专利授权 ，占全部工业企业的 

1／8；400多家市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 。也有 

相当大比例未曾拥有专利等 自主知识产权； 

33家医药行业重点企业。两年间共申请专利 

77件 。授权 53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1件， 

授权 4件。就以能代表我国医药行业(企业) 

的原 始性 创新能 力的一类新药 的数量来说 ， 

杭州 近年 开发 上市的只有 4个 。企业 自主知 

识 产权 缺乏 、原 始性 创新 能力 不强 ，导致杭 

州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不强。 

3．2 中介科技组 织发展水 平参差不齐、服务 

堕 一 

改革开放 以来 ，杭州 的科 技中介组织 虽 

有较好发展 。但发展与服务存在丽方面的主 

要问题。一是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创业的服 

务机构不全 。虽然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各类 

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发展较好，但是诸如科技 

评估 、技术产权交易 、创业投融资服务等中 

介组织发展滞后 ，难以适应人们普遍高涨的 

创业热情 (特别是国内外高层次人才来杭创 

业1和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的需要。二是 

现有的科技中介机构多数是从政府部门分 

离出来 。或是事业单位改制翻牌而来 ，运作 

方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来行政部门、事业 

单位的思路，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缺乏创新， 

运作机制不活；同时，工作人员素质也不能 

完全适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服务质量较 

低 。 

4 加快杭州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基 

本思路 

4．1 加强调查研 究 。理清发展思路 

杭州市委 、市政府及有关科技主管部 

门，在组织区域科技进步和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建设 区域创新体系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近 2年来，在 

深化体制改革，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 ． 

深化产学研合作、促进企业源头性创新 ，建 

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方 

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总体目标是发挥杭 

州良好的创业环境优势 ，打造具有特色的区 

域创新创业平台。国家科技部下达《关于开 

展区域创新体系研究有关问题的通知》后， 

我局部署开展了专题调研 ，今年又在 2003 

科 技发展计 划中列入软科 学研究 项 目，安排 

专项经费进行深入 、系统研究，进一步理清 

杭州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发展思路、目标 ． 

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 

4,2 集成资源。加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养 

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市场经济 

的逐步完善。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正成为 



拥有市场竞争力的首要因素。为此 ，加大企 

业技术创新研发机构建设 ，提高企业 自主技 

术创新能力已被确定为杭州市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的重大举措。目前 ，市政府正在加大 

资源整合 ，对 由多个渠道 、多种形式的企业 

研发机构建设 进行统一 的指导 和管理 ，加 大 

公共财政对重大科学实验、检测设施建设的 

投入．加大对行业共性 、关键技术研究 、转化 

的支持 ，建设一批优 秀的企业研 发机 构 ，承 

担起企业乃至整个地区和行业的技术创新 

中心的角色。 

4．3 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机构 ，完善创新服务 

体 系 

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机构 ．特别是注重加 

强科技中介机构的能力建设 ，完善创新服务 

体系 ．为中小企业 的发展搭建 坚实 的技 术平 

台。科技中介机构在联结科研与企业，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纽带作 

用。杭州以部署实施“科技中介建设年”为契 

机，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推动相结合 ，大力 

发展科技中介机构。一是结合科技体制改革 

和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要求．推动部分市属 

科研机构、事业单位转制为科技中介机构。 

二是 加大 对科 技企 业孵化 器 的财政 扶持 力 

度．进一步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创办科技企 

业孵化器 ，加快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及高新技 

术产业化。三是完善和落实扶植科技类民办 

非企业单位发展的政策措施，引导社会力量． 

特别是在杭高校、科研机构利用现有的技术 

条件和人才优势兴办各类科技中介机构 ，不 

断增加科技中介服务门类。四是针对科技中 

小企业 的困难和需求 ．搭建 为科技 中小型 企 

业创新创业发展服务的技术平台和信息平 

台。五是建立健全科技中介机构管理制度． 

提高服务水平．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手 

段 ，挖掘人才优势，搞活中介服务，为推进技 

术创新做好服务。 

4．4 积极促进高新区的发展。发挥其在区域 

创 新体 系中的示范作用 

高新区在促进杭州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高 

新 区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中的重要地位和 

突出作用．继续推动以强化技术创新能力为 

核心的高新区“二次创业”。一是要不断创新 

和完善高新区管理体制 ，防止旧体制的复 

归。二是要结合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推 

进高新区创业服务机构的建设 ．完善创业服 

务体系。三是推进高新区进一步提高创新能 

力．增强辐射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 

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5 加强共性技术平 台建设 。突出创新体 系 

的 区域特色 

当前 ．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出现了显著的 

区域化特征．区域经济在地区经济结构战略 

调整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浙江区域经 

济特色鲜明，因此创新体系建设要和区域经 

济的发展相结合 ，突出区域特色。这就要求 

政府要积极推动共性技术平台建设 ．介入共 

性技术研发工作 ．以此为抓手推进具有区域 

特色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一是制定和实 

施共性技术研发的专项，引导企业力量参与 

政府主导的共性技术平台建设。二是通过财 

政投入直接资助共性技术的研发．解决我市 

共性技术研发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三是利 

用我市科技情报研究机构或其授权单位．跟 

踪研究国内外共性技术研究动态 ．结合我市 

科 技和经济发 展的实际 ．调研 和确定 我市共 

性技术研究开发的重点。通过加强共性技术 

平台建设．推进具有鲜明杭州区域经济特色 

的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 

4．6 提升产 学研 合作水平 。增强 区域科技创 

新的原动力 

推进产学研合作是提升和完善 以企业 

为主体的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保证 。为此 ， 

杭州正在做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全面落实杭 

州与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和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推进大中型 

骨干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设技术研 

发机构和博士后工作站 ．联合实施重大科技 

攻关项 目，提高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发挥 

科技型 中小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经营机制 

灵活的优势．支持它们与高校、科研院所合 

作建立数量众多的科研生产联合体，使之成 

为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中坚力量。二是充 

分发挥杭州经济实力雄厚 、人居环境优良、 

创新氛围良好的优势 ，吸引国内外科研机构 

和跨国公司来杭州开设分支机构和研发中 

心 ，积 极 引进填 补本 地空 白的重 大科 技项 

目，提高杭州的科技品位和科研实力 ，也鼓 

励大企业 、大集团走 出去创办各类科研机 

构，努力实现国内、国际科技资源为我所用 ， 

加速杭州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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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 from an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an d future of the economic，S&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n gzhou，this thesis lay an emphasi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 d progr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ve system and existing problems．Also it presents some new ideas on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ve system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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