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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甬江科创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类别标记：A

甬江科创办函〔2024〕3 号

宁波市甬江科创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014 号建议的答复函

陈军浩代表：

首先，感谢您对宁波甬江科创区建设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您

在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提升甬江科创区

在宁波都市核心区战略地位的建议》收悉。建议由我办主办，市

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科技局、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协

办。我办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并综合协办单位意见，现将办

理意见答复如下：

宁波甬江科创区是宁波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主平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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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是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的动力源和风景画，是打造一流

城市、跻身第一方阵、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的先手棋和突

破口。市甬江科创办自成立以来，紧紧围绕省委要求、市委部署，

以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指示精神，按照《宁波甬江科创

区规划》《关于甬江科创区打造世界一流科创策源中心若干政策

意见》《宁波甬江科创区 2023 年度工作要点》等目标任务，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成效明显。

一是高能级平台集聚效应逐步形成。甬江科创区以 2%的面

积集聚了全市 43%的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35%的高等院校、

近 1/3 的产业技术研究院、约 1/3 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和省级企

业研究院。

二是高水平服务设施体系加速构建。推动形成以甬江为轴心

的科教设施、城市运行和公共服务体系，医疗、教育、商业等城

市配套不断完善，已集聚全市 31%的市级人才、41%的省级人才、

43%的国家级人才。

三是高效互联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推进。坚持“片区开发建设”

和“基础与服务设施先行”，按照以甬江为主轴的创新带要求，

打造合理布局、模式多元、衔接立体的综合交通网络，已建成过

江桥梁和通道 5 座、快速路 23.7 公里、骨干路网约 136 公里。

2024年是宁波甬江科创区创新实干奋进年。甬江科创区将

锚定“世界一流科创策源中心”的目标定位，优化“一区四港多

组团”空间布局，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



— 3 —

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宁波在“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

征程中彰显样板担当发挥科技创新主阵地作用。

一、强化区域发展统筹规划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邀请中国科学院战略咨询研究院、市发

展规划研究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智库团队，以“物理有边、

创新无界”的发展理念，启动发展规划、三年行动方案的研究和

编制工作。

二是深化空间布局研究。会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等部门，做

好区内详细规划覆盖与更新、重点地段规划深化研究、土地要素

保障支撑等工作，推进科创、产业、空间联动发展。

三是加快未来产业培育。重点突出前沿新材料、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海洋科技等细分赛道，布局未来技术研究院、未来产

业场景创新促进中心等创新载体。

二、强化功能布局融合联动

一是加强高端创新平台打造。加强甬江科创区策源能力建设，

争取更多高能级平台落户，加快甬江实验室发展，支持海洋材料、

环保等领域争创全国重点实验室，壮大省级重点实验室队伍。加

快宁波数字孪生研究院等建设，谋划布局深海材料服役模拟等大

科学装置。

二是推动研发创新能力提升。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

新发展联合基金，体系化推进探索性和应用性基础研究，推动甬

江科创区成为全市基础研究高地。实施“科创甬江 2035”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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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计划，前瞻部署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强化创新联合体建

设。在甬江科创区内探索实施一批重大应用示范项目。

三、强化空间板块高效互联

一是加快打造合理布局、模式多元、衔接立体的综合交通网

络。加强甬江科创区与各区域组团的快速交通联系，重点建设明

海大道、坝头路西延、海江大道（原名下白沙路、清水浦路）、

逸夫路、金江路、甬江大道、清泉路、兴海南路、小浃江路等道

路项目，加快推进鄞州大道-福庆路（东钱湖段）二期工程建设，

深化环城南路东延工程、富春江路快速路、东海大道（暂名）、

通途路东延等项目前期。加快推进兴海路（甬江实验室区域段）

下穿隧道研究方案，根据财政保障力度及两岸开发情况，适时启

动过江通道建设。

二是加快调整港口码头布局。推进甬江两岸岸线，特别是城

市生产生活物资配送码头岸线进行全面梳理和规划，开展甬江沿

线系统性景观和岸线利用研究，全力谋划新形势下与甬江科创区

等相关规划相协调适应的，并兼顾城市物资保供运输重要功能的

甬江港区调整方案。针对“城进港退”的发展趋势，强化科学引

导港口企业主动改造搬迁，推动港口功能结构调整与优化，有序

推进老港区城市化进程。联合属地政府合力推进港口岸线清理整

治，推动核心区域货运码头“去功能化”，促进甬江水域环境的

整体提升。

三是加快推动危化管廊迁改工作。沿海公共管廊是推进甬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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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核心区开发建设、整合优化城市空间、释放两侧低效用地的

保障。联合市工作专班，会同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等部

门，进一步深化甬江科创区地下管廊研究，加快建设沿海公共管

廊，有序推动现状管廊迁建至沿海公共管廊。

四、强化公服设施配套建设

一是加快构建甬江科创区公共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成镇海

中学甬江校区，谋划新建国际学校。加快建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宁波院区，提升国际医疗服务示范单位发展水平。布

局建设体育综合体，谋划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音乐厅等文化

艺术交流设施。

二是塑造山水人文相融城市风貌。加强城市空间规划和管控，

构建“错落有致、疏密有度、高低起伏、层次分明”的城市天际

线和空间界面，谋划建设小浃江郊野公园、文胜湖公园等一批特

色公园，打造以“活力蓝带”和“生态绿谷”为核心的“十字形”蓝绿

交织生态廊道，形成连江通海望山的景观视廊体系。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

宁波甬江科创区建设。

宁波市甬江科创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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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魏  巍；联系电话：13884450089）

宁波市甬江科创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