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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高能级单项冠军科创平台

推动宁波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体制机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

深度融合。

作为“单项冠军”之城，宁波已拥有 104家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2023年宁波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 10个项目中，

有 6家单项冠军企业主导或参与；2018—2023年，全市有 20家

本土单位在国家科技奖励中获奖，进入前三承担单位的有 6家，

其中 5家是单项冠军企业；全市 44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中，单项

冠军企业有 32家，占比 72.7%。可以看出，单项冠军企业在我

市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是十分突出的。

单项冠军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潜力股，在宁波高水平

创新型城市建设中要勇挑重担，但在具体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

和问题，亟需重视解决。

一、主要问题

（一）本土优质科创资源供给不足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尚未实现“零”的突破。宁波市目前

仅拥有省实验室 1家（甬江实验室）、全省重点实验室 8家，且

支撑我市单项冠军企业科研的大多不是本土科研院所，如江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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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重庆大学、中淳高科与武汉理工大学、永新光学与浙江大学，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本土科技资源的不足。

（二）高端人才支撑不足

宁波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尤其缺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相比

其他一线城市，宁波城市聚才能级不高，尤其缺乏顶尖级的技术

领军人才。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我市单项冠军企业高层次人

才共 567人，其中领军以上人才只有 118人，难以满足企业创新

发展的需要。 

（三）创新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尚需加强

近年来，我市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创新，如对国家重大科技

项目牵头单位，市级财政按项目获得的国家财政资助经费，以1:1

的标准予以配套支持。但宁波的单项冠军企业大多数还没有能力

牵头承担国家项目，总体企业“获得感”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二、对策建议

（一）充分挖掘单项冠军企业的科技创新潜能、建立创新平

台

实施单项冠军企业“升级工程”，争创全国重点实验室预备

队。宁波部分单项冠军企业已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和落地基础，对

这些有条件的企业，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企业单独成立高能级研发

平台，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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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重点支持企业积极申报省级、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对

获批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给予重金奖励。

建设以单项冠军企业为核心的“1+1+N”泛研究院平台。建

议将我市单项冠军企业按产业进行分类梳理，对还不具备单独成

立高能级研发平台的企业，探索“1+1+N”泛研究院机制，即以

一个单项冠军企业为核心，协同一家本地高校或科研院所，带动

行业相关的 3—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上下游企业，共

同成立产学研用平台，系统推进若干个产业研发端、制造端、应

用端的协同。

（二）探索“制造+科技+人才”多维度合作模式

借势借力加强与香港交流合作。习主席 7月 30日给祖籍宁

波的香港企业家的回信在甬港两地引起极大反响。借主席回信的

东风，宁波和香港的合作将更进一步。建议制定宁波-香港创新

引领行动专项，重点推动香港大学来甬合作办学。

鼓励我市单项冠军企业和大院名校交叉建设产学研用实验

室。着力打造一批“冠军系+高校系”的创新载体，为我市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打好研发、制造和应用技术全链条的人才基

础。

（三）探索新型科技创新平台体制机制

建立单项冠军企业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工作机制，编写《宁

波市单项冠军企业牵头设立高能级科创平台研究报告》；建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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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重点支持新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重大

研发项目前期扶持，并保持长期有效，不缩水、不打折。对不合

格的平台及时整改甚至摘牌，优先支持绩效好的平台申报国家级

平台、国家级项目和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