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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机

制，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

兴；做好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

路径规划；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

近年来，浙江超常规加大科技投入，体系化布局了一批高能级科创平台，创新策源能力得到了极大

提升。未来，浙江将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创新策源地和国际重要产业创新中心，到

2035年，建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成为展示新型举国体制优越性的“中国创新之窗”。

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提出“健全

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今年

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把“创

建乡村振兴示范省”列为了未来

重点工作之一。浙江“七山一水

两分田”，做好乡村发展、乡村治

理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必

答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针对乡

村振兴的难点问题，全国人大代

表、浙江省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冠巨准备了《关于健全配

套机制，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参与

乡村振兴的建议》。

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浦阳镇的谢家村、径游村、安山

村，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投入 10亿

元建设“谢径安·传化和美乡村”。

按照“政企村农”多主体合力打造

的方式，探索民营企业驱动乡村振

兴新模式：通过各类平台发展好现

代农业产业，打造以种子种苗、花

卉园艺、蔬果粮油等生态高效农

业为特色的乡村；同时在创新共

富联结机制上下功夫，通过盘活

村集体及村民闲置资产，培育新

型经营主体，探索“政企村农”共

建共享的和美乡村。

当前，作为政企合力探索乡

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示范点项目，

浦阳传化未来乡村各项建设工作

正在全面推进：坚持规划先行，组

织专业力量调查研究，制定总体规

划；坚持基础设施先行，通过平整

土地、翻修道路，修缮沟渠等措施，

变荒地为良田的同时还实现了村

民与集体的增收；坚持公共服务提

升先行，优先建设服务村民的“乡村邻里中心”和“乡村

邻里驿站”；着力发展科技农业，浙江省第三个具备生物

育种资质的共享试验基地——新安生物育种试验基地

已经落地浦阳传化未来乡村，开展玉米、大豆的种植。

徐冠巨认为，当前，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还存在

风险分担机制不够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完善，农业

投资回报率整体不够高、波动较大、周期较长等问题。

为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徐冠巨

建议：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参

与乡村振兴。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对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乡

村振兴案例展开研究，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制定出台有

助于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配套政策机制，以此来撬动

社会资本等更多资源共同参与到乡村振兴这项工程当中。

其次，要做好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规

划。通过设计好“村集体经济有收益、村民有受益、企

业有效益”的可持续利益联结分配机制等，增强民营企

业投身乡村振兴的底气。

最后，应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让民营企业参与

乡村振兴更具可持续性。同时，可以借鉴国家对创新

型产业前期实施政策性、补贴性引导的好机制、好做

法，针对乡村振兴出台相关政策，打造可推广、可复制

的典范和标杆。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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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给 出 了

浙 江 未 来 5 年 发 展 的 总 体 要 求 和 目 标 任

务。其中，明确要打造包括智能光伏在内

的 15 个千亿级特色产业群，建设浙江特色

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高

地。

事实上，早在 2016 年，浙江省就在全国

范围内率先提出了光伏“百万屋顶”计划，并

于 2016 年 9 月，由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浙江省百万家庭

屋顶光伏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

浙江光伏装机容量 2539 万千瓦，居全国第

三。近几年，在浙江省政府的大力扶持下，

浙江光伏产业的蓬勃发展，从义乌便可见

一斑。

今年 2 月，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第一批“浙江制造”省

级特色产业集群核心区协同区创建名单。

义乌市智能光伏产业集群上榜。这一名单

的公布，意味着义乌作为浙江围绕“415X”先

进制造业集群遴选的首批“种子选手”已经

就位、整装待发。

2016 年，与浙江推出“百万屋顶”计划

同一年，义乌信息光电高新技术产业园拔

地而起。2017 年 1 月，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在义乌设立子公司后，与义乌信

息光电高新技术产业园签订了年产 8 吉瓦

高效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当年就实

现首期部分项目投产。截至 2022 年底，这

一项目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0 亿元，产能

已达到 25 吉瓦。2022 年，浙江爱旭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成为金华市首家年产值超

200 亿元的企业。

今年 2 月 23 日，浙江金华地区首座柔性

支架光伏电站——义乌市江东污水厂分布

式光伏电站建成投用。该项目设计使用寿

命 25 年，预计可实现年均发电 118.8 万千瓦

时。在以商贸闻名的浙江义乌，智能光伏产

业正越发亮眼。

据了解，义乌按照“引进一个、带来一

批、辐射一片”的思路，相继招引了全球光伏

电池出货量第二的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和全球光伏组件出货量排名前六中

的 4 家企业。凭借行业龙头企业的“磁场效

应”，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0

吉瓦组件辅材配套项目等一批光伏配套项

目纷至沓来。

2022 年，义乌光伏产业实现规上产值

902 亿元，占浙江省光伏产业产值的 30%以

上。当地现已投产的电池片和电池组件产

能 均 达 到 35 吉 瓦 ，占 全 球 市 场 份 额 的 近

20%。

光伏产业尤需科技驱动，义乌将创新平

台建设作为切入点。据义乌市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当地光伏产业现有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11 家，成功创建院士工作站 4 家、博

士后工作站 5 家，柔性引进院士 11 名，集聚

博士以上人才 300多名。

根据此前印发的《浙江省光伏产业高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到 2025

年，浙江力争光伏产业强省、分布式光伏发

电大省地位日益巩固提升，形成以电池片、

组件制造为龙头，集光伏应用产品开发、发

电系统集成以及专用辅料、设备制造等于

一 体 的 产 业 链 体 系 ，光 伏 产 业 产 值 突 破

2500 亿元。

向“光”而行，发展绿色产业

“每公里用车成本降低至 0.3 元以下！”

不久前，由浙江省绿色智能汽车及零部件技

术创新中心最新研制的绿色甲醇制备技术，

应用于本地知名车企的新一代甲醇汽车，大

大降低了该车的用车成本。

过去一年，浙江省精心布局 10大省技术

创新中心，赋予其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转化应用重大创新成果、支撑创新型产业集

群培育发展等主要任务。

2 月中旬，浙江召开“315”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工程动员部署会，提出要具体实施重大

科创平台提能造峰、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

合、战略人才力量集聚提质等六大行动，打

造“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

地升级版。

纵观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

可以用“走改革路、吃开放饭、打创新牌”来

概括。

如何强化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

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科技厅厅长高

鹰忠表示，唯有坚定信心、振奋精神，靶向发

力、精准施策，全力实施“315”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工程，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

技强省，浙江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赛道

上走在前列、再创佳绩。

扩充平台矩阵 加快核心
技术攻关

今年 1 月，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在浙江

省科技厅调研时强调，要在创新深化上下

“怎么也不为过”的功夫，奋力开辟创新驱动

发展新境界。

日前，由浙江省高端化学品技术创新中

心牵头承担的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专项“数

据中心液冷热管理材料研发与应用示范项

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研制出此前长期依赖

进口的数据中心浸没式液冷热管理材料，并

实现批量生产。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省高端化学品技

术创新中心主任任其龙介绍，这一浸没式液

冷热管理材料可以高效解决数据中心散热

的问题。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315”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工程的重点之一。

为此，今年 2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

《浙江省“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实施

方案（2023—2027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提出未来 5 年将实施重大科技项目

2000 个以上，力争制造业项目占比达到 80%

以上；带动企业等社会资本投入超 1000 亿

元，取得硬核科技成果 500项以上。

科技创新是项系统工程，关键核心技术

的突破与科创平台建设、科技人才引育紧密

相关。在 2023年浙江省科技工作会议上，浙

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佟桂莉表示，近年来，

浙江超常规加大科技投入，体系化布局了一

批高能级科创平台，创新策源能力得到了极

大提升。下一步，浙江要在已有基础上，把

工作重心放到发挥已布局平台的作用、加快

产出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上来。

《实施方案》提出，通过重大科创平台

提能造峰行动，未来 5 年浙江争取建成全

国重点实验室 16 家，争创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 2 家以上，建成省级以上产业创新平台

50 个以上，高质量建设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120 家。

提升竞争能级 产业链创
新链深度融合

不久前，2022 年度宁波市重大应用场景

技术攻关拟立项项目完成公示，最终 30 个

项目入选。科技企业可结合当地前期组织

项目申报时开放的智慧港口、智能制造、道

路交通等六大领域应用场景，加速推广技术

成果。

宁波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处负责人表示，

开放应用场景检验技术成熟度，使其获得

“官方认证”，可撬动重大工程对新技术、新

成果的采纳。企业也可从中获得产业化推

广的关键数据和技术标准，为拓展市场奠定

基础。

根据浙江省科技厅的统计数据，2017—

2022年，通过实施两轮科技企业“双倍增”行

动计划，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从 0.9 万家增

加到 3.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从 4万家增加

到 9.8 万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从

42.3%提高到 64%，成为主导产业。

“浙江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排全国第 3

位，规上工业营业收入排全国第 4位，但高技

术产业占规上工业营收的比重却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仅排名第 11 位。”在浙江省实施

“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动员部署会

上，浙江省副省长卢山公布了几组数据，分

析指出全省技术转化程度有待提高，产业还

有很大的创新驱动空间。

未来 5 年，浙江要实施创新链产业链深

度融合行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

合，持续打造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 3.0 版

和“浙江拍”品牌，每年技术交易总额超 2000

亿元；谋划设立省科创基金，支持重大科技

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化。

创 新 生 态 是 浙 江 创 新 发 展 的 关 键 支

撑。浙江省省长王浩作 2023 年浙江省政

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浙江要优化科技创新

生态，支持科技领军企业、行业链主型企

业、高校院所牵头组建省技术创新中心、

省制造业创新中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

度融合。

坚持全域创新 激活各地
内生动力

在浙江，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提升

能级，正加快构建全域创新新格局。

在浙江围绕“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工程部署的六大行动中，全域创新能级跨

越提升行动包含打造科创走廊体系、提升

中心城市创新能级、提升工业大县科创能

力、赋能浙江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 4 项具

体举措。

未来 5 年，浙江将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

廊为主平台，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以杭州

城西、宁波甬江科创大走廊为核心载体争创

杭州—宁波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联动推

进 G60（浙江段）、温州环大罗山、台州湾、绍

兴、浙中等科创走廊区域高质量发展核心区

建设。

聚焦当地山区 26县高质量发展，浙江今

后 5 年还将健全“一县一策”精准支持机制，

深入实施 26 县科技专项，推进“科创飞地+

产业飞地”建设。

打 造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高 端 装 备 、现

代消费与健康、绿色石化与新材料等 4 个

万 亿 级 先 进 产 业 群 ；新 能 源 汽 车 及 零 部

件、智能光伏、智能电气等 15 个千亿级特

色产业群……在 2023 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

告中，浙江围绕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擘画了未来 5 年的工作蓝图，预期基本建成

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浙江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将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创新

策源地和国际重要产业创新中心，目标到

2035 年，建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

省，成为展示新型举国体制优越性的“中国

创新之窗”。

浙江：走“改革路”，打“创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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