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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重镇放飞绿色转型梦
——创新驱动看镇海

镇海，一向以重化工基地而闻名。这里，

有着包括镇海炼化在内的40多家省部属重点企

业。

近年来，人们惊讶地发现，面对日趋激烈

的区域竞争和日趋紧张的环境资源约束，镇海

区在面积仅为24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催生

出一个强大的创新磁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中国金融数字文化城、清

华校友创业创新基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

院和产业园、国际能源应用技术研究院、中科

院大连化物所宁波中心等一个个创新平台，并

集聚起一批在行业内充当着领跑者的高新技术

企业。

创新驱动成为镇海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续航

动力。数据显示，2012年镇海区新增高新技术

企业14家，区属高新技术产业产值321.1亿元，

占区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38.7%。

高新技术企业异军突起，文化产业热力四

射。在全市2012年度文化产业发展工作考核

中，镇海区凭借文化产业项目引进数量和质量

上的绝对优势，位列全市各县(市)区首位。今年

一季度，该区又新引进文化创意企业51家，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5.5%，合计注册资金近2.25

亿元。

凭借着一个个具有高新技术企业孵化、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资源集聚

辐射等功能的平台，文化产业、新材料、新能

源和电子信息等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正蓄势待

发，为镇海区经济升级版注入了崭新的绿意和

活力。

文创产业 承载区域绿色转型梦

被称为“中华文化华尔街”、“长三角数

字硅谷”的中国金融数字文化城，坐落在宁波

镇海新城南区绿核南部地块。项目占地680亩，

计划投资50亿元。项目一期将于近期破土动

工。

“这是中国首个集金融、科技、文化创意

三大板块于一体的高端文化产业基地，也是目

前唯一的整合了金融资源，对科技、文化创意

产业进行深度支持与培育的创新模式。”中国

自控香港金融文化有限公司总裁舒立泽说。

文化创意产业被誉为21世纪的“朝阳产

业”和“黄金产业”。镇海区新一届党委、政

府把文化创意产业列为“一把手”工程。

“经济要持续发展，环境容量的‘红线’

不能突破，面对双重倒逼，创新是‘华山一条

路’，我们只有一往无前，没有退路！”镇海

区委书记薛维海说，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低土

地占用、高附加值、高效益的新兴产业，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是镇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

要，也是促进镇海提高创新能力、建设文化强

区的需要。

对文创产业的扶持，镇海区可谓不遗余

力，接连两年使出了大手笔，去年安排2000万

元专项扶持资金，并成功举办2012甬港文化创

意产业合作论坛。今年，镇海区再次安排4000

万元专项资金，这一扶持资金数额，列全市第

一。

依托国字号的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

镇海区大力实施“文化发展提升战略”，包括

信息服务、动漫游戏、影视传媒、设计服务、

软件产业、艺术品业等文化创意类产业异军突

起，2012年，共引进文化创意企业201家，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34%，合计注册资金4.5亿

元。去年11月15日，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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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意产业园挂牌成立，目前已引进各类文化

创意企业87家，其中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大项

目18个，企业注册资本累计19634万元。

随着优秀文创企业不断入驻，镇海准备构

筑以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为核心的“一核、

两带、多点”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格局。

即：打破区域局限，以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

为核心，与周边镇、街道、园区统筹建设镇海

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与杭州银行展开合作，

引进设立科技银行，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在投

融资方面的扶持；引进“人才金港”等人才服

务机构，提供人才引进、培训、交流、认证等

服务；以中国电信宁波分公司庄市云计算中心

为依托，合作共建大学科技园IDC中心，为引进

的互联网、动漫、软件企业提供有偿的服务器

租赁、托管等业务。今年，镇海区将继续引进

文化创意企业200家，着重产业提升和布局调

整，着力培育一批龙头骨干企业。

平台集聚 凸显创新要素集成效应

最近几天，西安立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忙着为入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产业园做着最

后的准备。这家由李锦峰博士领衔的高科技企

业，是以计算机软件开发、应用为核心的智慧

城市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提供商，两年内预计可

实现产值6000万元。在此之前，浙江云道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博大光通宁波有限公司等6家西

电校友企业已经正式进驻。眼下，跟西安立人

一样等着入驻的企业还有20多家。

吸引众多西电校友企业进军宁波的，是8个

月前在宁波签订的一纸协议。2012年9月，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及其产业集团分别与宁波市人

民政府、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管委会签订协

议，共建西电研究院和产业园。“学校的科研

成果要实现转化，需要资本，需要创业创新的

热土，而对宁波来说，电子信息产业是民企转

型升级的好出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浙江校

友会秘书长金晖说。

“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而政府搭建大平

台为产业输入高科技养分，则是最快捷、最直

接的成果转化途径。”镇海区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说。

从今年2月份开始，国内首家使用全降解

材料制作餐具的宁波家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

始量化生产生物基聚乳酸餐具制品。该项目总

投资3亿元，预计产后年产值可达到50亿元的

规模。这一行业难题的突破，得益于去年6月

该公司与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签署的产业化合作

协定。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落户镇海以来，像家

镇海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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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这样的合作案例比比皆是。纳米事业部与宁

波天衡制药合作的MRI造影材料产业化、高分

子事业部与宁波巨化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的

PVDC薄膜改性技术等，为企业甚至整个产业带

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镇海区提出，到2016年，建立起基本健全

的区域创新体系，形成资源集聚强、创新效率

高、辐射影响宽、创新效益好的创新网络。

利用与高校、科研院所良好的产学研合作

基础，2009年起，镇海成功引进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宁波信息技术研究院、宁波西电产业园、

国际应用能源技术创新研究院等重要创新平

台。同时，加快推进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搭建

企业技术支撑平台，促成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国

家技术转移中心宁波分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

镇海技术转移中心、浙江工业大学镇海技术转

移中心相继落户。

随着多元化专业创新平台的相继引入并建立

完善，一个以平台集聚科技、人才和产业的协

同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正吸引着高端人才、项

目等各种创新元素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为区域

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驱动力。

创新自觉 驱动企业集体转型

这几天，位于镇海经济开发区的宁波红杉

高新板业有限公司内，喜气洋洋：继中标市轨

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项目后，该公司日前又从

参与竞标的多家企业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南

京地铁项目。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区属小企业，缘何能连

夺两个令人眼馋的国内重大项目？

“因为我们拥有目前全球高端建筑装饰

的最佳环保节能产品——烤瓷铝板。”红杉板

业董事长兼总经理蒋芸芳说。先前，红杉板业

主打的铝塑板，由于是同行普遍使用的“大路

货”，一度导致市场萎缩。为此，公司投入

2000万元，从德国引进先进设备，从同济大学

引进专业人才，和国家材料测试中心合作，研

发出系列节能、环保、降温、防火、杀菌等多

功能产品，其中烤瓷铝板能耐受1500℃的高温

炙烤。两大轨道交通项目的中标，便是对红杉

板业创新努力的回馈。

目前，因生产技术指标领先国际水准而多

次参与国家新型装饰材料行业标准制订的红杉

板业，又组建了一个由12位博士组成的研发团

队，专攻可替代硅晶体的太阳能薄膜。对此，

蒋芸芳笑言：“要领先同行，就要做到‘心里

想一个，脑袋装一个，嘴里吃一个’，永远瞄

准行业最前沿。”

总部设在九龙湖镇的宁波康兴电缆有限公

司，则是以生产中国第一条安装在长江南岸、

长约48公里的碳素电缆而蜚声同行。董事长何

亮坦言：“康兴电缆虽然才8岁，但从诞生之日

起就将科技创新作为引领企业发展之本。”短

短4年内，公司已开发出近百项新产品新技术及

27项专利技术，其中1项产品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2项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2012年公司完

成的“特种馈电电缆的研究”项目，不仅使我

国在磁悬浮馈电电缆制造技术方面与国际先进

水平接轨，还制订了该产品的工艺技术标准，

为我国特种馈电电缆制造技术的持续进步奠定

了基础。

“企业兴则科技兴，企业强则国家强，地

区经济转型升级如此，企业走出经济低谷更是

如此。”镇海区委副书记、区长魏祖民说，不

断壮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小巨人”群体，已成

为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目前，镇海区正实施高新企业“100”工

程，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

物医药、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培

植高新产业新亮点，力争到2016年全区高新技

术企业从现有的53家发展到100家，占区属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20%。

转载自2013年5月13日《中国宁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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