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保驾护航”，让企业竞速抢跑A

搭建“生态圈层”，让创新活力迸发B

打通“最先一公里”，让产业拔节生长C

■专家现场评

在位于海曙望春工业园的寰采星二期工
厂，新落成的洁净机生产车间内，研发人员
正密切关注着高精度金属掩膜版产品的生
产。

“我们二期工厂的首要任务是试产 8.6 代
OLED 所需的高精度金属掩膜版，为下游企
业量产新一代面板提供关键支持。”寰采星联
合创始人、副总经理武斌告诉记者，2023 年
下半年以来，国内多家面板企业宣布投建或
规划 8.6 代 OLED 生产线，积极抢占高世代
OLED 新型显示的蓝海市场。

回望过去，打破海外企业在上一代高精
度金属掩膜版领域的垄断、实现关键技术国
产化量产，寰采星仅用了 3 年。取得这一成
就，离不开海曙区政府对未来产业的“一路
呵护”。

“2019 年，初创团队带着高精尖技术来到
海曙，面临厂房和资金难题。海曙区联动多
部门，找到符合光刻机安装要求的层高 8 米
的厂房，海曙国投更是向我们投资 3000 万元
作为企业启动资金，这样的支持力度前所未
有！”武斌动情地说。

随着企业订单增加，海曙再次创新推出
“定制—租赁—转让”模式，由国资出面建设
二期厂房，再转让给企业，此举使寰采星的

生产效率和产能大幅提升。
2 次创新服务模式、3 轮投资助力、数次

一对一定制化服务⋯⋯海曙用一流的营商环
境浇灌出寰采星的茁壮成长，如今该企业市
场占有率居全国首位、全球第二。

寰采星的例子，是海曙为未来产业“保
驾护航”的一个生动注脚。

打造“翠知创”知识产权赋能中心，打
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
全链条，专利授权周期缩短 3/4，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总额超 46 亿元。

探索“龙头企业+孵化基地+中试量场”
模式，引育优质企业跳出中心城区与乡镇的
空间壁垒，为街区项目提供发展加速器。原
本在翠柏里创新街区办公的未来节拍等企
业，因扩大产能需要，顺利转到藕池工业园
区。

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蓝卓数字科
技所在的甬水桥科创中心，一个“科研+社
交+生活”的一站式生态园区已经呈现。

“园区内图书馆、食堂、健身中心、咖啡
馆等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科研人员可以
足不出户潜心钻研。”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相关负责人林奕专告诉记者，目前甬水桥科
创中心已聚集高科技人才近千人。

一家家初创企业，如何一步步夯实未来
产业发展的基础？海曙的答案是以科创平台
为新兴产业强基造峰。

去年刚刚在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简
称“工研院”） 诞生的浙江未来佰泽科技有
限公司，其自主研发的高级生产计划与排程
系统订单金额已突破 1500 万元。

“没有工研院平台的加持，企业不会有
如此迅猛的发展。”佰泽科技总经理汤玉清
直言。在公司成立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平台
孵化的蓝卓数字科技等产业“头雁”为其搭
建了底层技术架构，平台库中积累的客户成
为其敲开市场大门的资源⋯⋯

汤玉清还算了一笔账：工研院平台人力
资源、后勤等部门的加持，为企业免去了包
括财务、法务、采购等职位在内的多种生产
要素，年节省资金近百万元；通过参加平台
主办的投融资路演活动，一次性收获 20 多
家主流投资机构抛来的“绣球”，大大缩减
时间成本。

热带雨林式的科创生态，在海曙“四平
台一中心”落地之初就扎根生长。

近 4 年来，宁波智能技术研究院累计举
办 15 期科创训练营，招收 696 名学员，覆盖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浙江大学等 251 所国内
外高校。训练营里累计诞生 94 个原创产品及
项目，其中 56 个成功立项孵化。

“目前，在我国超 1.6 万家科技创业孵化机
构中，大多数平台只提供场地和最基础的服
务。”宁波财经学院工商学院副院长、智能产
业创新研究所副所长赓金洲认为，海曙打造的
科创生态圈式的平台服务，是吸引企业落户的
底气所在。

上个月，博士研究生徐晨团队联合宁波芯
然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基于静脉特征的多模
态识别技术研发与应用”，斩获中国国际大学
生创新大赛金奖，并在核电军工、金融支付等
领域开始应用。

“海曙是一片创新创业的热土，很感谢工
研 院 平 台 企 业 芯 然 科 技 提 供 的 技 术 孵 化 服
务。”徐晨说，大学生因为要顾及学业，创业
历程就显得更加困难，多亏了海曙构建的科创
生态圈。

海曙区科技局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区累计
创建各级创新平台 42 个，其中国家级 5 个；承
担重大关键技术攻关等国家级项目 23 个；孵
化科技型企业 62 家，其中 7 家企业已获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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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盈地转身，用灵活的双手从货架上取
下一盒草莓交到顾客手中，浙江人形机器人
创新中心自主研发的“领航者 2 号 NAVIAI”
人形机器人，在让大家惊叹之余，也激发了
对其走进千家万户的无限遐想。

事实上，人形机器人的“星星之火”，已
率先在宁波的工业企业里燃起。在宁波方太厨
具有限公司，人形机器人熟练地进行厨电装配
和分拣工作；在吉利汽车的一家4S店里，人形
机器人当起迎宾人员，引导顾客进店选购⋯⋯

“宁波制造业发达，产业门类齐全，为人
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协同提供了丰富的场
景，也为技术的更新迭代提供了动力。”浙江
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负责人、浙江大学教授
熊蓉说。

去年 12 月份，宁波市政府与浙江大学机
器人实验室熊蓉教授团队联合共建浙江人形
机器人创新中心，并落户海曙。不到一年时
间，该中心已与产业链上游 130 余家企业进
行需求对接，其中宁波占了四分之一以上。

如何培育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增长极？海
曙的做法是，打造科技成果转化新场景，打

通从源头创新到场景应用的“最先一公里”。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广阔舞台，正成为

验证新技术、新模式成熟度的一块“试金
石”。位于翠柏里创新街区的浙江云聚智铱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浙江服装产业
大脑供应链协同互联平台，这个平台能提升
企业生产执行和制造环节效率，帮助上下游
企业优化库存和生产。

“目前，宁波已有200多家中小企业引进这
套系统，企业平均产出增长幅度超过10%。”云
聚智铱总经理方波说，海曙区拥有2200多家纺
织服装企业，“落户海曙，我们看中的就是传统
服装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市场前景。”

旺盛的市场需求，不断催生产业链的枝
繁叶茂。如今，传感器、工业机器人、SaaS
服务商等未来产业企业在海曙不断涌现，仅
工研院就集聚软件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
上下游企业 44 家。

拔节生长的速度、人才济济的密度、贴
心服务的温度、创新创业的热度⋯⋯一个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
支撑的“未来海曙”，正阔步向我们走来。

海曙抢跑未来产业新赛道
——宁波12地追“新”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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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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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寰采星科技（宁
波）有限公司宣布，其二期
工厂开始试产8.6代OLED
（有机发光显示器面板）所
需的FMM（高精度金属掩
膜版）产品，在国内同行中
率先实现国产化。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互
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浙江
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自主
设计的“领航者 2号 NA-
VIAI”亮相；蓝卓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的新一代工业操
作系统 supOS6.0，也在
2024中国5G+工业互联网
大会上发布。

……
以未来制造、未来信

息、未来材料等为代表的未
来产业，正为海曙都市产业
焕新注入澎湃动能。近年
来，该区凭借丰富的人才储
备、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及
深厚的制造业底蕴，对未来
产业新赛道开展了前瞻布
局，逐渐“开花结果”。

从翠柏路经苍松路到
甬水桥路，4公里路段内布
局“四平台一中心”（宁波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上海交通
大学宁波人工智能研究院、
宁波智能技术研究院、宁波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及浙
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汇聚了178家科技企业及
机构。

今年4月，海曙揭榜省
级未来产业（人工智能）先
导区，为全市唯一。

根据今年1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
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
发展的实施意见》，未来产
业是指由前沿技术驱动，当
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
业化初期，具有显著战略
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
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载体，对培育新增
长点、开辟新兴赛道、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海曙将抓住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继续做大做强未来产业。”
海曙区有关负责人说。

海曙区是宁波核心城区，
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面临着
资 源 要 素 缺 乏 、 发 展 空 间 受
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成
长的烦恼”。但海曙找准未来产
业赛道，让科技回归都市，展
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海曙区
的产业转型之路，也是宁波经
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缩影，其
破局立新、发力未来产业的思
路和实践值得点赞。

一是提供企业成长所需要
的生态和服务。海曙充分利用
地 理 位 置 优 势 ， 以 流 量 换 空
间，建设“热带雨林式”生态
创新街区与科创生态圈，积极
建立协同共生的人才、产业、
政 策 等 维 度 的 全 周 期 服 务 机
制。努力打造人流、物流、资
金 流 、 信 息 流 汇 集 的 “ 全 流
量”高地，尽可能集聚未来产
业发展所需的科创全要素。

二是打造未来产业“场景
创新”品牌。海曙把握科技创
新的新范式，打造“街区+院

所”“创新+孵化”“产业+区
域”等创新场景，让未来产业逐
步落地、发展壮大、引领创新。
同时，结合本区产业基础，构建
企业提升、行业推广、生态培育
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让
传统产业搭上未来产业的顺风
车，也为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构筑
广阔的市场前景。

今年，海曙成为全市首个
省级未来产业 （人工智能） 先
导区，这也意味着海曙“未来
式”的创新实践，将对全市乃
至全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发展未来产业提供强有力的借
鉴意义。

破局立新，让未来照进现实

甬水桥科创中心。 （海曙区全媒体中心供图）

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
发的“领航者 2 号 NAVIAI”人
形机器人。

（海曙区全媒体中心供图）

中心城区、服务业强区、都市文博
区， 这 是 海 曙 的 传 统 画 像 。 但 这 次 调
研，让我们耳目一新：千年罗城，正勃
发着新芽。工业互联网、人形机器人、人
工智能……一个充满未来感的产业已成为
海曙发展新质生产力、竞逐新赛道的“主
阵地”“生力军”。

“热带雨林式的科创生态”，这是在调
研中被反复提及的一个词，也是未来产业
在海曙茁壮成长的密码。

热带雨林需要阳光雨露滋润，正如未来产业需要优质营商
环境和完备政策体系滋养，需要政企同频共振、社会多方携
手，优化顶层设计、创新要素保障、提升配套设施，形成推动
产业发展的合力。

热带雨林拥有多样化的生物群落，正如未来产业由不同能
级的创新主体构建，需要布局大院大所加持助力。产业的整体
发展，有赖于一家家科创企业“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也依
托于平台机构的创新突破。

成熟的创新生态，还需要高端人才为种苗、有效市场为活
水、产业链为能量链……这为各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
新思路、新解法，也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未来已来，一片
未来产业之林正在都市里拔节生长。

（记者 沈天舟）

打造未来产业的“热带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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