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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城市的创新资源禀赋和
功能定位，决定了构建新质生产
力的不同侧重点。

从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
出发，打造与宁波城市功能定位相
匹配的新质生产力体系。挖掘城
市资源禀赋和竞争优势，针对城市
创新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取长
补短。对城市教育资源、科技资
源、人才资源“三位一体”协同，畅
通“政产学研金服”创新通道，政
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金融机
构、服务机构等多方主体协作。

宁波民营经济发达，更要发
挥企业作为创新链和产业链结合
点的黏合作用。企业贯通起科技
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的链
条，能在全链条创新中发挥更大
作用，吸引凝聚更多人才，共同创
造市场价值，加快培育发展构建
新质生产力，推进创新型城市建
设。 记者 陈旭钦

宁波如何加快构建
新质生产力

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历史性交
汇，科技创新熠熠生辉，产业创新迭代风起，形成数
智化动能澎湃的新质生产力“焕新”图景。全国各地
向构建新质生产力奋进的过程中，宁波有哪些优势，
面临哪些挑战？

当前，宁波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城市
创新发展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加快培育发展构建新质生产力，因
地制宜优化创新政策和创新生态，
积极抢抓创新资源，可推动经济由
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作为民营经济和制造业发达
的沿海开放城市，宁波拥有深厚的
工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链，这为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地处长三角经济圈，区位优势
明显，交通便利，对外交流频繁，有
利于吸引人才和资本。

近年来，宁波在创新平台、创
新企业、创新人才等方面量质齐
升，动能澎湃。截至去年底，宁波
拥有省部级以上实验室47家，打
造甬江科创区“科创策源中心”。
同时，形成一支庞大的科技型企业
成长梯队——基石是2.3万家省级
及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骨干是
7014家高新技术企业，龙头是48
家省科技“小巨人”企业和15家省
科技领军企业。

但挑战也同样存在。宁波在
前沿学科布局、创新能力等方面，
与深圳、杭州、苏州、南京、合肥、武
汉等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宁波应发挥自身优势，首
先需要深化完善全过程创新生
态链，一体推进基础研究、技术
突破、场景应用、业态创新、标
准建设。其次，应以未来材料、
未来空间、未来能源、未来健
康、未来智能为核心，培育现代
产业集群，加快形成“第二增长
曲线”。同时，还应加强与国内
外先进城市的合作，引进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本地产
业的竞争力。

实现“第二增长曲线”，需
要在多个层面进行努力。首
先，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特别是
在前沿技术领域，如大信息、大
健康、大智造、大环保、大空天
等。其次，优化产业结构，发展
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再次，
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构建
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第
三，完善政策环境，为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
持。

宁波在培育发展构建新质
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前瞻性
谋划和启动一批大产业、大项
目、大平台。

宁波沿海岸线和海岛，地
处北纬30度附近，在象山建设
商业航天发射场，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而且，《浙江省重大
建设项目“十四五”规划》中也
明确表示，要重点推进宁波国
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项目。对
此，宁波需要抓住这一千载难

逢的机会。同时，通过建设航
天发射场，前瞻布局千亿级的
空天信息产业。

近年来，“东数西算”很热门，
而宁波的地理位置已决定了在该
领域没有区位优势。但是，宁波
地处东海之畔，海底温度较低，海
上风力发电资源丰富，可以前瞻
布局“地数海算”。比如，在相对
风平浪静的象山港海底，部署构
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一体
化的新型算力网络体系。

宁波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
新和人才培养。在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加强顶层
设计，明确新质生产力主体的认定
和奖励性政策；需要加强政策引
导，通过税收、信贷、财政资金等倾
斜性支持政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
展；需要出台专项政策，加快建立
新技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同时，应继续大力培育提升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支队伍”，
即拔尖创新科技领军人才队伍、
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队伍和高
素质复合型后备人才队伍。

需要出台更多支持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政策，探索新的资源创新
和配置机制，加大对新科技、新产
业、新业态的投入和政策支持等。
推动从“宁波制造”向“宁波智造”
转变，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机遇与挑战同样存在

加快形成“第二增长曲线”

前瞻布局“上天下海”产业

力争培育“三支队伍”

挖掘城市资源禀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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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工行宁波市分行以“工
银科创 创享未来”为主题，举办科技金
融中心成立揭牌仪式。

仪式上，工行宁波市分行负责人表
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科技金融列为

“五篇大文章”之首，工行宁波市分行将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大机遇，牢牢把握科技强国、金融强国
前进方向，满足科创企业金融服务需
求，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此次设立科技金融中心，标志着该
行在促进金融服务与科技创新深度融
合的道路上坚实地迈出了重要一步。
工行宁波市分行科技金融中心将整体
构建“科创金融委员会+分行科技金融

中心+科技支行+重点支行”的科技金
融组织架构，有效推动科创金融服务的
顶层设计和资源统筹，为科创企业提供
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截至今年9月末，该行累计为超过
5000家的科创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
务，三年累计投放科创贷款超千亿元。
未来三年，该行科技金融中心计划投放
科创贷款1500亿元。

工行宁波市分行科技金融中心将
在加大科技创新领域信贷总量支持的
基础上优化相关评价模型，创新科创信
贷产品，围绕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进
一步细化授信要求，推出知识产权质押
贷款、科股贷、专精特新经营贷、基投贷

等特色产品，加强配套资源支持，持续
推动科技金融提质扩面。

近日，宁波工融新动能股权投资基
金的首个股权投资项目成功落地。该
项目是工行与宁波市在AIC股权投资
基金合作方面的先行先试，由工银投资
联合宁波通商基金设立，是宁波地区首
只政银合作模式的科创股权基金。工
行宁波市分行将贯彻落实AIC股权投
资扩大试点相关政策，持续为科创企业
提供投资服务。

工行宁波市分行科技金融中心将
积极探索与股权估值机构、产业基金开
展合作，在科技金融投贷联动方面寻找
机会，推动“投贷联动”一体信贷服务模

式升级，进一步探索投贷联动产品应用
于宁波市场，充分运用“股贷债保”多元
化服务手段，为科创企业提供形式更加
灵活、渠道更加畅通、手续更加便捷的
投融资支持。

同时，该行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赋
能科技金融工作，利用大数据技术、人
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积极探索科技金
融新路径，推动信贷产品的智能化和数
字化，为加速推进宁波新质生产力发
展、现代化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宁波市科技局、工行总行相关部门
和子公司、相关科技型企业代表参加本
次活动。

通讯员 徐文蕾

工行宁波市分行:打造科技金融中心
助力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