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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县域产业层次较低、科研力量薄弱的短板，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一

号工程”，2012年成为全省唯一的科技成果转化实验区，2017年成为全省首

批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以健全的县域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推动优质

成果落地转化、孵化。全县技术交易总额逐年增长，2020年达到13亿元。

政府搭载体。推动“星期天工程师”向“研究院经济”迭代升级，与清华大

学、中科院、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24家，

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通用航空、地理信息、人工智能等

多个领域，基本实现了主导产业全覆盖。浙江省涡轮机械与推进系统研究院

入选首批省级新型研发机构。依托研究院成功创建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创

建数量全市县区第一。建立健全研究院运行机制，细化支持研究院发展的若

干政策，引导研究院与企业建立“1+N”联合创新中心，进一步打通县域企业

与研究院之间的对接合作渠道，截至目前，研究院与我县企业共建“1+N”联

合创新中心5家。

市场来推动。在市场前端与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7所高校院所共

建成果转化中心；在市场中端构筑网上技术交易平台；在市场末端引进上海

优质运营商运营科技大市场，培育了一支300余人的技术经纪人队伍，为科

技成果转化提供高效的市场化服务。常态化开展高校院所万里行、技术专家

进企业、科技成果竞价拍卖等活动，近三年累计促成科技合作与产业化项目

351项。

企业当主体。围绕科技企业初创、成长、发展三个阶段，加强源头引

进、初期培育、发展扶持，发展壮大创新“主力军”。开展科技企业“月赛季

考”，深挖潜在对象，强化指导服务，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73家，省级科

技型企业达到1138家，均列全市第一。支持企业自主或联合高校、科研院

所成立高水平研发载体，共培育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4家、省级企业研究院

31家、省级高企研发中心103家和县级企业研发中心261家。

积极搭建创新资源承载的“大平台”、创新要素流动的“大通道”，加

速形成高成长、高技术科技企业、人才项目集聚的“引力场”。

在“平台端”补链提能。围绕产业链布局平台链，制定产业创新服

务综合体建设行动计划，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专业

孵化平台、交流展示平台等，不断集聚各类创新资源，为科技型中小企

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提升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地理信息、通航智

造、生物医药等3个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入选省级创建名单，创建数

量全市第一。地理信息综合体获评2020年度省级综合体绩效评价优

秀，全市唯一。同时，不断健全“众创空间+孵化器+产业园区”的孵化

育成体系，截至目前，全县已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家，国家级

众创空间2家、省级11家、市级31家，国家级星创天地1家、省级3家、

市级7家。

在“政策端”升级加码。发挥政策撬动、放大效应，持续更新出台支

持技术研发、人才引育、科技成果转化、众创孵化等政策文件，2020年出

台科技新政2.0版，资金池扩大到8000万元，形成1000万元的研发投入

补助、2000万元高新技术企业奖励等一批重量级“政策包”，通过高质量

的政策供给提高创新要素集聚度。同时，深化科技金融结合，采取无偿

小额资助、微利周转和偿还性使用三种方式，每年滚动发放种子资金

2000万元，支持科技初创企业创新创业。发挥科技风险补偿基金作用，

用一百万撬动四个亿，2020年帮助16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争取科技信

用贷款4亿元，有效缓解企业融资压力。

在“服务端”提质增效。以数字化改革工作为引领，加快科技政务

服务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企业服务月品牌。在全省率先推行普惠制

创新券制度，创新推出全省首张跨区域使用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

创新（上海）券，推动长三角优质创新资源向德清转化。近年来，提供检

验检测、技术搜索、成果转化等各类创新服务1500多家次。

紧紧抓住技术迭代的新机遇，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科研攻关，助力

县域产业高新化，提升综合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百亿，达

126.8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半壁江山，达

64.2%。

开展“研发经费增投年”行动。制定研发投入后补助政策，对研发投入

总量前十、增幅前十及新纳统的企业分别给予30万元、30万元、10万元的

奖励，对于无研发投入的企业实行科技奖励政策一票否决。结合“三进三

服务”活动开展，深入科技型企业进行一对一指导，采取“精准指导”的服务

方式进一步提高统计质量，做到准确科学、应统尽统。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突破。为解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和化解产

业链断链断供风险，深入企业指导服务，支持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

进口替代，争取国家、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天马轴承牵头承担“面向大数

据的高端轴承状态监测与健康管理技术”入选重点专项，这是首次以企业为

主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实现历史性突破。华立涂装的智能涂装云

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项目入选国家科技部“科技助力经济2020重

点专项”。

引育高层次科技人才。实施“企业提需求、政府给专家”的联合引才

机制，向企业推荐高端科技人才、外国专家，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智力支

撑。2020年，科技人才引育数创历史新高，入选国家和省“引才计划”外

专、国家和省“万人计划”创新创业人才等科技人才各项指标均位列全市

第一。累计入选国家级引才计划外专项目16人、省级引才计划外专项目

28人，入选省海外工程师15人、市海外工程师17人，国家万人计划2人、

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2人、省万人计划6人，省领军型创新团队3家、市

领军型创新团队22家。

以强有力的技术创新带动力以强有力的技术创新带动力
打造县域创新发展打造县域创新发展““新引擎新引擎””

以强有力的成果转化力以强有力的成果转化力
打造产学研合作的打造产学研合作的““新样板新样板””

以强有力的创新要素聚集力以强有力的创新要素聚集力
打造创新创业打造创新创业““新高地新高地””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德清功能拓展区

展望德清科技“十四五”

高新技术企业从2015年的83家

增长到2020年的275家，省级科技

型企业从2015年的239家增长到2020

年的883家，数量均为全市第一。

累计入选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项，首次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1项，实现历史性突破。

累计认定省级企业研究院 31
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

103家，较2015年分别增长26家、
65家，实现翻倍增长。

全县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达3.34%，居全省县域第二，较

2015年提升0.62个百分点。

数说德清科技“十三五”

近年来，县科技局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坚持“小县大科技”战略定位，守初心、担使命，

加速产学研合作“德清模式”迭代升级，推动县域

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华丽转身。连续六

次被评为省科技进步党政领导目标责任制考核优

秀单位，勇夺全省首批、全市首个省级科技最高奖

“科技创新鼎”。先后摘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示范基地”等国字号招牌。成为省首批全面创

新改革联系点、省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等。德

清县位列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第35位，中国县域

科技创新百佳县市第26位，“德清相关区块纳入杭

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规划管理建设”写入省委十四

届七次全会《决定》，德清成为杭州市外唯一的大

走廊组成区块。

德清县获全省首批全市唯一“科技创新鼎”

连续六次被评为省科技进步党政领导目标

责任制考核优秀单位

创新驱动先行创新驱动先行 科技续写科技续写““十四五十四五””辉煌新篇章辉煌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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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探索创新“新时代德清模式”，加快构建高水平创新型县，全面迈入全国县域第一

梯队，奋力成为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副中心和全球创新策源地的重要支撑

区。到2025年，力争实现“六突破、六倍增、六提速”，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标识度。

●全社会R&D经费投入40亿元

●高新技术企业数550家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1800家

●省级以上研发机构200家

●技术交易额25亿元

●PCT国际发明专利申请数140件

●大科学装置建设有突破

●省实验室建设有突破

●企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有突破

●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有突破

●“鲲鹏计划”人才有突破

●国家科学技术奖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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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大提速。力争全社会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4.5%，每万名

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300人年。

●企业创新大提速。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超

2.6%，实现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研发机构、发明专利全覆盖。

●平台建设大提速。新增新型研发机构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3家。

●成果转化大提速。力争成果产业化项目达500项，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

量17件。

●产业转型大提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70%，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50%，数字经济核心增加值占生产

总值比重超10%。

●人才引育大提速。引进顶尖人才及科技领军人才200名以上，集聚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1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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