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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打造“互联网+”和生命健康两大创新高地 

我省出台“科技新政 50 条” 

12 月 10 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介绍近日省政

府印发《关于全面加快科技创新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2018〕43 号）有关情况，即“科技新政 50 条”（下

称“科技新政”）。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科技新政”由总体要求、政策举措

和保障措施三部分组成。其中，在政策举措部分，从 6 个方面提

出了 50 条政策举措，针对性强、创新性强、操作性强，将成为全

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50 条政策举措中，我省首先提出或独有的政策共 26 条，比

如，积极推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设立数字经济联合基金；

率先启动数字经济、生命健康两个重大科技专项；加快推进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科技创新中心和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建设等，重

在发挥我省优势，补齐我省创新短板。 

定方向 

全力建设创新型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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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常规的力度建设创新型省份，是我省的发展方向。未来，

我省创新强省建设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主方向在哪？ 

“我省科技创新工作总目标可以概括为‘一强三高’， 即以

创新强省为工作导向，以高新企业、高新技术、高新平台为重点，

加快打造‘互联网+’和生命健康两大科技创新高地。”省科技厅

厅长高鹰忠表示。 

在体现创新强省的标志性成果方面，“科技新政”明确，力

争通过 5 年的努力，建成 10 个左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能级创新

平台，取得 100 项左右国际先进的标志性科技成果，培育 100 家

左右具有核心技术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为了实现目标，“科技新政”提出了相应的投入保障，5 年

内省财政安排 600 亿元左右，市县财政联动投入 600 亿元左右，

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金投入 2900 亿元左右，带动全社会研发

投入 9000 亿元左右。 

强重点 

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一段时间以来，基础研究是制约浙江科技创新发展的短板。

为补齐短板，“科技新政”提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聚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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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需求，实施 5 个以上重大基础研究专项。“在人工智能、精

准医疗、先进制造等方向实现原创成果重大突破。”高鹰忠表示。 

“科技新政”明确，紧扣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的技术需求，实施 15 个以上重大科技专项，将率先启动数字经济、

生命健康两个重大科技专项。省财政 5 年投入省级重大科技专项

60 亿元以上，市县财政联动投入 200 亿元以上，带动全社会研发

投入 1000 亿元以上。 

在聚焦高端创新资源集聚方面，“科技新政”明确，推进之

江实验室建设，积极争创国家实验室，2018 年至 2022 年省财政

安排 100 亿元支持之江实验室建设（含购建大科学装置）。同时

要提升重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引进和培育高端创新载体。 

此外，在区域协同创新方面，“科技新政”提出了“三廊两

区一带”的区域协同创新布局，即高水平建设两个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加快三条科创大走廊建设、推进市县乡村创新发展。 

抓主体 

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 

“科技新政”明确，大力推进科技企业“双倍增”行动。重

点支持 100 家骨干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创新型领军企业。推动规模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5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