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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能否将经济发展从原有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过渡到创

新驱动一一打造创新新动力，是温州能否实现赶超发展的关键。作为市场的主体，企业的科技

研发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竟争力。2014 年，温州市纳入统计的规上工业企业共

有 4894 家，其中有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共 1287 家，同比增长 26.5%；占全部工业

企业数的比例为 263%，比上年提升 38 个百分点。从企业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来看，无论是设

置科研机构情况、研发经费投入情况还是研发人员队伍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科技研发推动优化升级 

温州传统产业如鞋服、皮革、眼镜、制笔等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且不高，产品易被

模仿、复制，容易受市场环境的冲击影响，产业转型升级一直是政府、专家、学者讨论的热点

。温州作为一个地级市，无论从政策支持和资源察赋上看，还是从区位条件上看，都缺乏向资

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升级的条件。在现有产业基础上逐步优化升级，通过科技研发提升

技术密集程度，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温州工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两新一装”产业增长较快，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

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2014 年尉 H 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实现增加值 20856 亿元，同比增长 83%, 高于工业增速 2.1 个百分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态势。高新技术产业则以高新技术为基础，其产业所拥有的关键技术往往开发难度大，但一旦

开发成功，将具有高于一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14 年振洲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331.71 亿元，同比增长 82%。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密集

、劳动密集的特点，是工业发展的基础，2014 年实现增加值 416.15 亿元，同比增长 SD 呢，

发展形势喜人。 

“两化融合”持续深入，劳动生产效率更高。近年来温州市以“机器换人”为工作抓手，

推进两化（即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取得了显著成效。2014 年全市工业投资额 750.88

亿元，居全省第五位，同比增长 24.0%，增速居全省首位；其中以“机器换人”为代表的工业

技改投资 541.84 亿元，同比增长 56.1%。随着“机器换人”的深入，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数逐

年下降，企业不再走过去劳动密集的发展路径，劳动生产效率相比以往也有了较大的提升。2014

年全市工业实现全员劳动生产率达 197 万元人，比上年提升 123 万元人，同比增长 10.5%。 

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发展方式更加集约。企业通过研发新技术、实施新工艺，能减少能源

的消耗。2014 年，温州市规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976.60 亿元，同比增长 62%。但从能源消耗来

看，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7.3%，维持在较高水平，降幅高于全省平均 0.6 个百分点

。工业能能的下降也带动全社会节能降耗。2014 年全市单位 GDP 能耗降幅超过年度节能目标

任务 4.0 个百分点，节能目标完成率保持全省领先水平。对于温州这样资源匣乏的城市来说，

减少发展的能耗，以更环保、更集约的方式发展，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得到提升。持续稳定的科技研发纵，增强了企业的创新，

。力，趾了创新成果｛的高产出。2014 年，全市实现工业新产品产值 991.42 亿元，同比增长

39.9%，增速高居全省第二位；从专利申请来看，全市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 7875 件，同比增长

7.5%，其中代表更高技术含量的发明专利 1106 件，同比增长 3.0%。企业的创新能力推动了市

场竟争力的提升，并带动企业利润的更高转化。2014 年末，全市工业企业拥有注册商标 8110

件，同比增长 173%,, 2014 年，全市规上工业实现利润 24836 亿元，同比增长 132%。年末规

上工业中亏损企业 394 家，亏损面低于全省平均 3.6 个百分点。 

 

 



工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 

五大产业研发投入不足，引领支撑作用偏弱。电气、鞋业、服装、汽摩配、泵阀业作为温

州经济的五大支柱产业，共有 2470 家企业，占全部规上企业数的 50.5%,,但 2014 年五大产业

实现的研发经费投入 17.68 亿元，仅占全部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 29.6%。支柱产业对于科

技研发仍不够重视，没有发挥引领支撑的作用。分产业来看，电气产业中 29.5％的企业有开

展 R&D 活动，共实现 R&D 经费 15.90 亿元，居五大产业之首。汽摩配、泵阀产业分居第二、

第三位，鞋业和月麟沪业远落后于其他三个产业，甚至低于全部规上工业的平均水平。 

产学研合作增长缓慢。产学研合作可以有效借助高校院所的资源，解决中小企业创新能力

不足的问题。在科技统计年报中，委托外单位进行 R&D 活动所支付的经费，其支出和构成可叨

支映产学研合作的情况。当前，温州工业企业的研发活动仍然以独立研究为主，企业与外单位

合作进展缓慢，产学研合作资金投入不足。 2014 年，全市规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外部支出合

计 2.03 亿元，仅比上年增长 4.4%。从构成来看，对境内研究机构支出 1.64 亿元，同比增长

4.1%；对境内高等学校支出 0.23 亿元，同比下降 3.0%。产学研合作增长缓慢，阻碍了企业创

新能力的提升。 

高层次人才缺乏，研发人员素质有待提高。2014 年，规上工业企业中科技活动人员 5.40

万人，其中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 9481 人，占科技活动人员比例从上年的 183％下滑到 17.6%, 

2014 年劳动工资统计年报数据显示，规上工业企业中，高级人才占企业人才总数的比例仅为

53%。高层次人才的缺乏，制约了企业科技创新的进－步突破。从科研机构情况来看，作为企

业研发活动的主要载体，科研机构的从业人员素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2014 年规上工业企业

中科技机构从业人员 32170 人，其中本科以上人员 14749 人，占 45.8%,博士毕业、硕士毕业

人员分别仅占 0.7%和 3.0%。温州工业企业以民营企业居多，对于大学毕业生仍然缺乏足够的

吸引力。 

 

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科技创新在推动工业结构优化、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新常态下实现温州“

赶超发展、再创辉煌”的重要新动力。应加强顶层规划设计、实施精准政策措施，努力推动科

技创新发展迈上新台阶。 

加大制度供给力度，营造创新投入良好氛围。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政府层面的制度创

新，以出台（温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为契机，积极鼓励企帅 fl 强自主创新，发挥企业在

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动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应用；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激发企业创

新活力，对高新技术企业在信贷投放力度、项目用地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现有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引导作用，

积极鼓励企业申报“研究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以优惠政策引导

企业咖大研发投入，让企业切实享受到政策的利好；评选科技创新百强企业，对于研发投入多

、产出效益好的企业进行荣誉表彰和物质奖励，在全市范围内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大财政科技拨款力度，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以政府投入带动社

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服务体系；对于申报并承担国家、省

级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市、县两级财政给予配套资助，对于获得国家、省级认定的企业研发

中心，给予资金奖励。 

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构建科技创新大平台。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加强规划引导，根据

温州重点产业的技术创新需求，充分利用政府资源，组建院地共建研发中心；完善相关政策和

法规，为产学研合作提供制度规范和保障；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方便高校院所推介科研成果、

企业发布技术攻关需求，阳氏台作成本，为产学研合作创造便利的条件。 

发挥企业主导作用。发挥企业在研发合作中的主导作用，鼓励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积

极主动对接国内外高校院所，借力用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发挥企业在成果应用中的主导作

用，将科研: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推动企业“智造”升级。 



发挥高校科研优势。发挥本地高校的近邻优势，本地高校对锡洲的产业发展情况熟悉，参

与产学研合作更加便利；发挥国家大院名校联合研究院的科研优势，参与共断于业创新服务中

自，协助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解决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落实“人才新政十条”，为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引进高端领军人才，构筑人才高地。

放眼全球，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水平、对产业发展有较大影晌的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并给予

国内领先水平的资金补助；创新引才方式，对于急需紧缺人才，不拘泥于人才合作方式，并加

强中介引才、以才引才力度，不断完善引才激励制度。 

培育本地适用人才，形成人才洼地。立足本地，结合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需求，创新校企

合作方式，为企业提供订单式人才培养计划；借助于本地高校和国家大院名校联合研究院，为

各类人才提供进修、深造的平台，不断提升人才的素质。 

优化城市发展环境，打造人才集散地。优化城市环境，深入实施“五化战略”，不断提升

城市品质，将温州打造成生店宜人、信息智能、时尚品味、国际接轨的大都市；优化服务环境

，在人才的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社保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为人才提供优质服务，解决人

才发展的“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