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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湾区具有较好的创业创新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龙湾经济凭借大众创业创新实现了飞速发

展。然而，近年来受政策优势丧失、要素成本不断上涨、外部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龙湾民营

企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但龙湾企必玫为人先的精神没有变，创业创新精神仍然是龙湾

特色、优势和潜力所在。龙湾区应把握“创时代” 历史机遇，以浙南科技城为主阵地，积极

搭建“创平台”, 培育“创新客”，优化“创环境”，以创业创新实现区域经济的蓄势突围。 

 

搭建“创平台”，强化空间支撑 

创新理念，拔高发展定位档次。一是树立开放理念，打造具有“国际品质”的科创社区。

参照国际一流标准谋划各项建设，提供可以吸引高端科技人才入驻的服务环境、创业平台和政

策机制，将浙南科技城打造成辐射浙南闽北、参与区域竟争、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科技创

新前沿基地之一。二是树立集聚理念，打造“产城融合”发展的新标杆。促进区域内产业功能

与综合服务功能的深度融合、集约共享，形成科研、产业与社区深度融合共享集约的公共平台

，树立产城融合发展的新标杆。三是树立创新理念，打造具有高竞争力的“政策洼地”。创新

土地开发和管理理念，切实解决用地成本过高这一制约温州企业发展的“顽疾”，出台普惠性

税收措施，多措并举打造东部沿海高发达地区的“成本洼地”, 以期政府在科技城内部的低收

益换取大温州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大发展和高收益。 

完善平台，构筑多样支撑载体。一是建设创业创新产业平台。加快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和

加速器，形成踌化器集群，打造创新发展新引擎。利用好国家级高新区科技资源，打造一批具

有高新特色的“众创空间”、“梦想小镇”，引领众创经济发展。二是引进创业创新技术平台

。继续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强化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能力。积极引进大院名校来科技城设立

科技创新平台。鼓励建设多元主体投入、市场化机制运作、服务中小企业的公共技术平台，为

中小企业创新研发提供服务。三是打造科创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个人创客、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科技服务机构、科技创新孵化载体等多方力量，建设集金融创新月浸务中心、技术投资平台

、仄以投资中心、国际资讯交易中心等平台于一体的科创综合服务平台，为科创型企业提供培

育融资服务、科技成果交易、股权投资、信息服务、人才服务等功能，打造辐射浙南闽北的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综合月浸务支撑平台。 

优化配套，建立多元服务体系。浙南科技城要根据产城融合发展的理念要求，统筹居住、

工作、游憩、交通等功能，形成规模适宜的产城一体化布局格局。一是大力建设人才保障房。

规划建设一批人才公寓，切实解决高层次人才的住房问题。统筹各类人才专项住房资源，采取

“租售并举”、实物和货币补贴相结合的办法，多渠道多途径解决各类人才住房问题，构建从

高端人才到大学生的住房保障体系。二是完善生活性服务配套。以创新人才、创业人才、创意

人才为服务对象，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启动实施一批功能性项目，形成等级分明、配套完善的

现代化公共设施配套体系，为产城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三是完善生产性服务配套。以产业

平台构建为核心导向，延伸产业链，加快培育高端功能，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集聚发

展金融服务、科技研发、软件与信息服务、现代物流、商务会展等产业。 

 

培育“创新客”，汇聚人才资源 

坚持多措并举，促进各层次人才集聚。要引进、发掘、培养人才并举，构建多元化的人才

体系，推动创业创新。一是倾力“引才”。用足用活温州高新区“人才特区”政策，建立引才

奖励机制，鼓励企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尤其要培养和引进一批能冲击国际国内科技前沿、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一批科技创新能力强、学术水平高、吸引和

集聚人才的创新团队。二是大力“育才”。依托温列」现有普通高校、职业院校等特色资源，

实施技能人才培养工程，全力建设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尽快扭转高技



能人才短缺的局面。三是全力“留才”。敢于突破现有的政策制约，对有需要的高端人才辅以

个性化的跟踪服务，创造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环境留人的良好环境。 

创新扶持模式，为人才创业创新保驾护航。逐步推动人才创业扶持政策的落脚点“从产业

转向人才”、“从人才本身转向人才的项目”，形成“引进人才一培育项目一企业成长一带动

产业”的良性链式效应。一是建立“政府引导资金＋天使资金＋专业风险投资”模式，引导资

本围着人才转。目前，龙湾区政府设立 6 亿元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共同

成立 N 个产业发展子基金，投资于符合国家、省、市及龙湾区（高新区）产业发展导向的项目

领域。此外，要全力打造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创新科技金融产品供给模式，优化投资机构和新

兴产业创客的对接。二是拓安翻识技术与资本结合、转化的渠道。探索建立“知识市场”,快

捷地汇集发布高新技术成果信息、技术转让和需求信息，开展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促进知识产品的交易、购买、交换。大力培育科技中介的发展，借助科技中介为

“创新客”提供专业化的科技增值服务。三是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与运用。支持企业采取知识

产权转让、许可、质押等方式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推动知识产权商品化。鼓励企业采取

科技成果入股、股权奖励、科技成果收益分成、分红权激励和股份期权等股权激励方式，激发

科技人员创新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优化人才环境，努力让各类人才安居乐业。建设浙南科技城，一方面要不断提升产业功能

，另一方面要着力强化生活功能，切实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将该区域打

造生活创业共同体。具体来看，一是要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加快捌个 l 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等项目进度，提升区域整体医疗服务水平。培育优质教育资源，多渠道解决各类人才子

女教育问题。进一步丰富文化设施建设，为人才提供高品质的文化娱乐场所。建设更完善的城

市基础设施，积极发展公共交通，建设购物广场、高档社区等生活配套功能设施，使创业者不

用出区便能满足生活需求。二是积极发展创业服务。建立专业化创业指导体系，大力扶持发展

创业指导志愿团队，建立联系专员制度，定期开展调研服务，积极主动提供咨询、指导  

和服务，提高创业人才能力。三是营造浓厚的创业创新氛围。支持留学归国人员、博士生

、名校校友成立人才俱乐部，开展人才沙龙等活动，营造浓郁的人文氛围，使人才愿意在此创

业、快乐生活。 

 

优化“创环境”，营造发展氛围 

营造更有效率的政务环境。浙南科技城所在的行政区既是全国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

试点地区，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浙南科技城应该借机在审批

准入、服务方式和综合监管等方面继续推出组合拳。比如，审批权限方面，积极推进审批权限

下放，实现经济类、建设类事物“办事不出城”。审批制度改革方面，深化商事登记制改革，

实行企业登记“五证合一”和个体户登记“二证合一”制度。继续优化审批流程，持续深化“

五张清单一张网”改革。管理体制方面，进一步创新浙南科技城财政管理体制、城市管理体制

、重大项目分级分类分层建设管理体制等，依托体制创新，进一步扩大浙南科技城发展的空间

和领域，为创业创新提供更好更大的舞台。 

营造更有活力的产业环境。一是加快园区“腾笼换鸟”。要建立企业清退倒逼机制，全面

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搬迁，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基本上淘汰科技城区域内的落后产能

和污染企业，为高新技术产业腾挪更多发展空间。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重点是推进地方

金融创新，发挥温州地区民间资本雄厚的优势，鼓励更大规模的社会、民间资本参与浙南科技

城建设，以及为初创型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上来。三是加强产业发展要素支撑。土地要素方面，

优先保障浙南科技城区域内各类用地供给；资金要素方面，对符合规定的新投资科研机构、企

业，实行优惠的财税政策，实行定向奖励性补助；人力要素方面，制定成长型大学生创业企业

扶持政策，以更好政策吸引全球各地的创业创新人才。 

营造更有激情的人文环境。文化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维系作用。一方面，

更加注重创业创新文化建设，要大张旗鼓地营造舆论氛围和社会文化氛围，唤起全民创新创业

意识。要大力倡导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宽容失败、追求成功，开放包容、崇尚竟争，富有激

情、力戒浮躁的创新创业文化，推动浙南科技城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构建起创业

创新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以制度保障文化建设源远流长。比如，构建多元化、立体化、全覆

盖的奖励体系，使各类创新型人才都能得到政府的激励。建立起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机制，



为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型创业活动化解部分风险保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