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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高分子材料行业是我市主导产

业之一。2007 年 12 月，高分子材料

制备与加工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

基地建成。到 2014 年，基地内企业

数达 77 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9 家，

同比增长 1.01%；基地内高分子合成

材料及其制品行业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累计达 18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5.8%。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壮大，基地

的平台作用不可忽视，为政策落地、

人才引进以及区域优势的形成带来

难得的机会与益处。但同时，更离不

开华峰集团等龙头企业的支撑引领，

使我市在高分子领域掌握了一批核

心技术，拥有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

华峰氨纶还在高分子领域的氨纶行

业内对市场发展趋势研究、履行社会

责任、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标准

体系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和创新，推

动了行业协同发展。

亮点>>>>>>
传统产业的发展急需高新技术产

业来改造，瑞安汽车关键零部件省级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应运而生。

该基地始建于 2005 年 10 月，位

于塘下镇瑞安（国际）汽摩配产业基

地。目前已落户基地的企业达 510

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50 家，同比增

长 205%。2014 年，基地内汽摩配行

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07.5 亿元，

同比增长 16%，其中高新技术产品总

产 值 65.25 亿 元 ，占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60%。这释放出一个信号：产业集聚、

技术创新、抱团发展，传统产业也有

“春天”。

同时，基地充分发挥骨干企业的

引领和带动作用，由瑞立集团、胜华

波、温州瑞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年产值亿元以上的骨干企业和其主

导产品组成主核心区，带动周边企业

发展壮大。

案例>>>>>>
走进浙江胜华波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胜华波”）行政楼，第一

眼看见的就是试验中心，也是胜华波

产品技术创新的“摇篮”。

该试验中心主要研发汽车刮水器

等拳头产品，于 2009 年被评为胜华波

汽车刮水器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

发中心，2013 年升级为浙江省胜华波

汽车微电机研究院。去年，该公司申

请国家专利 13 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

有效专利产品实现销售收入近 13 亿

元，使专利成果有效地转化为经济效

益。

胜华波所在的汽摩配产业是我市

传统产业之一，随着汽车行业飞速发

展，坚持创新成为其生生不息的法宝。

试验中心主任左小兵表示，除为

本企业服务外，试验中心还作为瑞安

市共性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经常为周

边兄弟企业、合作企业提供产品技术

检测委托和技术咨询服务，带动了行

业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

特色产业基地作土壤，高新技术企业作支撑

创新浇灌下，高新技术产业结出“致富果”
■记者 张苡铭 通讯员 苏煌

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组合拳”，让瑞安去年的经济指标呈上扬态势，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63.35亿元，同比增长7.0%。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创新土地的滋养。围绕机械电子、汽摩配、高分子合成材料及其制品这三大支柱产业，我市成功创建自动化设备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汽车关

键零部件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和高分子材料制备与加工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形成较强的产业集群效应。

在这片土地上，高新技术企业扎稳脚跟，成为带动发展的“领头羊”，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拉长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全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整体提升。

亮点>>>>>>
自动化设备，即机械电子行业，是

我市支柱产业之一，于 2002 年荣获自

动化设备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的金名片。

该基地始建于 2001 年 11 月，到

2014 年基地内企业数为 286 家，其中

高新技术企业 53 家，同比增长 15.5%；

2014年基地内机械电子行业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累计达 232.7 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 3.3%。不难看出，该行业的

欣欣向荣离不开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

带动，但同样也离不开基地建设带来

的集聚发展效应。

采访中，邹勇表示，基地的建成为

行业合作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

同行业企业之间交流更为频繁，联系

更加紧密，更好地实现了信息共享和

共同发展。

案例>>>>>>
“去年，公司销售收入近1亿，科研投

入占4%以上，申请实用新型专利6项、发
明专利1项，累计专利数达20多项。”谈
起科技创新，瑞大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任邹勇如数家珍。

据介绍，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工矿现
场操作，除了依靠科技提高产品精度外，
考虑到不少工矿工作条件恶劣，近年来
公司还不断推动产品向智能化、远程化
发展，提高工矿作业的安全性及作业效
率，其创新能力已走在行业前列。

无独有偶，同行业的浙江江南制药
有限公司也是科技创新的佼佼者。总经
理杨松表示，机械设备更新换代迅速，尤
其随着机械自动化水平提升，科技创新
更加不容忽视。去年公司研发投入达四
五百万元，且该数字每年递增10%左右，
目前已申请国家专利技术60多项，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自动化装备更迭快，科技创新葆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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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创新，汽摩配传统产业也有“春天” 龙头企业华峰氨纶，领衔高分子材料行业加速成长

高新技术产业对瑞安经济结构调

整和升级换代具有战略性支撑意义。

近年来，市科技局出台、实施多个高含

金量的政策举措，不断加快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不断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

带动作用。

一是以科技创新项目实施、管理

为抓手，鼓励企业技术攻关。在项目

实施方面，通过“五帮一化”服务企业

活动、科技特派员等，深入企业调查研

究，挖掘一批高新科技项目，同时，积

极帮助企业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为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在项目管理方面，完善网上项目申

报系统及项目验收程序，及时落实企

业技术开发费用税前扣除政策等。

二是以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培育为依托，发挥企业主体作

用。加大对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认

定与奖励力度、对高新技术企业研究

开发中心的创建力度、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培育力度，积极引导、大力推动

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三是以创新平台建设为载体，促

进重点领域产业转型发展。贯彻落实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台《瑞安市鼓励

和促进科技创新奖励办法》，加大对科

技创新平台支持力度，年度考核优秀

的给予一定奖励；对新建行业科技创

新公共服务平台购置研发检测仪器设

备、软件，给予30%的经费补助。

市科技局：项目、企业、平台三管齐下，发力高新技术产业

案例>>>>>>
在瑞安，华峰集团的行业龙头地位已

然无可撼动。尤其在高分子材料行业，其

下属的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峰氨纶”）更是佼佼者。2014年，

该公司研发经费投入7180.5万元，全年获

得发明专利 5 项和实用新型专利 1 项，申

报专利27项，省级企业研究院通过验收。

创新关乎企业在行业中的生存与发

展。华峰氨纶行政部吴海峰介绍，近年

来，公司围绕全连续技术、节能环保、高速

纺三方面持续推进创新，尤其是节能环保

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去年，公司吨产品

综合能耗降至1.69吨标煤，吨产品水耗降

至 15.94 吨，大大低于国际同行业清洁生

产一级标准，成为行业绿色发展标杆，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毫无疑问，华峰氨纶的行业引领作用

愈发凸显，而其技术创新也成为推动同行

发展的一把利器。比如公司生产的黑色

氨纶，不仅具备普通氨纶特性，且黑色色

彩纯正，可直接与其他纺材混合使用，无

需再染色，能够有效降低下游企业生产成

本，且更具环保性。

华峰氨纶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