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余杭经开区：新计划力驳“制造业过时论”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47495.html 

杭州余杭经开区：新计划力驳“制造业过时论”

 从杭州余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出发向西行驶7公里，一座长约百米，相当于15层楼高的超级扶梯赫然醒目。这个为
世界最深高铁站——八达岭长城站量身定制的“大家伙”，在杭州西奥电梯厂区进行的调试即将接近尾声。

 “我们对此应用了10余项自主创新专利，注入‘黑匣子’、人流密度识别等智慧功能，冗余设计140多个安全监测
点⋯⋯”该公司执行副总裁王国卿介绍说，将“高质量”和“新制造”相结合，响应经开区从“制造”迈向“智造”
号召。

 以实体制造业见长，培育成长280余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双足鼎立”⋯⋯“制造业过
时论”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杭州余杭经开区近日召开“新制造业计划”推进大会，决心持续推进制造产业提档、企
业提效、平台提能，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和绿色改造。

 余杭产业数字化首要承载地

 位于余杭经开区的老板电器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的生产车间内，有一个“智慧大脑”，整个生产基地每台自动化设
备上的传感器，都会将生产数据传回至信息指挥中心。

 “它可以随时监控制造基地内各个角落、每个工序上的生产情况，给予操作人员随时调配订单任务的数据支持，并
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整个工厂的柔性生产效率。”老板电器总裁助理葛皓介绍道。

 作为余杭“产业数字化”的首要承载地，余杭经开区正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创新，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全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北斗星智慧服务系统’，我们从设计、管理、制造到服务都在努力实现全流程的‘智能化
’，现在造一部电梯只需6天时间。”王国卿介绍道，企业近年来投入数十亿元，开发应用CRM、ERP、MES等国际
领先的工业数据系统，打造智能的电梯制造工业大脑，覆盖制造全流程的采集与追溯，促使电梯产能和生产周期实现
全面加速，产能提升32%，交付周期缩短60%。

 除了让企业升级技术，余杭经开区还准备从拓宽改造渠道上提升产业数字化，加强与数字工程服务机构联盟。据了
解，当地已与工信部电子五所、浙江产业互联网研究院、杭州市智能制造产业协会等15家专业机构进行合作，同时还
积极搭建学习桥梁，组织企业参加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培训和智能制造主题沙龙等活动。

 当前，余杭经开区已完成首批100家重点企业数字化排摸工作，接下来还将对43家有数字化改造需求的企业，开展
深度调研和方案设计，已有多家当地企业入选国家工信部公布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
企业。

 “从十几年前的机器换人到如今的工厂物联网、企业上云等建设，经开区制造企业以‘智能’为突破口，自觉做强
‘产业数字化’。”余杭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新制造业计划”，将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实施专项计
划、打造千亿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打造孵化器集群，助力千亿产业目标

 9月20日，杭州市曾举办过全面实施“新制造业计划”动员大会。

 据介绍，余杭经开区此番对新计划进行推进，意在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机遇
，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为发展方向盘，围绕“增总量、优存量、促增量、提质量”目标，推进数
字经济与制造业“双引擎”。

 如何让产业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力？余杭经开区一直在探索新途径。

 余杭经开区产业发展局局长王永忠介绍道，当地正在全力打造“双翼一廊一中心”的孵化格局。“东西两个区块分
别打造生物经济和高端装备制造两大孵化器集群区，沿320国道布局‘创新大走廊’，在中央商务区打造‘创新中心
’，用‘错位孵化’加‘接续孵化’，为余杭经开区继续充实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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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周边地区，余杭经开区将更倾向于对项目的后端孵化。据了解，当地将着力建设一批符合项目产业化需求的加
速空间和适合发展楼宇经济、总部经济的园区，以吸引产业化能力强的项目和周边区块孵化成熟的项目入驻，完成最
终的商品化过程。

 “也就是说，一批在周边地区孵化成熟的生物经济、高端装备制造项目，今后可能会在通过评估后来到余杭经开区
，完成最终的孵化投产过程，为余杭经开区打造‘未来智造城’助力。”王永忠解释道。

 王永忠说，经开区提出了“443”举措，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点做到“四大”——建设大平台、培育大
产业、紧盯大项目、引育大企业，着力提升产业集聚度、资源集约度、两化融合度和产城融合度，充分发挥孵化集群
的作用，为企业打上强心针。

 预计到2025年，余杭经开区将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600亿元、工业增加值400亿元，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00
家，全社会研发经费（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5%。

 “制造业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然是经开区经济发展的顶梁柱。从十几年前的机器换人到如今的工厂物联网、企
业上云等新技术的应用，经开区制造企业以智能为突破口，自觉做强‘产业数字化’，因此‘制造业过时论’在经开
区是站不住脚的。”余杭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新制造业计划”，将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实施专项计
划、打造千亿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开展“三服务”

 今年5月，余杭经开区企业行政服务中心正式运行。相关涉企事项审批单位进驻办公，以政务服务项目“快办结、
优体验、全透明”为目标，向企业提供多项行政审批服务，让企业办事“最多跑一次”。

 “1500万元，从向余杭经开区申请产业引导基金到最终获批，一次也没跑，事情就办下来了。”杭州微策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杨清刚惊叹道，整个服务中心就像“大管家”一样。

 开办企业行政服务中心，只是余杭经开区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做好“三服务”工作的内容之一。近年来，余杭经开
区围绕优势产业，根据产业数字化特点，搭建起多个服务平台，不断为企业“松绑”减负。

 余杭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经开区出台了《关于开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活动的通
知》等文件，不仅正式成立了“三服务”小组，更明确以“2+6”“红黑榜”为主要工作内容，建立了一套合理、高
效的运行机制。

 “我们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每人联系1家企业，覆盖开发区辖区内全部280余家规上企业，重点聚焦企业实际需求，主
动为企业提供政策指导、信息转送、问题解答。”该负责人表示，经开区将结合“三服务”考核指标及活动具体要求
，完善走访机制，增强中小微企业覆盖，实现规模以上企业走访覆盖率及在编干部走访率达到100%，辖区内实际经
营中小微企业走访达100%。

 在今年3月正式启用的浙江省家纺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内成立的新材料研发共享技术中心，已建立7个核心实验室，
致力于帮助当地企业开发、应用新型功能性家纺新材料，“共享”仪器、技术、人才资源用现成的仪器设备，还有专
业的技术人员给企业进行帮忙指导。

 “导入各类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同时结合‘三服务’活动，我们还在不断完善平台服务来引导、鼓励企业加快转型
升级。”该负责人表示，要以“新制造计划”为契机，推动余杭经开区主动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实现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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