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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 17： 

与时俱进，转型升级老工业基地 
——打造杭州人本科技创新产业园 

人本集团杭州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荣灿 

人本集团创立于 1991年，是一家专业生产轴承的民营制造企业，兼营机电

贸易，零售超市等产业。经过 20 多年发展，人本集团现已形成温州、杭州、上

海等七大轴承生产基地，拥有几十家轴承成品及配件制造企业，生产内径从

1.5mm 至 4000mm 范围内的各类轴承三万余种，年生产能力达 6.5 亿套，2011

年完成销售额 90.2亿元，其中轴承销售额 48.9亿元，利税 5.12亿元，现有员工

1.7万人，是中国最大的轴承生产企业之一和中国轴承行业排头兵企业。 

杭州轴承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杭州轴承厂），始建于 1958年，是国家机械

工业重点国有企业，由于连年亏损，1999 年，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整体

购并形式成为人本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杭州轴承集团公司位于杭州下城区，是原杭州规划的老工业区，占地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7 万余平方米。集团拥有八家轴承和轴承配件制造公

司，一家轴承设备制造公司和相关配套公司。主要生产深沟球轴承、调心球轴承、

圆柱、圆锥滚子轴承等五大类近千种轴承产品，主要为工业电机、汽车、家电、

工程机械、冶金等行业提供配套服务，产品替代进口。至 2011 年底，杭州轴承

集团资产总额 11.78亿元，轴承销售额达到 4.9亿元，利税为 1.27亿元。 

随着杭州城市发展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原规划的老工业城区成了城市新的

中心城区，已不能适应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根据城市规划，同时为更好的保护

工业遗存，加快杭州工业产业升级和集聚发展，根据省委、省政府有关规划意见，

2012 年 2 月当地政府批复积极支持杭州轴承集团公司打造“人本科技创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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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园区将分三期建设，总投资为 5.5亿元，建成后新增产值 100亿元。 

根据批复园区将分三大功能区块：高端制造和工业设计，总部研发和配套管

理，电子商务和物流区块。重点发展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引进浙商回归企业，由总部、研发、电子信息、节能环保、

工业设计、物联网等各类企业构成，形成基础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特色工业园

区。 

一、园区定位 

高端集聚。发挥企业已有的领先优势，加大高端轴承产品的研发投入，建设

企业的技术研发中心，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平台，以高速数控设备轴承、高速高

精度冶金轴承、新型纺织机械轴承等国家重点产品为研发和产业化方向，推动企

业的转型升级。加强与国内外一流的轴承企业的交流，集聚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

以点带面，实现华东地区轴承产业的集聚效应。 

升级产业。结合杭州市产业发展的战略决策，结合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

型升级，提升地块的产业等级，园区将从制造生产逐步向研发、设计、创意等为

主，创造条件吸引国内外大企业非纯制造功能的产业落户园区，打造国际化的总

部经济区块。 

集约发展。利用主城区的区位优势，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以知识密

集型、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创新型企业集聚为目标，提高单位面积投入产出比，达

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谐发展。 

二、建园原则 

腾笼换鸟，提升产业。随着经济发展，园区将保留并做强一部分高端传统的

轴承制造产业，优化升级轴承产业。引进先进生产力，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总部

经济、研发、设计、电子商务、节能环保等产业，把一般性生产加工产业逐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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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出去，达到“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的目的。 

培育品牌，提高效益。轴承作为新兴产业中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础零部

件，将成为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人本集团将充分利用人本 C&U品牌和在

中国轴承行业的地位，抓住发展机遇，加快企业品牌的培育，推动人本产业升级

换代，提高单位面积产出效益，增加对地方经济的贡献。 

节能减排，低碳经营。通过加大研发力度，改进生产工艺，淘汰低端轴承产

品，加快中高端轴承产品的研发生产，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同时，园区规划将

吸引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增加就业，集聚高才。企业发展，不仅要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要注重社会

效益的提高。现代科技产业园将通过平台、品牌和产业优势吸引和聚集高端人才

的优势，通过人才的聚集，推动产业集聚，从而提供就业机会，为社会稳定和谐

发展作出贡献。 

三、建园意义 

“十二五”是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但目前与其配套的部分

高端轴承依然依赖进口，这成为国家重大装备发展的瓶颈。因此通过建设科技创

新产业园，通过集聚轴承高端产业设计，研发和制造，使得轴承企业优化升级，

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培育企业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利于突破制约国家重

大装备发展的瓶颈。 

通过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着重发展与建设企业技术研发平台，运用这一平

台，加强轴承基础理论和轴承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特别要在产品开发前期新结

构、新技术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程开发研究，为集团各区域的企业提供产

品工程分析、产品优化设计、轴承材料应用、检测试验技术和轴承标准化等方面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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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工业遗存。工业遗存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宝贵财富，随着城市化建设进

程的不断扩大，原来规划在郊区的工业企业已属于市中心城区的范围，部份生产

性场地需要外迁。建设园区通过创新性设计，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遗存，并对其

融入新的元素，美化、优化环境，与园区周边的环境相融合。传承规划历史格局

和空间机理，与现代城市发展共生共长，保护历史的延续和再利用，园区将合理

利用企业存量资产、空置楼宇，修复完善工业遗存，既能保护好具有多重价值的

工业遗存，又能合理利用土地，使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产出最大化。 

园区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科技成果的

有效转化，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才为核心，以产业化为目的，

以公共研发体系为平台的创新体系，为中国轴承行业的发展和强大尽一份自己的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