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2024.1.22 星期一
■ 编辑：李洋（010）68667266转143 E-mail：Yudy@chih.org ■组版：王新明

成果转化成果转化

均摘自《国际科技合作机会》

▶ 戴小民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是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2023 年 12 月，大庆能源和新材料创新

联合会成立大会举行，旨在通过构建具有大

庆市特色的“一联盟、一平台、一园区、一套

政策”自主创新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高

速路”，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大庆市走出实验

室、走上生产线、走向国内外市场。

科学家+企业家“双向奔赴”

大庆能源和新材料创新联合会成立大

会结束后，大庆亿鑫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掌

舵人刘潇，开启“追星”模式，对来参会的院

士、名校院所的专家，他几乎拜访了个遍。

“公司成立 23年来，是创新为我们企业

注入了澎湃活力，净利润这几年是翻着跟头

攀升。目前，公司拥有发明专利14件，实用新

型专利200余件。这不，我们计划投资50亿元

建设120万吨/年石脑油综合利用项目。通过

创新联合会，可以让我们企业能与这么多名

校和科研院所对接合作，一定会助推我们的

创新少走弯路、更上一层楼。”刘潇说。

跟刘潇一样，大庆油田采油工艺研究院

技术发展部副主任孙桐建也把到会企业家

的名片，悉数收入“囊中”。

孙桐建表示，创新联合会的建立，是推

动央地合作，构建具有大庆市特色优势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路径和关键抓手。作

为大庆油田重要骨干科研院所和工程原创

技术策源地，采油院将以创新联合会为依

托，通过“政产学研用”创新机制和平台，进

一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核心技术突

破，加大成果转化力度，推动油气和新能源

协同发展，为地方企业创新尽力。

依托创新联合会这个平台，科学家、企

业家“双向奔赴”协同创新，将加速科技成果

“落地生金”。

加速从“1”到“N”的产业化应用

科研成果只有转化落地，才能真正发挥

价值。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创新效益从“1”
到“N”倍增的重要一步。

创新联合会首批会员单位，共有10所高

校。东北石油大学是惟一的大庆市本地高校。

东北石油大学新能源与材料学院院长、

教授吴红军表示，作为位于大庆市的石油特

色院校，东北石油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大庆市

的支持与帮助。创新联合会的“一平台”为

学校提供了一片创新沃土，可以与其他成员

单位共享科研资源、技术成果和人才优势，

提升学校科研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一园

区”为高校提供更多的产业园区支持，促进

学校与产业界的深度合作，加速科研成果落

地转化。创新联合会政策体系能够为各高

校提供更加优质的“引才—育才—留才”环

境，将高校毕业生转化为大庆市发展的人才

优势和发展动能。作为创新联合会的成员

之一，学校也将与其他成员携手，为大庆市

能源与新材料产业的发展贡献东油力量。

北京化工大学与大庆市一直合作紧密，

互动频繁。2022 年，双方合作制定了《“双

碳”背景下大庆市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

路径》，围绕大庆市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开展了系统性研究。为进一步巩固校

地合作取得的良好成果，有效发挥学校科研

成果和人才优势，双方协商决定在大庆市建

立技术转移中心。

“下一步，北京化工大学将以创新联合

会成立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发展，

推动校地、校企、校所协同创新，促进更多科研

成果在大庆转化落地。”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任钟旗表示。

打造成果转化优质“生态圈”

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架起一座

“铁索桥”，实现从研发到产品应用的跨越，

是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如何使创新联合会这个“柔性组织”成

为科技创新的“刚性支撑”?
大庆市提出了3项保障措施。

建立推进工作专班。成立“大庆能源和

新材料创新联合会”推进工作专班，主要职

责是配合创新联合会，常态化对接会长单

位，召开创新论坛及相关对接活动，推动科

研创新成果在大庆市转化。

构建协同化统筹管理体系。构建面向

科技成果转化的协同化统筹管理体系，建立

健全大庆市与成员单位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库精准对接机制，筛选一批在研或小试、中

试项目优先在大庆市转化，具备产业化的成

果优先供给成员单位，探索大庆市与成员单

位科技成果“飞地”转化模式，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水平。

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以技术转移服

务为主轴，形成集资源聚集、加工展示、资源

配置、作价评估、担保交易、科技服务、科技

培训、创业孵化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建

立主动“奔向”高校科技创新、及时发现和挖

掘有潜力的创新成果、对接市场主体提供转

化支撑的工作机制和政策制度，着力打造从

成果培育、成果孵化到成果产业化的三级联

动服务体系，全面服务大庆市能源和新材料

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庆谋划科技成果“落地生金”

韩国：
研发出全同态加密芯片

本报讯 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成均馆大学、浦项科

技大学、仁荷大学及韩国NAVER公司联合成立的研究

团队成功研发出新一代全同态加密芯片。

同态加密是最为先进的计算机隐私保护技术之一，

被誉为“密码学的圣杯”，作为下一代加密技术，具有同量

子计算相同的保密特性，安全性极大。但因其巨大的计

算力消耗，该技术未能全面发展。研究人员研发出专门

用于处理同态加密计算的芯片，该芯片搭载内置计算处

理单元存储器（PIM），兼容各种算法，具有超高计算速

度。下一步，该技术将应用在服务器、云计算、数据库管

理系统、公共数据系统等重要数据商业化公司。

英国：
可评估自动驾驶模式驾驶员注意力

本报讯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

方法，可以评估在自动驾驶模式下驾驶员的注意力状态。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施普林格开发平台上。

研究人员在两项实验中对 42 名志愿者进行了测试，

并使用程序模拟自动驾驶模式时汽车的“接管”场景，并

通过非侵入性眼球追踪来检测驾驶员对屏幕活动的专

注度，从而评估注意力状态。研究人员根据获得的数据

开发出一个机器学习模型，根据志愿者的眼动模式来预

测他们能否从简单或艰巨的任务中快速切换到驾驶状

态。研究发现，在驾驶员的注意力被分散到有困难任务的

非驾驶活动时，自驾系统发出的“接管”信号很难被驾驶员

及时关注到。

俄罗斯：
研制与真实骨骼相似植入物

本报讯 俄罗斯斯科尔科沃科学技术学院材料研究

人员研制出一种与真实骨骼极为相似的骨组织多孔植入

物，该材料由镍、钛化合物制成。

研究人员借助选择性激光熔化制造出有序多孔结

构，并在设计阶段通过改变孔隙率和孔径大小来调整植

入物适应患者骨骼的机械性能，该新技术可以为由镍和

钛化合物制成的金属植入物赋予多种仿生（类似天然）特

性，不仅能增强骨骼的机械性能，还可以提高人造骨骼的

传导再生能力。研究人员利用三维打印技术复制了骨骼

的这种特性，制作出几种具有不同孔隙率和渗透性的结

构材料，并监测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类干细胞培养物的生

长速度的。研究发现，物质通过植入物的传输越活跃，细

胞繁殖越快，这一特性将对身体与钛镍植入物的相互作

用产生积极影响。下一步，研究人员将把这种结构整合

到即将接受颅骨手术的患者体内，从而增加手术成功的

可能性。

澳大利亚：
高超音速飞行器耐高温材料问世

本报讯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先进材料加工与制

造中心的研究人员利用3000摄氏度的加热炉，制造出可

用于下一代高超音速飞行器的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

DART AE 是一种 3米长的一次性航天飞行器，由

氢燃料为 SPARTAN 超燃冲压发动机提供动力。由于

高超音速流和冲击波，发动机尾部会承受超过1300摄氏

度的温度，普通金属合金在该温度下会失效，因此需要

高性能的轻质材料来确保发动机正常运转。研究人员

通过一系列制造技术，研发出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并

使用新研制的长丝缠绕机进行缠绕，这是制造超轻和坚

固部件的有效方法，已投入使用。下一步，研究人员将

制造一种多任务的自动驾驶飞行装置，能够在不产生一

氧化碳的情况下将卫星送入轨道。

本报讯（记者 李洋） 近日，上海市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上海股

权投资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该

措施涵盖优化股权投资机构设立服务和

行业管理、引导投早投小投科技、支持企

业风险投资发展等9个方面共32条措施。

该措施提出，研究设立上海市科技创

新引导基金，重点投资早期科创领域。有

序扩大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上海市

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发挥好财政资金

的杠杆放大作用。支持专业团队设立天

使投资行业组织，搭建集聚天使投资人、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及种子期初创期科技

型企业的投融资专业化服务平台，联合开

展尽调、估值、投资等，强化对优质早期科

创项目的发现和投资培育；建立天使投资

数据库，对天使投资管理人及核心团队开

展跟踪统计和筛选评估，加强评估结果在

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扶持政策申请等事项

中的参考运用。股权投资集聚区要制订

投资奖励政策，对经认定的投资区内种子

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 2年以上的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人及业务团队予以奖励，引导

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科技。

据了解，为充分支持创新创业，引导

社会资本加大早期投资，上海市于2010年

和2014年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投

资引导基金 2只功能性基金，通过创新财

政资金投入方式，吸引带动民间资金投向

市场不敢投、投不了的重点领域，为各类

初创创新企业“雪中送炭”。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计，截至 2023年第三

季度，注册在上海市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管理人 1843
家，管理基金8865只，管理规模2.3万亿元，3项数据均位

居全国前列。其中，上海的创投基金管理规模6150亿元，

位居全国之首。截至同年末，科创板上市企业 566 家，

IPO融资额超 9000亿元，总市值 6.1万亿元，为推动上海

市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联动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据了解，此前上海市已在着力推动“科技—产业—金

融”的良性循环，在培育和引入长期资金、耐心资本，引导

投早投小投科技等方面有多项举措落地。2023年11月，

全国社保基金长三角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在沪揭牌

运营，首期规模 51 亿元，重点围绕信息与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等领域开展投资，支持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同

时，上海市正在推动在沪设立专注于促进天使投资发

展的社会组织，搭建集聚天使投资人、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及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投融资专业化服务平

台，建立天使投资数据库，强化对早期项目的发现及投资

培育。

本报讯 （记者 李洋） 近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构建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意见》，提出

一系列重要目标：到 2027年，省市县三级联动、省级部门协同

的科技成果管理服务机制更加健全，以“浙江拍”（竞价拍卖，

已作为中国网上技术市场活动周常规活动）为标志的科技成

果转化机制改革持续走在前列，以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为

代表的浙江科技大市场成为全国技术交易市场的品牌高地。

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实施的科技项目数、

申请和授权的专利数分别占全社会的比重等指标达到 80%
以上。科技成果市场化价值发现、价格形成和定价机制更

加成熟，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20 件，累计取得

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 100项，涌现出100个以上“千万级”职务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科技成果常态化汇聚、市场化配置、精准

化对接、体系化服务的创新生态基本形成，技术交易总额超

5000亿元，打造万亿级科技金融生态圈。

《意见》提出，打造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升级版，高标准

提能升级线下科技大市场和地方分市场，形成一站式技术交

易市场，推动成为全国技术交易市场的重要通道。完善技术

交易标准规范、技术市场运营规则，健全协议定价、挂牌交易、

拍卖等交易定价方式，实现技术交易数字化全流程追溯。推

进与第三方交易平台共建科技成果公开交易通道和交易规

则，构建科技成果在公开市场一体实现价值流转、价值变现的

价格机制，共同打造科技成果市场化交易、技术需求市场化流

转、转化风险市场化管控平台通道。支持第三方评价机构制

定具体领域科技成果评价技术标准和规范，开展技术搜索、专

利导航、科技评价、概念验证、技术投融资等专业服务。建立

行业用户提早介入成果评价的有效机制，对技术创新性、成熟

度、应用场景等进行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明确，建立职务科技成果限时转化

机制。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国有企业等利用财政

资金支持产生的科技成果，应当履行自主实施与许可他人实

施、转让、作价投资等转化义务，并就实施转化情况向主管部

门提交年度报告。对取得知识产权之日起满 2年且无正当理

由未实施转化的应用技术类科技成果，纳入“先用后转”实施

清单，通过“浙江拍”公开挂牌等方式依法强制推动转化。对

于取得知识产权之日起满 3年且无正当理由未实施转化的应

用技术类科技成果，可以按有关规定许可有条件的企业有偿

或无偿实施。鼓励与企业需求相关的基础研究类科技成果纳

入“先用后转”实施清单，支持需求方提早介入对接。

《意见》还特别提出，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容错纠错机制。对

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经认定视情免除其在

科技成果定价中因成果转化后续价值变化、转化过程中未进行资

产评估、作价投资发生亏损、探索性改革举措失误等产生的决策责

任，“安心屋”（让科技成果安心转化）审批流程、收益分配等可作为

履行科技成果转化容错纠错的重要依据。建立完善科技成果转化

司法保护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法治环境。

上
海
设
引
导
基
金
投
早
投
小
投
科
技

东北石油大学多资源协同陆相页岩油绿色开采全国重点实验室 许丽娜/摄

浙江构建市场导向成果转化机制

经过近两年的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科学会堂项目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目前施工已经转入泛光照明、幕墙、金属屋面

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据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科学会堂项目包括会议会展及科技服务中心两大建设部分，总

投资5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4.6万平方米，预计2025年建成投用。

据了解，作为重庆市重点项目之一的科学会堂项目，是加快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的标志

性、引领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科技体验、科技展览、学术交流、创新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国际会议、

科技文化论坛的举办地。图为1月10日拍摄的科学会堂项目施工现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