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 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份 周五1.5元/份 周六1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14年9月29日 星期一2014年9月29日 星期一 科教观潮

北京时
间 9 月 10 日，

苹果如期发布了
新款的 iPhone6 以

及 iWatch， 但 iPad
新版本并未面世。有

人问，iPad 在哪儿？可
能很多人不知道，iPad 在

中国，在成都——全球 70%
的 iPad 来自成都。不仅如此，

全球 50%的笔记本电脑芯片也来
自成都……

科技氛围浓郁的成都，本身就是
一个大“孵化器”。成都有各类研发机

构 718 家，有四川大学、电子科大等高校
52所，聚集中科院成都分院、中国核动力研

究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46家，拥有牵引动力国
家实验室、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重点实验室等国

家级研发平台 57 个。成都全市拥有两院院士 33

人 、 国 家“ 千
人 计 划 ”人 才
102 人、专业技
术 人 才 135.5
万 人（其 中 中
高级职称人才
占 26%），均位
居中西部城市
前列。

成都良好
的 科 技 禀 赋 ，
加之明智的政
策导向，营造
出了科技顺畅转化的大环境。“政府最应该着力的就
是做环境。”唐华的话很有见地。唐华认为，当前科
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关键。创新要素向哪
里集聚，哪里就可能成为新的产业和经济制高点。科
技部门工作的着力点，就是大量鼓励建创业苗圃、孵
化器、加速器和科技产业化基地，依托孵化载体快速

营造局部优良创
新生态小环境。
同时重点帮助解
决科技企业投融
资问题，建立金
融服务体系，引
导社会资金和金
融资本投向创新
创业。

在成都“创
业苗圃+孵化器+
加速器+科技楼
宇 + 产 业 化 基

地”孵化链条之下，成都已建成各类创新创业载体60
家，孵化面积达169万平方米，在孵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和团队近5000家。

成都高新区尤其是做环境的行家里手。7月，成
都高新区酝酿已久的创新载体空间布局规划也首次对
外发布，它将打造“一圈、一带、一园、多点”创新

载 体 。 据 时
任成都高新区
管委会副主任傅
学坤介绍，成都高
新区南部园区主要布
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带、新川创新科技园和多
个综合性创新载体，主要承
载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
业及部分生物产业、节能环保
产 业 ， 重 点 发 展 高 端 研 发 、 设
计、服务业态。

据悉，未来成都在科技大环境方
面还将有大动作。成都计划到 2017 年，
研制完成20个重点产业技术路线图；打造
国内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特色的创
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高科技园区3—5个；形成
具有全球比较优势、全国速度优势、西部高端优
势的创新型产业集群5—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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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从操作方式开始。”这是畅销
书《大数据时代》里的观点，而该书的译者
周涛以及他所在的成都，真正实践了这句
话。周涛有三重身份：32岁的电子科技大
学教授、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CEO、
受资助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这三重身
份让他成为了许多报道的主角，也恰如其
分地诠释了成都的“操作方式”。

近日，成都发布了推动高校院所科
技成果转化的政策。这个被称为“成都
十条”的政策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七成以上用于奖励科研人员；在校科研
人员可兼职创业。该政策一经公布，引
来大量喝彩。

其实，成都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
面远不止“成都十条”，其特点可以概括
为三个“大”：大方——不吝惜科研投入；
大度——允许教师“下海”；大气——建构
巨大的创新载体。

“终于可以不做‘地下工作者’
了！”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新筑路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研究总院院长胡
基士倍感欣慰。四川大学教授、成都海
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元伟也表
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说：“以前都是‘偷
偷摸摸’做这个事情，现在终于合法化
了。”

让两位教授“合法化”的是“成都十
条”：支持在蓉高校院所在编在岗科技人才兼职
从事创新创业活动，并对带技术、带项目在蓉新
领办企业的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资
助。

“以前，对高校教授来说，科技成果转化、协同创新
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比较困难。但是现在政策出台后，变
得公开化、合法化。而且，高校院所和企业的协同创新，
可以为成都打造一个很好的人才平台。”陈元伟说，现在
协同创新的政策出来之后，对人才的培养也是非常有利
的。企业可以对高校学生进行相关培训，学校也可以向企
业提供科研人才。

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李光宪分析，随着“成都十条”
的出台，逐步畅通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逐步增加的协同
转化载体等，越来越多的高校院所科研技术、成果，将选
择留在成都的“墙头”，实现“墙内转化”。

其实，在科技成果转化一事上，高校的积极性也不亚
于当地政府。例如，四川大学规定，对于在产研院进
行产业化示范项目工作的老师的考核，如无法保证
教学工作量，可以以科研工作量折算，并设立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系列”职称评定体系，
主要以成果转发情况、工程技术服务等相
关条件为职称评定依据，不以发表论文
为单一的评价依据。西南交通大学专
门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岗，让专门从
事科研成果转化的老师一样可以当
教授。

“ 下 海 经 商 ， 不 成 功 便 成
仁。”成都某高校老师的话搁在
以前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以
前，教师是严禁“下海”经商
的，除非辞职。而现在情况变
了。在成都为科研人员“松
绑”之后，四川省又印发了

《支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十条政策》，提出高校科研人
员“下海”创业，在 3 至 5
年内保留其身份和职称。

“鼓励高校、科研机构
老师到高新区创业，就是
为了打消创业人员的后顾
之 忧 。 即 便 创 业 不 成
功，还是可以回归高
校当老师。”四川省
科技厅有关人士
说 ， 创 业 期 间
的所得归个人
所有。

搞科研的穷不了搞科研的穷不了
在西南交通大学，有一位

教授“衣衫土气，像个卖菜老
头”。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

道，这位“寒酸”的教授
其实是个“有钱的主”。

教 授 名 叫 黄 楠 ，
他带领的团队研究

出了心脏血管支架
的一系列成果，

这些成果估值
1500 万 元 。

按 西 南 交
通 大 学

规 定 ：
学 校

名

下的 100%国有职务发明专利权，
划出 50%给发明人团队，实现职
务发明人团队由被奖励权向财产
权的转变。这样算来，黄教授绝
对属于有钱人行列。

成 都 市 科 技 局 局 长 唐 华 认
为，关于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
权的改革，就是力求破除高校科
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固有

“枷锁”，发挥高校院所的技术创
新作用，充分调动职务发明人积
极性，面向发展需求与生产实
践，研发、转化科技成果。

在成都市科技局副局长丁小
斌看来，知识产权归属及利益分
配也是制约成果转化的重要因
素。由于产权归属不明晰，职务
发明人在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
和作用未能体现，导致成果转化

率 低 。 为
确 立 并

强 化
职

务发明人在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
位，“成都十条”规定，高校院所
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可按不少
于70%的比例，用于对科技成果

完成人员和为科技成果转化
做 出 贡 献 的 人 员 进 行 奖

励。而且，这些奖励不计入单位
绩效工资基数。

在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的 校 门 之
外，一项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星
弼牵头的“新一代智能功率集成
电路芯片”项目，已经在成都实

现了量产。
“陈星弼院士创造了

一个点，假定从这个点走
到市场的距离是 100 米，
那么从实验室出来，我们
还要继续走 99 米。”负责

“院士项目”转化的成都
星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甯小霖做了一
个很形象的比喻，“并不
是说前面的 1 米很短，而
是说从实验室到市场还
有更远的路要走。”

为了弥合技术与市
场的“99 米”距离，充
分 调 动 科 技 成 果 输 出 、
承接、中介等各方积极
性 ， 成 都 还 首 次 以

“三方资助”的方
式 ， 按 技 术 合
同 实 际 发 生
技 术 交 易
额 的 2%

给予中介机构
年 度 最 高
200 万 元
的补贴。

松绑教师
去“下海”
松绑教师
去“下海”

你出主意
我出钱

如今，周涛所在企业的客户包
括11家世界500强企业、550多家独

立电商和 350多家互联网媒体，周涛
在商业上的成绩，也离不开一份默默

的支持——高层次人才来蓉创业百万元
资助。当然，获得支持的不只是周涛。

2013年，成都资助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除
周涛外还有3人。同时，还有39名创业高校教师

获得资助，资助金额共计1010万元。
成都对科研人员的资助向来是不吝惜的。成都市设立

“高校创新创业人才资助专项”，鼓励高校院所人才带技术、
带项目、带资金在蓉创办企业，顶尖创新创业团队项目可给
予500万元资助，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成都技术转移 （集团） 有限公司，是国家技术转移示范
机构，该集团通过技术成果转化“发现、筛选、撮合、投
入”的专业化运行体系，促进成都地区技术转移领域技术、
资金、载体等生产要素有效配置，支持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
转化是其核心业务。

截至目前，成都技术转移集团向成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投入的资金已近亿元，引导各类资本实际投入资金超过 1.8
亿元。这些获得支持的项目包括，陈星弼院士、杨刚教授、
邱昆教授、周涛教授、雷景新教授等团队有较高技术价值、
有一定市场前景的科研项目，以及一些由国家“千人计
划”、“万人计划”、四川省“百人计划”和“成都人才计
划”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及专家团队牵头的重大成果转化项
目等。

据介绍，成都技术转移集团将构建“公共技术平台+投
融资服务+综合服务”的服务模式，为高校师生创业和技术
成果转化提供物理空间和综合服务，既满足高校院所创新
创业团队在实施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载体等问题，
又解决其成果转化与教学科研兼顾的问题。

为了给科研成果提高足够的资金支持，成都搭建
了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推动商业银行组建 3 家科技
支行，设立20亿元的创业投资引导资金、1亿元的
科技企业债券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资金、2亿元
的科技创业投资天使投资引导资金，聚集各类
风险机构 140 家、风险资本 400 亿元，引导社
会资本投向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已累计为
500余家企业提供各类科技投融资服务。

政府就是做环境

成都高新孵化园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有轨电车总装车间

成 都 永
安制药有限
公司无菌实
验室一角

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陈元伟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航管雷达模拟机

四川川大智胜研制的华
北空管局的模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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