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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24 日至 26 日，
2016中国·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
易会 （简称“创交会”） 在成
都举行。本届创交会共有10万
余人参与活动，参加交易项目
超过 3000 项，交易额突破 160
亿元，成立首期规模400亿元的
成 都 首 个 政 府 投 资 基 金 ——

“成都前海产业投资基金”，成
果十分丰硕。

作为全国知名的“双创”城

市，成都在创新创业领域有着各
种各样的优势。这其中，人才优
势必不可少，而高校更是创业热
潮的涌现之地。四川大学、电子
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一
系列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坐落
于此，他们在拥有人才的同时也
为方便人才创业提供了各式各样
的资源，让“双创”活力在高校
之中竞相迸发，让智慧源泉充分
涌流。

鼓励学生自由大胆尝试
一年前，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的商业街转型

成为创业平台，为同学们的创新创业搭建了更
新、更广阔的舞台。

在全球创业名校峰会论坛上，四川大学校
长谢和平表示，学校将联合全球校友，设立 10
亿元的同创众筹基金和异想天开基金。“学校
每年拿出 800 万元，鼓励和支持学生去自由探
索、去大胆尝试、去进行创新。”四川大学校
长谢和平这样说道。

今年 4 月 15 日，成都市与四川大学签署深
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共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提出将共建全国首个依托高
校的创新成果中心——四川大学天府创新成果
交易中心，支持科研人员携带成果在成都创办
科技型企业，共同设立“成都——川大科技成
果转化基金”。

记者在川大的课程表上看到，除传统的学
术型课程外，学校已有创新创业型和实践应用
型 课 程 2000 余 门 ， 社 会 实 践 型 课 程 1000 余
门。川大教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将努力
把创新创业型课程增加到 2000 门，同时建立了
一支由企业家、高管和创业者等构成的学生联
合培养导师队伍。在这支 1400 多人的导师队伍
里，有国外大学的教授，有知名企业的老总，
更有在成都创业的校友。

事实上，从 2010 年开始，川大就启动实施
了“探究式—小班化”课堂教学改革，把本科
新生编成 25 人左右的小班，鼓励老师推行启
发式讲授、批判式讨论，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讲授者”转变为“引
导者”。

2012 年，在川大读研的冯军帅和几名同学
一 起 投 身 创 业 。 在 2015 年 首 届 中 国 “ 互 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他和团队凭借
实唯科技物联网平台项目获得金奖。

冯军帅告诉记者，自己创业的转折点，就
来源于学校的一次创业大赛。作为一名工科学
生，原本他较少参与交流活动，但通过那次比
赛，他明白了需要去向别人讲清楚自己做的事
情，还要回答投资者的犀利提问，着实开了一
番眼界。

和冯军帅的感受一样，“乐乐医”的创始
人吴刚，也感激在学校的经历。他主创的“乐
乐医”患者诊后随访及慢性病管理平台项目，
也夺得同届大赛的金奖，而团队的主要成员都
是川大的医学博士。

“大学生创业，最缺的就是经历和经验。
学校要做的除了教知识，还得搭好平台。”川
大教务处相关负责人说，为了给学生提供创新
创业的“练武之地”，学校实施了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和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学校每年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 2500 余项，投入

资助经费达 1000 余万元；每年组织开展各级各类学科与创业竞赛 200 余
项；近 3 年来，学校已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论坛、学生科技节等 40 余项
创新创业活动，累计覆盖人数 3 万余人，孵化创业团队 750 余个。

“过去的大学教育认为，上大学应该当政治家、教育家、艺术家，对
于当企业家、办公司，大家好像并不是很认同。”谢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现在社会和高校不仅要鼓励学生当科学家，当政治家，更要鼓励
他们去创业成为企业家，引导学生用他们的知识、智慧、专业特长和高
科技成果去创业，去创办技术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大学生创业不存在失败，创业过程对大学生来说是人生宝贵财
富。”谢和平这样表示。

“一校一带”力促成果转化
马天琛是电子科技大学在读的二年级博士，同时也是一位坚持自己创

业梦的有志青年。在自己的不断钻研、合伙人的共同努力和国家创业基
金的帮助下，他创办的公司在三年内从初创到实现上市，成为全国高校
全职在校生创业挂牌上市“第一人”。

马天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确实是一个创业机会期。现在的
大学生如果想创业，场地容易找到，学业可以跟项目相关，还有各种资
金支持，更重要的是不必荒废学业。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期。”

他所在的电子科技大学，正是创业氛围浓厚、创业成果突出的学校。
今年 4 月 18 日，在“成都市创新创业产品”展示区内，一场羽毛球“人
机对战”在这里上演。由电子科技大学研发的羽毛球机器人一出场便吸
引众人争相体验，其球技与一般羽毛球爱好者不相上下。几个回合下

来，一些体验者便被机器人打败了。记者了解到，这个机器人已经完成
了“千人斩”，其灵敏度让体验者感觉相当惊讶。

“这是全球首款智能羽毛球机器人，由来自电子科大的机器人团队研
发。”据成都电科创品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CEO 黄山介绍，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9 月，80%的成员来自电子科大各届机器人研发团队。

从 2015 年 7 月份在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上“素颜”亮相，到 2015
年 9 月份注册成立公司，“成电智造”的“羽毛球机器人”现在已经开始
从“赛场”进军“市场”，年产值达 2 亿元。

从电子科技大学到成都高新区，从校园起步到园区孵化……几乎每
天，马天琛都会往返于电子科技大学与成都高新区，而这条路，正是成
都高新区与电子科技大学携手推进实施“一校一带”计划的物理空间距
离。

从去年 9 月开始，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与电子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大力实施“一校一带”计划，共建成都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根据双方签署的 《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联合打造电子科
技大学 （一校） 与成都高新区高校成果转化产业带 （一带） 融合发展的
创新创业示范区——“中国硅谷”。

据悉，双方将在八大领域构建长期校地战略合作关系，包括共建合创
空间，打造前孵化器、种子孵化器和加速器；共建总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
的新型产业技术研究中心；共建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共建新一代信息技
术领域的科研设备共享平台；共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合作开展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先行先试；合作成立高新——成电创新创业学院；共
同设立创新创业孵化基金，推动电子科技大学科技成果在成都高新区转
化。

校地协同打造智慧之城
今年 5 月 19 日，成都市与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合作，深入推进全面创新

改革。
双方合作的内容涉及开展科技成果“三权”改革实践、健全科技成果

转化制度体系、推动高校与本地企业深入合作、推动高校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共建天府金融产业国际创新中心、推动建设环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区等。

与此同时，作为成都科技双芯之一、环交大智慧城现阶段首个核心项
目——环交大菁蓉创业谷于今年 5 月 21 日正式开街。成都金牛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未来将通过引驻创投机构、集聚创新要素，将环交大菁蓉创业
谷打造成全国一流的创新要素集聚区，成为校地协同创新和先行先试示
范区。

2015 年 10 月，成都金牛区与西南交通大学开展校地合作，携手共建
“环交大智慧城”，在金牛区二、三环之间，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环高
校智慧经济圈。从此，成都构筑起了“南有科学城，北有智慧城”的科
技双芯格局。

“高校一直是最容易出科技成果的地方，但老师是做学术的，如果让
他们走向市场，促成科技成果转化，会很难。”采访中，成都市教育局的
一位负责人这样表示。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多年来，高校一直在寻求更多的途径来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开展。而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相关国内机构，它
们长期以来并未完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绿色通道、构筑起全流程的科
技成果转移服务。

面对这一问题，2015 年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办事处、四川省·大
学科技园联盟以及成都新秩序双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MNT”）
联合打造了“四川省·大学科技园联盟高校科技文化转移转化超市”。超
市的成果来源主要由 5 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7 个省级大学科技园以及其
它高校联合组成。

截至目前，高校科技园联盟提供给 MNT 科技成果超市的各类科技成
果数量已达 900 多项，一部分已在转化实施中，还有一部分正在对接市
场。“MNT 开启科技成果转化超市，就是要把他们从谈判桌前解放出
来，让他们专心科研，不必大伤脑筋。”四川川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赵虹这样说。

2016创交会

“高校元素”如何彰显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如何把握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趋势、让双创教育可持续，怎样推动高
校创业及技术转化，全球化又将为我们描绘一个怎样的高校创新创业生
态？

2016 创交会期间，来自全球各地的 500 多名重量级嘉宾齐聚成都，
共话创新创业趋势，共促交流合作共赢。12场高规格论坛、1场成果展
览、3场资源交易、2场创客大赛，组成了这次高水准、国际化的创新创
业年度盛会。而在高校和教育领域，2016中国·成都全球创业名校高峰论
坛暨第二届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校长论坛备受瞩目。

“没有一个国家能掌握世界所有知识，创新必须互通有无，这就需要
国际化。”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校长丹尼尔·赫什科夫维奇教授是此次论坛
的重要嘉宾。对于成都在加快国际化大都市背景下推进创新创业之举，
这位曾任以色列科技部部长的学者点赞称道，认为成都具有国际化明显
特征的创新创业浪潮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他以
该校主导的超级卫星创新项目为例说，该项目是宇宙探索领域的重大进
展、受到全球瞩目，而这正是得益于该校与美国、法国等高校的国际化
战略合作。

丹尼尔·赫什科夫维奇校长还表达了继续深化与在蓉高校合作的意
愿。他说，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巴伊兰大学与中国部分大学建立
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交换生奖学金名额为例，目前巴伊兰大学在中
国的交换生奖学金名额已由之前的不到10个迅速攀升到上百个。他表示
希望利用2016中国·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及国际研讨会等机会，进一
步深化与四川大学等在蓉高校的国际化合作关系。

除了全球创业名校高峰论坛，国际友城高校技术创新论坛还邀请到
丹麦VIA大学在内的11所外国高校的29名嘉宾以及四川大学、西南交通
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13所在蓉高校的25名代表出席论
坛。除主旨演讲和分论坛讨论外，本场论坛还包括一个重要环节——成
立“成都国际友城高校联盟”。联盟将本着“自愿平等、互信互利”的原
则和“协同创新、开放共享”的理念，推动友城高校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共享，支持成员学校相互开展学术研讨、师生交换、游学互访、合作办
学等项目。

几年前，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建了“成都创业学院”，打破原
有的“园区、社区、校区”互相固化的模式，构建全新的“创客＋众
创空间”。

从此，学院陆续把校内核心商业区的铺面从商户手中收回，免费
提供给学生开展创业实践。

成都创业学院采用“企业＋教育”模式，引进 10 家知名“创客”
企业，10 大主题“创客”部落，形成“教育、实践、孵化”一体的创
业生态环境，还举办各类“创客”沙龙，发展“创客”会员 400 余名。

杜伟是个“90 后”，今年才 25 岁，但已经成为“创客”三年多
了。他的公司主要经营影视广告业务，目前有 20 多名员工，年营业额
200 多万元。2013 年，杜伟和朋友一起成立了成都玖诚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开始接触中高端广告设计和动画制作。凭借好点子和不懈努
力，杜伟开始站稳脚跟，渐渐打开局面。

和杜伟一样，魏开宇创办的趣动体育主要采取体验的方式，让更
多人享受到体育的乐趣。“让体育运动不再枯燥，而是变得好玩起
来。”魏开宇说。

在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打造的“创客＋众创空间”里，像
杜伟这样的“创客”团队有 30 个，来自成都市的 15 所高校。不同专
业、不同学校的“创客”入驻在一个园区，年轻人可以自动对接资
源、抱团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土壤”。

“我们不是一味在培养老板，而是着眼长远，在培养全民的‘创
客’素养，培养‘人人都能当老板’的意识。”成都创业学院副院长
严光玉说，“创客”是一种素质，有这种素质的人，更明白商业规
律，理解企业运作的逻辑，内心深处埋下的是一颗创新的种子。

据悉，今年初，成都创业学院“创客＋部落”入选国家科技部火
炬中心第二批众创空间，并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管理服务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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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创业学院
——“创客”们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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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创业学院的SAP项目总结会。 资料图片

图为“菁蓉汇”创业比赛现场。 资料图片图为“菁蓉汇”创业比赛现场。 资料图片

图为来自电子科大的机器人团队研发的智能羽毛球机器人。 资料图片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秘书长孙宏斌主持会议。 王 波摄

2016年4月25日，李克强来到成都市郫县菁蓉小镇考察“双
创”情况。 资料图片

2016年4月25日，李克强来到成都市郫县菁蓉小镇考察“双
创”情况。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