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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光 谷 一 批 关 键 技 术 取 得 重 大

突破。

数据显示，1—8 月，东湖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累计申报专利 7676 件，同比增长

24%。办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2033项，技术

合同成交总金额 33.34医院。

日前，记者走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带你近距离“触摸”高新技术。

我国工作幅面最大的3D
打印机

开动一台“打印机”，点一下鼠标，几

个小时后，服饰、零部件甚至是牙齿就被

“打印”出来，这种童话般的现实将在光谷

出现。

今年年初，华中科技大学 3D 打印工业

园落户光谷，拟建一个大型快速制造中心，

集打印设备制造、产品加工服务和材料制

造于一体，适应市场需求。

1994 年，我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立体打印机”在汉诞生。次年，成立武

汉滨湖机电公司，转化 3D 打印技术，2000

年至今共卖出 200 多台 3D 打印设备，单价

在 100 万左右，提供了上万次“打印”服务，

每年销售额增长约为 15%。

今年 7 月，中共中 央 总 书 记 、国 家 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东湖高新

区考察时，对光谷的光纤通讯、3D 打印、生

物质能源等创新成果展示，进行了详细观

看。其中，就 3D 打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对企业嘱咐道：这个技术很重要，要抓紧产

业化。

得到肯定后，3D 打印联盟成立筹备会

已于 8月在未来科技城举行，东湖开发区有

关负责人说，3D打印，抱团发展，更有前途，

“花开”光谷，更要“结果”武汉。

全球首条万吨级生物质
燃油生产线

今年 1 月，阳光凯迪非粮生物质燃油

厂 在 武 汉 未 来 科 技 城 正 式 投 产 ，将 对 秸

秆、树枝、谷壳等农林业废弃物进行加工

转 化 ，每 年 生 产 1 万 吨 航 油 、汽 油 及 柴

油。这是全球第一条投入生产的万吨级

生物质燃油生产线。

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自 2004 年起，自

主研发生物质能化学热分解与费托合成技

术。8年来，投入 5亿多元研发费用，依托生

物质热化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从年产

百吨级液体燃料的小型试验和千吨级的数

值模拟实验，再到万吨级的商业化示范项

目建成，取得了超过 200 项专利和 3000 多

项专用技术。

据了解，目前，我国每年农林废弃物约

12 亿吨，除少量成为农户能源和加工业材

料外，约 8亿吨在田间被焚烧或腐烂。阳光

凯迪每生产 1 吨生物燃油，需消耗枝丫柴 3

吨或农业秸秆 4.3 吨。从理论上来说，如果

集齐我国农林废弃物，用“柴变油”方式产

出生物燃油，年产量可达近 2亿吨。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原油进口量约 2.71 亿吨，同比增长

6.8%，约占我国原油消耗量的 57%。业内专

家表示，随着“柴变油”普及，我国石油制品

或将陆续摆脱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全球首次商用可控制定
位胶囊内镜机器人系统

今年 3月，光谷生物城入驻企业安翰光

电公司发明的“胶囊机器人”，正式获国家

药监局注册审批投产。胃病患者吞颗“胶

囊”便可做胃镜，不再痛苦。

“胶囊机器人”在临床使用时，患者仅

需吞服一粒特制的小胶囊，医生便可通过

磁场技术，精确控制其在体内的角度和位

置，将一幅幅图片实时传出体外，供医生

诊断。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 8000 万人次接受

肠胃消化道检查，这款“胶囊机器人”可广

泛用于胃、食道和结肠检查，按 20%的总检

查量计算，有 1600万例使用胶囊内镜，市场

规模每年将达 100亿元，且未包括潜力更大

的体检市场。

安 翰 光 电 公 司 成 立 于 2009 年 ，由 三

位留美博士创立，是全球第一家成功研发

主动控制胶囊内镜机器人系统并商用化

的公司。

公司负责人陈鹏介绍，下一步公司还

将考虑让胶囊带上“药仓”，检测到肠胃疾

病时，打开药库释放药物，起到精准治疗的

功能。

预 计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该 公

司将分别实现 3000 万元、8000 万元、2 亿

元的销售收入。

我国首台万瓦连续激光器

经由一根绣花针粗细的光纤，释放出

的激光能量可焊接飞机、轮船。今年 4 月，

我国首台万瓦连续光纤激光器在光谷问

世，中国成为继美国后世界第二个掌握此

技术的国家。

该 激 光 器 由 武 汉 锐 科 研 发 中 心 制

造。虽然只有约两台冰柜叠加大小，它肚

子里却藏着 10 块“能量方”，每块 1100 瓦，

各产生一条激光束，10 条激光束再汇聚

到一根光纤，形成合力，最终产生 1万瓦的

强大能量。

国际上，光纤激光器越来越广泛应用

于工业造船、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军事

设备等领域。我国高功率光纤激光器长

期依赖美国进口，为打破垄断，两位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闫大鹏、李成率队，历时

一年研发攻关，终于掌握该技术的自主知

识产权。

目前，该技术已纳入明年的国家 863

计划。

光谷最新技术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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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新景象改革发展新景象··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巡礼之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巡礼之二
作为我国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东湖高新区

以领先全国的科技创新活力，激发无数人

的“光谷梦”，并让梦想落土生根。

“光谷标准”凸显“创新
驱动”高度

“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品牌，

三流企业卖产品”，这是当今国际产业分工

的流行趋势。能否参与国际、国家标准的

制定，是衡量企业和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

基本尺度，也是实现企业和地区效益最大

化的现实途径。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过多

年的培育发展，已经在很多领域走在了世

界前沿，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参与和主导

国际标准制定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在光

纤光缆部分领域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集团

主导了 3 项光纤光缆国际标准的制定，使

“光谷标准”所承载的“光谷创新”迅速传播

与推广，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光纤

光缆获得国内市场占有率 60%、国际市场占

有率 25%的佳绩。

2012 年，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主

导创制国际标准 1 项、国家标准 16 项。目

前，示范区累计创制国际标准 10项、国家标

准 200 多项；2012 年全年专利申请量突破 1

万件，增长速度超过 40%。研制出一批国际

领先、国内首创技术和产品，如国内首个互

联网业务感知和内容识别国际标准。

不久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

在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试点。

新型研究院：制度释放
创新能量

东湖高新区聚集了近百所高校和科研

院所、30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还有代表

亚洲光电技术最高水平的国家光电实验室。

然而，由于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之间

存在巨大鸿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仍未充

分释放能量。如何突破束缚，在鸿沟之上

搭建各方联手的平台，成为“光谷人”每天

思考的问题。

2009 年 6 月，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成

立，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中科院武汉分院、湖北省发改委、科技

厅以及凯迪控股等成为研究院的理事。

研究院的研究团队以“首席科学家＋

团队＋项目＋经费＋成果＋企业”的形式

入驻，并实行“遴选、竞争和退出”的运行机

制，根据业绩决定去留，享受高新区全面的

配套服务。

在这里，研究人员基本来自高校，大学

教师身份不变。项目申报专家委员会进行

评议后，选取科技水平高，市场前景广的项

目入住。研究院免费为其提供试验设备和

生产厂房。

“项目成功，教授就成了老总。项目失

败，他还可以回校任教。”东湖高新区科技

和创新局局长李世庭说，“研究院是试验

池，是一门新技术甚至一个好设想由实验

室走向市场的纽带。”

按照生物技术研究院的模式，东湖高

新区正在建设新能源研究院、光电子工业

研究院等多个新型研究实体，加快设立斯

坦福国际研究院光谷分院，承接硅谷产业

和人才的转移。

知识产权：中小企业“财
富秘籍”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知识产权专利越来

越成为激发创新活力的可贵科技资源。自

2001年以来，东湖高新区的知识产权专利总

量已达 22000件。最近几年，东湖高新区知

识产权专利都以至少40％的速度增长。

作为全国唯一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

区，东湖高新区在加快促进知识产权拥有

量增加的同时，积极探索知识产权与金融

的对接，将知识转化为财富。

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就是这样一个专

利融资与风险控制平台，创新型中小企业

可在该平台上实现专利质押融资贷款。专

利权、商标权、专有技术、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专有权等知识产权都可以在这里实现展

示、交易和融资。

早在 2008 年，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便联

手武汉市知识产权局东湖分局与中信银行

[-0.26% 资金 研报]、交通银行[0.00% 资

金 研报]、汉口银行、科技担保公司等金融

机构在高新区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

工作。武汉全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曾凭借

一件发明专利，从武汉农商行贷款 1 亿元，

创单件专利质押贷款金额之最。

为提高企业专利申请速度，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落户光谷。

投资 12 亿元的中心今年已经启动运转，

2017 年底前，年审查发明专利申请能力将

达到 11万件，企业不出园区便可享受“上门

服务”。

创业人才：光谷的“造梦师”

2008 年，武汉东湖高新区推出“3551 人

才计划”，用 3 年时间，重点围绕光电等 5 大

产业，引进和培养 50名左右科技领军人才、

1000名左右高层次人才。

为吸引海外人才，东湖高新区设立了

人才特区专项资金，每年投入不少于 1.5 亿

元，对引进的世界一流创新团队给予最高 1

亿元资助；对“3551 人才计划”入选者给予

60 万至 500 万元支持，其中对入选“千人计

划”者给予 300万元资助。

作为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光谷拥

有 60 名院士，30 万专业技术人员。许多来

光谷的创业者坦言：不仅冲着光谷的项目

来，更冲着这里的人才来。目前，光谷已

经投入人才专项资金 6.86 亿元，引进海内

外 创 新 创 业 团 队 1500 多个、高层次人才

4500多名。

科技金融：让创业插上
腾飞的翅膀

借鉴硅谷等地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有效

经验，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力推动

科技支行、风险投资等金融机构、投资机构

等的聚集。

来自光谷所在的东湖高新区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目前已有 21 家银行在该区设立

了分支机构，其中 13 家设立了科技（分）支

行，引导金融机构开展股权质押、知识产权

质押、信用贷款等创新性融资 240 多亿元，

成为国内科技支行最密集、创新型融资额

度最大的高新区。

同时，东湖高新区还引导股权投资发

展，培育和引进包括华工创投、联想创投等

知名风投机构在内的股权投资及管理机构

201家，资本总量 189亿元，带动社会投资近

500亿元。

在推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东湖高新

区现有上市公司 32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29

家，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四板）托管企

业 276家，挂牌企业 85家。

东湖高新区透露，促进科技与金融的

结合是东湖高新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

要工作。为此，希望筹建光谷科技银行，该

银行将类似于美国硅谷银行的模式。

创业活力：日均注册科
技企业12家

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需求，东湖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 2012年出台了“黄金十条”系列

新政，推动高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

短短一年内，已有 300多项科技成果在

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转化，平均每个

工作日有 12家科技类企业在这里注册。

2010 年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还出

台了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办法，开展

以商标、专利、标准等知识产权，作资入股

创办高新技术企业试点。

目前该区有 50 多家单位进行试点，股

权激励已成为该区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

的共识，有效激发了武汉科技人员创新创

业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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