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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历史悠久，这个以艺术闻

名于世的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实力亦不容小觑。中国

与意大利的交往源远流长，在古罗马时期，凯撒大帝

穿着中国丝绸长袍去看戏并引起全场钦羡。把目光

转移到当代，我们不难发现，今天中意两国包括科技

在内的交流合作同样可圈可点，精彩纷呈。

日前，由中国科学技术部和意大利教育大学科研

部共同主办，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承办的第六届

中意创新合作周成功举办。

本届合作周以“中意携手，创新共赢”为主题，聚

焦航空航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生物医药与生命科

学、农业与食品质量安全、创意产业与设计、青年学者

创新创业等多个中意创新合作的关键技术领域、创新

创业的核心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的对接研讨。“由中意

创新论坛发展而来的中意创新合作周是两国创新合

作的品牌活动，增强了双方企业合作的信心，切实促

进了一批合作项目落地。”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人如

是表示。

当下，中意科技合作俨然成为两国交往的重

要组成部分。国际化的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进步

的坚实支柱。加强中意两国科技创新合作，有助

于促进和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社会和经

济协调快速发展。

多地联合举办结硕果

在本届合作周上，意大利近 135 家机构的 200 余

位代表携带 205 个项目来京，与来自北京、天津、河

北、安徽等 12 个省市的 200 余家中方机构代表进行

510余项次的项目对接，达成 150余项合作意向。

在活动开幕式上，《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与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合作谅解备忘录》、《成

立中欧微纳卫星联合研发中心合作意向书》、《中国宏

泰发展与意大利阿维奥国际集团关于石家庄栾城区

航空工业投资项目合作备忘录》等五个重点合作项目

进行了现场签约。

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中意创新活动周以北

京 为 主 会 场 ，把 国 际 资 源 对 接 辐 射 到 重 庆 、上 海

等兄弟省市。

山城重庆作为一个拥有超过 3000 万人口的直辖

市，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最为重要的西南重镇，

也是“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项目落

地、联合研发，还是技术转移，重庆都是国内外企业和

科技机构的首选地之一。2014年 4月，北京与重庆市

签署了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建区域科技创新体

系，实现科技资源有效利用和共享。之后，两地建立

了“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京渝合作站”、“北京技术市场

京渝服务平台”，依托北京的科技资源优势和重庆的

地缘优势、资源禀赋，广泛开展技术、成果、项目、人

才、科技条件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京渝两地共同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增强双方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作为本次中意创新合作周的分会场，重庆峰会

共签约重点项目 14 个，涉及技术转移、物流、环保、

教育等多个领域，现场对接 120 次，初步达成 38 项

合作意向。

除了在空间地理方面的多地联动外，本届合作周

还通过高端论坛、分领域圆桌会议、项目对接、创新成

果展览展示等多种形式，促进中意双方展开深入交流

与务实合作。这样一种形式丰富多地联合的做法自

然结出累累硕果，成果的取得，自然是北京市国际科

技科技创新合作合理布局的结果，其中，“中意技术转

移中心”就是重要一环。

产生品牌效应的“先遣军”

意大利是最早与中国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

定的西方国家之一。自中意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1978 年签署以来，中意科技合作规模逐步扩大，已

成 为 中 意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2010 年 11 月，我国科技部与意大利公共管理与创

新 部 签 订 了 关 于 共 建“ 中 意 技 术 转 移 中 心 ”的 协

议。2011 年 4 月，北京市科委与意大利创新技术推

广署签署协议，根据科技部整体布局，依托北京市

优势资源，整合中意两国相关机构，联手共建中意

技术转移中心。

中意技术转移中心不断完善两国政府间官方科

技合作和技术转移机制，促成了一大批中意科技合作

和技术转移项目。五年多来，组织双方 1000 多家企

业进行 3500 多项次技术对接，达成合作意向 500 多

项，促成近 80个合作项目在国内落地，累积创造社会

经济效益增值近 47 亿元人民币。并以此为基础形成

中意创新合作周品牌活动。

除了中意技术转移中心，北京市还承建了中

韩企业创新合作中心、北京—安大略科技创新合

作中心以及北京—特拉维夫创新合作中心等跨境

合作中心。而正在建设的亚欧科技创新合作中心

则将北京的科技创新推上更高的国际平台。亚欧

科 技 创 新 合 作 中 心 以 亚 欧 会 议 53 个 成 员 国 为 发

展 对 象 ，推 进 成 员 国 联 络 处 建 设 ，搭 建 线 上 对 接

系统，为成员国的创新主体寻求交流合作和技术

转移提供服务，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

供科技支撑。

据了解，亚欧科技创新中心已落户北京。进一

步，北京市科委还将指导成立“亚欧科技创新合作技

术示范基地”。“示范基地”将梳理亚欧会议框架下现

有合作伙伴，整合中韩企业创新合作中心、中意技术

转移中心等亚欧现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及平台，通

过引进亚欧发达国家的优秀科技创新主体，以展览展

示的形式促成亚欧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创新资源的汇

集。“示范基地”将同时具备会议活动、项目对接、孵化

功能。

亚欧科技创新合作中心将会完善和实现信息共

享平台、完美对接平台、配套服务平台及企业创新孵

化器“三平台一孵化器”的功能模块作用，提供项目、

人才和机构等落地的支撑服务工作等作用。未来，中

国与意大利之间的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将会继续带动

亚欧各国之间交流合作活动的开展，也会推动北京起

到引领全国共同开展国际合作的作用。可以说，中意

技术转移中心是一支“先遣军”，并已经在中国全面开

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和国际技术转移的进程中产生

初步的品牌效应。

政府引导打造合作升级版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技创新，更加需要开放合作，更

需要加速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必须把创新摆在国

家 发 展 全 局 的 核 心 位 置 ”，并 明 确 了 科 技 创 新 工

作 战 略 重 点 。 北 京 作 为 首 都 ，科 技 资 源 丰 富 ，又

提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这要求北

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和全国创新发展。未来

北京将如何利用科技创新和国际化资源优势，发

挥“ 全 国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和“ 国 际 技 术 转 移 枢 纽 ”

作用，引领全国各地的创新驱动发展成为科技工

作的一个重点。

北京文化底蕴深厚，国际交往密切，创新资源优

势明显。在中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

中，北京坚持创新，坚持开放，在科技领域上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科技资源和创新水平不断提升。截至 2015

年 6月底，北京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万家；科

技型企业超过 33万家。2015年上半年北京地区技术

合同成交额 1239.8 亿元,同比增长 6.1%；中关村示范

区企业总收入 1.59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此外，北

京技术市场对外省市的辐射量大、面广、支撑度高，北

京技术 50%以上辐射到京外省市，覆盖中国全部地级

以上城市。

与此同时，北京具有雄厚的人才基础和丰富的科

技成果资源，人才总量足、密度大、价值高，创新成果

众多。近年来，北京涌现出大批重大创新成果和创新

领军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资源最为密集的地

区之一，可以说，北京已经具备了成为全球创新策源

地的良好基础。

“科技创新是创新战略的根本，是全面创新中最

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创新，也是最困难、最具挑战

的创新。在这样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我们更应该踏踏

实实搞创新、实实在在促合作。瞄准我国在“十三五”

时期亟须突破和发展的科技领域和创新方向，与国际

上的合作伙伴开展深入合作。”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中意两国通过中意技术转移中心建设及中意创

新合作周平台搭建，有效推动了企业之间的科技创新

交流和深入合作，极大促进了两国科技领域的共赢发

展。两国在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已有良好合作的基础

之上，双方未来的科技合作关系还将继续蓬勃发展，

中意创新合作有更多的期待。北京市科委相关负责

人对于未来满怀信心：“下一步，北京市将努力做好辐

射带动作用，以开放创新思路为指导，建设全球技术

转移枢纽，带动并不断优化当地原有生产要素，最终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北京科技创新的“国际范儿”
——中意科技创新携手续写新篇章

本报记者 吴佳珅

近年来在北京市科委总体安排部署下，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金作为首都基础研究的重要推动者，深化落

实科技体制改革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紧密围绕构筑北京高精尖产业结构，大胆探索、积极

布局，在推动企业成为产业转型升级排头兵方面进行

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为企业开展前沿研究敞开大门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率先制定相关政策，以立法

形式明确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可作为北京市基

金依托单位，并鼓励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与企业

的科学技术人员联合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截至 2015

年 11 月，在北京市基金注册依托单位中有企业 147

家，已占到注册依托单位总量的 28%。企业已逐渐成

为北京市基金工作体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

北京市基金宏观引导下，企业申报基金项目的数量和

质量也逐年提高，2016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共收

到来自企业的项目申请 189项，是 2015年度申请量的

1.5 倍。这些申请主要集中在特大型城市建设、环境

治理、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项目深度

关注行业领域发展面临的重大需求，充分体现了企业

以核心科技抢占未来市场先机的迫切意愿。

此外，北京市基金尝试同企业开展联合资助试

点工作模式，围绕行业关注的具体科学问题开展基

础研究工作。随着 2013 年同首农集团成功设置面

向母婴健康和乳品领域的北京市基金——三元联合

资助试点以来，北京市基金联合试点工作受到了来

自各方企业的深度关注。据悉，轨道交通、智能硬

件、生物医药等行业的多家企业主动同北京市基金

联系，纷纷表示希望围绕行业重点关注领域，共同支

持前沿研究，破解行业发展瓶颈。

助力企业实现技术储备和革新

新常态下，北京面临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工作压力

和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重要任务。如何提高企业

科技研发水平，实现从“北京制造”到“北京创造”的战

略转变，促生首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实现产业成

功转型升级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面对难题，北京市

基金依据企业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逐步提升

其研发创新能力。

对于承担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功能的转制院所，北

京市基金积极引导其不断开展前瞻性创新研究，如资

助烁光特晶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新型 LED 材料先期预

研工作。在北京市基金项目“新型铝酸镁荧光透明陶

瓷的制备及其在 LED 中的应用研究”支持下，企业研

究人员致力于开发能应用于白光 LED 封装的荧光陶

瓷，通过对荧光粉的光学、热学、力学特性研究，形成

了新的荧光粉涂覆工艺技术，并将其成功用于白光

LED的封装，在提高发光质量的同时降低了荧光损失

并有效缓解了 LED 的发热问题，为 LED 在高温、高冲

击等环境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途径。项目研究成果解

决了当前白光 LED 封装领域存在的难题，制备的新

材料已初步投入生产，若能成功应用市场，将显著改

善当前大多 LED 用有机硅材料依赖进口的现状。该

技术工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拓宽 LED 应用

范围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竞争力，也将为 LED 封装产

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助力。

对于研发服务型科技企业，北京市基金重点支持

其研发平台建设，如资助北京华大蛋白质研发中心

有限公司开展高效转基因检测技术研究。企业研究

团队在北京市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单链抗体的可视

化转基因植物抗体芯片研究”支持下，通过对 20 种

蛋白质相关的 300 多株单克隆抗体细胞株进行筛选

和配对分析，引入了可以改善检测效果的银增强技

术，实现了在一张芯片上同时对 9 种蛋白质进行定

性和相对定量检测，极大地提高了检测的效率。在

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又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

术和免疫技术相结合，建立了 PCR-免疫胶体金检

测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检测灵敏度，简化了检测过

程。在华大蛋白科技创新链条中，关键技术创新研

究工作的顺利开展不断增强了其在转基因检测方面

的行业竞争优势。

对于发展初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北京市基金更

多关注企业的新产品研发工作，如资助北京科润维德

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布氏杆菌病特效药研究

工作。在北京市基金项目“治疗布氏杆菌病的新型药

物研究及其作用机理研究”支持下，企业研究人员在

国际上首次成功制备抗布氏杆菌药物，形成 7项国际

发明专利授权和 2项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同时建立了

新药快速设计研发平台，大大缩短了针对细菌、真菌、

病毒等病原体新药候选药物的设计，有效提高了企业

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新药研发水平，为企业的快速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关注行业前沿和新兴领域

北京市基金积极关注行业前沿发展和新兴 领

域培育中面临的科学技术难题，不断通过营造创

新 环 境 、强 化 协 同 创 新 、完 善 科 技 服 务 体 系 等 手

段积极发挥基础研究的前瞻和源头作用。首先，

北京市基金在项目指南编制中邀请相关企业参与

出题目、出方向、出要求，切实将行业共性需求纳

入基金工作部署，为相关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源头

保障。其次，北京市基金在项目组织、评审、验收

等各关键环节，邀请行业专家参与，通过企业视角

审视研究项目的价值，满足行业对科技的精准需

求。此外，北京市基金还充分调动科研院所、高等

学 校 等 同 企 业 开 展 合 作 ，重 点 围 绕 新 材 料 、新 能

源、下一代通讯技术等产业领域的前沿技术，积极

培育支撑重大产业技术的突破性基础研究成果，先

后有“5G 大规模虚拟天线阵列无线信道建模研究、

LTE-Hi 基带芯片研制、无线传感器用纳米摩擦发

电机自供电模块开发、大规模先进压缩空气储能

系统研发与示范”等一系列源自高校院所的基金

项目成果同相关企业开展联合攻关，并得到了北

京市科委科技计划的后续支持，实现了基金成果与

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

在今后的工作中，北京市基金将充分发挥导向作

用，调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引导和支持企

业开展基础研究，促进企业提升原创能力，为构建北

京高精尖经济结构夯实基础。

培育高精尖产业结构的排头兵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前沿研究

科 闻

颁发“中意科技创新合作贡献奖”

项目对接活动现场 项目签约仪式

可持续发展与智慧城市专场 中外代表交流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