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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国“双创”活动周河南分会场上，涌动的

人流纷纷驻足在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的展板前，他

们大多是初创小微科技企业创办人。这支基金非常

引人关注，原来其在募集后的不长时间里，已投资项

目 15个,并撬动社会资金近 7000万元，其中部分项目

还启动了新三板挂牌程序。财政投入杠杆效应在这

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转科技投入方式 解企业燃
眉之急

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由河南省财

政厅、科技厅及中原证券于去年 10 月共同设立。基

金首期规模 5 亿元，其中财政资金 2.5 亿元。与以往

成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有所不同，中原科创风险

投资基金更多地支持种子期和初创期的小微企业，是

河南省真正意义上第一支政府引导的天使投资基金。

成立一年来，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管理人中州

基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多渠道开拓项目源。除了采

取多方推荐、企业自荐等方式外，基金管理人通过筛

选直接对接项目 600 余家，通过市场化运作，完成了

从项目申报、选择到最后确定的全过程。获投项目最

高拿到了 2000万元的基金投资。

一年前，因为流动资金紧张，郑州大河智信科技

股份公司创办人、郑州大学副教授赵华东博士手握订

单焦虑不已。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 2000万元的投

资，不仅及时化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获投带来的变化

更让他惊喜：社会资本很快跟投 500 万元；团队和项

目入选郑州市“1125 聚才计划”，获得配套资金 1000

万元……

像郑州大河智信科技股份公司一样，受益于财政

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的高成长性公司和项目越来越

多。目前，通过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运作，多个获投

项目吸引社会投资近7000万元，部分企业已启动新三

板挂牌、IPO 辅导。农业综合开发股权投资基金 2015

年度财政出资2.5亿元，目前股权直投项目已实现新增

银行贷款2.7亿元，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超过1亿元。

财政资金基金化 助产业向
中高端迈进

像中原科创风险投资基金一样，将财政性涉企资

金由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政府把握

投资方向、对委托运营机构实施绩效评价，这是河南

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财政性涉企资金的分配，主要是通过

企业申请、政府主管部门和专家委员会审批的方式进

行。由于申请企业多，政府和专家无法对所有企业进

行详细了解，造成资金投入精准性不高、使用分散，且

往往是一次性单纯投入，无法实现杠杆放大效应，更

无法实现基金的循环滚动。

从去年开始，河南省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专业管理、市场运作”原则，采取“直接变间接、无偿变

有偿、资金变基金”方式，积极推进财政性涉企资金基

金化改革。目前，河南共成立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基

金、互联网+产业发展基金等 8 支省级财政性涉企资

金改革基金，总规模达 210.2 亿元。其中财政出资

42.5亿元，直接带动金融机构等社会投资 167.7亿元。

作为延伸，财政性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还采用了

子基金方式。如农业综合开发股权投资基金财政投

入 5000万元，撬动管理公司追加投资 6100万元，共同

成立子基金，有效放大了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引导作

用。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基金也即将与 4 个省辖市

政府合作成立子基金，引导地方政府推进财政性涉企

资金基金化改革。

河南省财政厅厅长朱焕然表示：“推行财政性涉

企资金基金化改革，不仅是当前实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促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举措，也是转

变政府职能、提升财政治理能力与效率的重要制度

性创新。”

河南财政投入“变脸”小微科技企业沐资本春风
□ 本报记者 乔 地

一家土生土长的周村化工

企业，也能引得数位中国工程院

院士亲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周村本土企业，研发的智能化造

纸机械，竟能填补我国造纸装备

制造业技术空白？新景表业生

产的“一最”（EZUI）智能手表，

上线仅 2 小时便完成 10 万元的

众筹目标；赫尔希公司正火力全

开，抢占国内植物胶囊市场这片

“蓝海”……

这一家家崭露头角的科技

创新型企业，见证了周村在深

化供给侧改革的博弈中走出的

一步“先手棋”。这个传统老工

业城市正在创新路上日渐树起

“领跑”的自信。

院士造访周
村本土企业背后
“中国工程院院士来周村

了，而且还不止一位。”院士造

访消息传来，一时让山东华安

新材料有限公司这家周村化工

企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小村镇上

的华安新材料，能引起中国工程

院院士胡永康、张生勇、陈芬儿，

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

晓宏、吕剑、张伟等众多行业翘

楚的兴趣呢？原来，目前华安新

材料已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

氟利昂替代品生产基地。通过

与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博士吕

剑团队的合作，华安新材料一举

打破国外对新型高效绿色制冷

剂的市场垄断。“这次院士和专

家能来到华安，是对我们企业的

充分肯定。”华安新材料总经理

段琦的话饱含深意。

新产品为企业赢得了新商

机。“目前公司已经与美国霍尼

韦尔、日本大金等国际顶尖企

业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美的、

海信、格力等诸多国内知名企

业也成为我们稳定的客户。”段

琦认为，技术创新和专业化发

展，是科技企业打市场的核心

竞争力。

智能压光机
问鼎世界

淄博泰鼎造纸机械有限公

司，本是周村一家名不见经传

的企业.是 2016 年市、区重大项

目名单的公布后，才引起业界

关注。

此前鲜为人知的淄博泰鼎，

一直作风低调，从不张扬，却在我

国首创造纸装备制造业分区可控

中高辊制造技术，自主开发出智

能化造纸机械——压光机。

作为提高纸面光泽度的专用设备，压光机是提

升纸业产品质量关键，然而受技术水平制约，国内造

纸企业长期以来只能使用国外进口的高价压光机。

面对这一窘境，泰鼎公司董事长诸葛宝钧和总经理

宋一贞带领技术人员潜心钻研 20余年，一举打破了

多年来外国企业对这一市场的垄断。

泰鼎公司研发生产的智能化压光机在技术含量

和配置等方面的多项关键技术指标都超过了进口设

备，而且在价格上也更具优势，这也迫使外国厂商把

中国市场上的产品降价 30%—40%。

智能手表见证供给侧改革

在周村，一款名为“一最”(EZUI)的智能手表在国

内某知名电商网站启动众筹。原计划10万元的众筹

目标，上线仅2小时20分后就已宣告完成，上线第四天

即获得近74万元众筹资金。这款智能手表的生产研

发者，正是周村本土企业——山东新景表业有限公司。

这家企业，从代加工机械表、石英表为主，到自

主研发生产智能穿戴设备，在顺应消费者需求，深化

企业供给侧改革的博弈中，走出了一步“先手棋”。

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如何在渐趋白热化

的市场竞争中快人一步、高人一着，成了任何企业都

不容回避的问题。“推进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加速

淘汰落后产能、市场出清，扶持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

发展，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全要素经济增长

率。”周村区委书记韩昆山的话一语中的。

以新景表业、赫尔希胶囊、萨菲尔晶体、磊宝锆

业等一大批创新成长性企业为代表，周村本土企业

在技术创新、装备提升、产业链延伸等领域频频“落

子”，将供给侧改革这盘“大棋”下得风生水起。也让

这个传统老工业城市在创新路上日渐树起“领跑”的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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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专家宋宝安院士从 2000公里之外的贵州

大学赶过来，“水土”专家康绍忠院士从 700公里之外

的中国农业大学赶过来，“花生”专家张新友院士从

500 公里之外的河南省农科院赶过来，“小麦”专家赵

振东院士从济南赶过来……四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不

远千里来到鲁西北小城高唐县只为考察一项“神奇”

的农业新技术。这项被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称为“为解

决我国粮油协调探索出一条新路子”的新技术已经在

国内玉米主产区河南、山东、河北、广西、四川、湖南、

吉林等省“落了脚”，三年的实验证明，它可以肩负起

“政府要粮、农民要钱、市民要鲜”的重任。

“种粮大户”宋效印的一笔账单

从 2014 年开始，菏泽曹县宋效印以“玉米/花生

宽幅间作技术”为模式连续三年扩大规模，从起初的

150亩扩大到了今年的 575亩，“明年还要继续扩大。”

宋效印是全国产粮大县曹县远近闻名的“种粮大

户”，向来信奉“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效益不引进”的

理念。前两年引进的这项技术让他实实在在尝到了

甜头。

面对科技日报记者，他盘点近三年的收获，算了

一笔账：“过去只种玉米，亩产最多能到 1200斤，一斤

玉米八九毛钱，一亩地毛收入 1000元左右；现在采用

这种新技术，每亩地能产玉米 1000 到 1100 斤，花生

300 到 350 斤，玉米能卖到 900 块，花生能卖到小一千

块，毛收入提高到 1900多元。”

新技术带来高效益，一份院士专家关于“‘玉米花

生宽幅间作技术’考察咨询意见”中提到，“通过玉米

花生宽幅间作……比纯作玉米亩效益增加了 500 元

以上。”

技术好不好，农民说了算

连续 7 年来，山东省农科院院长、“花生”专家万

书波带领团队走南闯北，在山东、河北、河南、吉林等

不同生态区开展小麦——玉米/花生种植模式大面积

试验示范，他们发现了一些秘密。

“通过压缩玉米株行距挤出宽带间作花生，同时

在种植模式、品种筛选、植保、农机配套等方面探索新

技术，可以形成机械化条件下的粮油均衡增产技术新

模式。”

这是一种什么模式？课题试验负责人张正研究

员提到了栽培模式方面的尝试：“高肥力地块适宜选

玉米/花生=2∶4模式，中肥力地块适宜选 3∶4模式；密

度：每亩玉米 4000株+花生 6400—7600穴……”

略显晦涩的术语中，蕴含着农业科研的特殊之

处。那就是每一次高产背后，既需要高产的种子和特

殊的种植技巧配合，也需要配套的化肥、农药革新，乃

至农机配套上的进步。这其中，科研人员需要不断刷

新多种技术的高度和深度，也需要一点点改变农民旧

有的种植习惯，做好推广。

这很难。但再难的科研“山头”，再高精尖的技术

攻关，最终还要落地到田间地头。

在高唐县梁村镇小李楼村的试验田里，“种粮

大户”李洪木向记者“推介”省农科院的新产品——

“玉米/花生宽幅间作一体化播种机”，“集‘翻耕、

玉米播种、花生播种’三位一体，具有作业效率高、

作业质量好，便于田间管理作业和机械化收获作

业等优点。”

打破“粮食怪圈”的出路

山东是粮油生产、畜牧饲养大省，但从 2000年以

来，该省的粮食种植面积却减少了 855 万亩，主要油

料作物花生的面积减少了 280 万亩。作为农业科研

人，他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山东作为粮食大省，连年增

产，玉米库存积压；另一方面每年却需要进口或从外

省调入数百万吨饲料用粮和榨油原料。

“缺粮、缺油、缺饲料，同时施肥过量、农药超标、

环境恶化让我们陷入了‘粮食怪圈’。”万书波说，“我

们科技工作者有责任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 7 年试验，山东省农科院创建的“玉米/花

生间作模式”已近成熟，且农机农艺初步实现了配

套，具备了大面积推广的条件。正值此时，2015 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

中，明确提出“在黄淮海区域大力推广玉米、花生

（大豆）间作套作”。

“玉米花生宽幅间作技术”一下子被推到了政策

的“风口”上，进入快速推广期。

玉米花生宽幅间作，种粮大户新选择
□ 本报记者 魏 东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刘涛）10月 22

日，“机收再生稻高产高效集成技术大面积示范与应

用”项目在湖北蕲春县通过专家验收。经现场测产，

机收再生稻再生季平均亩产 402.1 千克，这一产量在

国内属于领先水平。

再生稻种一次收两季，省工、省种、省水、省肥、省

药、省秧田、省季节、增产、增收、米质优，消费者青睐，

农民得实惠。然而传统再生稻生产模式头季需要由

人工撩穗收割、打捆搬运后脱粒。随着农村劳动力结

构改变和人力成本大幅度攀升，传统再生稻种植模式

在湖北等省推广面积逐年萎缩。

为解决这一问题，2009 年，华中农业大学以千人

计划特聘专家彭少兵教授牵头组建创新团队，持续开

展机收再生稻关键技术攻关研究。8 年来，他们筛选

了一批适用于机收再生稻生产的优质品种；革新与集

成了优质稻丰产调优栽培、机械化育插秧、优化养分管

理、病虫害综合防控、头茬机收促芽促苗、再生稻专用

收割机研发等技术；创建了机收再生稻高产高效栽培

技术体系并撰写了相应的技术规程和农民实用手册，

培训农技人员、种粮大户技术骨干和农民2万多人次。

农业部水稻产业体系首席专家程式华研究员表

示，单季稻改双季稻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再生稻的优势在于减少劳动力成本和农资投入，

华中农大的项目研究基本解决了再生稻机收的难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傅廷栋、陈温福、罗锡

文、张洪程、朱有勇，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农业部、

中国农科院、湖南、江西、南京等 13 个省市的农业专

家，认为机收再生稻高产高效集成技术模式符合国家

转方式调结构的原则和轻简化栽培的要求，取得了

“令人振奋的重大进展”。

机收再生稻高产高效集成技术“落户”湖北

科技日报讯 （记者胡左）为实现“先进技术入

蒙、高档产品进京”的合作共赢模式，10 月 31 日，京

蒙科技合作现代农业技术转移平台在呼和浩特市启

动运行。

在启动仪式上，内蒙古自治区生物技术研究院分

别与北京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联盟签署了平台共

建协议，与北京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航

天育种、种苗代繁战略合作协议，与中农绿康（北京）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微生物菌剂产品及配套技

术转移协议；内蒙古农牧业技术工程中心分别与北京

绿山谷芽菜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家庭园艺芽苗菜技

术及产品产业化技术转移协议，与北京易农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签署了基质栽培蔬菜高产技术转移协议；与

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昆虫信

息素为核心的绿色防控技术转移协议。

内蒙古作为距离北京市最近的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是北京

功能疏解、产业转移和成果转化的最佳承接地。据统

计，“十二五”时期，北京市与内蒙古进行科技合作的

单位有 180 多家，共转移转化科技成果 5327 项，技术

成交额 313.2亿元。

京蒙现代农业技术转移平台启动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晓军）由北京科技开发交流

中心主办的“2016 首都创新与协同发展国际论坛”近

日在京举行。论坛以“首都城市创新与区域协同发

展”为主题，从国际化视角出发，首次将京津冀、大莫

斯科两大首都城市群研究置于同一平台，开创性地对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大莫斯科发展战略”进行

深入研讨。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朱世龙介绍全国科技中心建

设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情况时说，北京加快通州

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将在 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

这将北京从单中心模式变为多中心模式，解决大城市

病的困扰。当前，北京聚焦推进交通一体化发展、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产业升级转移三大重点领域，

力争率先取得突破。因而要最大限度发挥好北京优

质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服务全国、服务周边的发展，

实现区域良性互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发展、

共同发展。

2016首都创新与协同发展国际论坛举办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记者近日获悉，中科

院沈阳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 7 家技术贸易单位荣获

“第八届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先进集体”，获奖数量居

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

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是我国技术市场领域

的最高奖项，此次获奖的 7 家单位在科技成果标

准 化 评 价 、技 术 合 同 交 易 、沈 阳 国 家 技 术 转 移 中

心建设等方面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了沈阳

技术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其中，特变电工沈变公

司 搭 建 了 成 果 开 发 — 成 果 转 化 — 成 果 转 移 的 转

化体系，每年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30 余项，年平均

创产值 25 亿元左右，成果分别应用到国家电网公

司 、南 方 电 网 公 司 、全 国 各 大 电 厂 电 站 ，2014 年 、

2015 两年共计完成技术开发合同签订 20 份，合同

成交总额 54.5 亿元，其中技术交易总金额 17.24 亿

元 ，技 术 交 易 额 得 到 逐 年 稳 步 增 长 ，取 得 了 显 著

的经济效益。

沈阳斩获 7项“金桥奖”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海滨）10月 20日，山西省科

技厅厅长张金旺在科技扶贫行动工作推进会上说：

“省科技厅从科技扶贫的产业技术集成和成果转化以

及科技能力提升，省农业厅从产业扶贫示范，省农科

院从项目支撑，省科协从社会力量组织，山西农大从

科技专家服务等不同侧重环节入手，形成全省科技扶

贫的强大合力，实现科技扶贫专家派得出，项目撑得

住，行动展得开，为打赢全省脱贫攻坚战提供强大科

技支撑。”

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山西省科技

厅联合各成员单位精心谋划、精心设计、精心操作，

制订了《山西省科技扶贫行动方案》和《山西省 2016

年科技扶贫行动计划》。确定了统筹整合全省农科

教资源面向 58 个贫困县的科技扶贫三大工程：科技

特派员创新创业工程、科技扶贫培训工程、农村信息

化服务工程。构建星创天地、产业技术转化引导、科

技精准扶贫示范、科技人才技术培训、技术信息服务

五大平台。

山西：科技扶贫形成合力攻难关

青岛，这座承载百年制造业基因的中国名城，改革开放后哺育了一批像海尔、海信等全球级制造业明星企业，如今又开启了
以创新引领发展的新航程。图为位于青岛市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青岛海洋装备生产基地。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乔地）10 月 25 日，河南省科

技金融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河南省

科技厅与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中国银行河南省分

行、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中信银行郑州分行、中原

银行、郑州银行 6 家“科技贷”合作银行签署了科技

金融战略合作协议。这 6 家银行计划未来 3 年内累

计向该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 1720 亿元的授信支

持，其中“科技贷”业务授信支持 170亿元。

根据“科技贷”业务规定，合作银行为已在河南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库备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贷款实物资产抵质押不高于贷款金额的30%，贷款利

息不超过同期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息1.3倍。当业务

发生实际损失后，河南省科技信贷准备金可给予不超

过60%的损失补偿，单笔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河南设立170亿元“科技贷”支持中小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