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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

统研究所成立。同年 8 月，北京协同创新研

究院成立；2015 年 8 月，北京大数据研究院

成立；2017 年 3 月，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院

成立；2017 年 6 月，中国科技大学“1+2”协同

创新平台成立……虽然它们的名字各不相

同，但却有着共同的属性——中关村新型科

研机构。

在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看来，这些

新型科研机构虽然具体做法不一样，却具备

四个共同特征：紧抓源头，瞄准应用，打通链

条，集聚要素。通俗来说，就是“背景”深、“眼

界”高、“门路”通、“资源”广。

冲破创新市场“两张
皮”，高效“黏合”产学研资
各链条

由北大、清华、中科院等 14家学术单位共

同组建，采取高校院所、企业及社会资本有机

“黏合”的发展模式，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刚

一成立便崭露头角，快速填平了横亘于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间的“资本鸿沟”。

为保证研究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或先进

水平，研究院在硅谷、香港设立了分院，遴

选来自斯坦福、伯克利、港大等世界一流学

术机构的一批顶级科学家，就地开展高水

平研究。

研究院成立以来，累计启动科研项目 134

项，已有 92个项目成果实现转化。其中，美国

分院启动的 12 个项目，已有 3 个项目完成研

发并转移到北京，且将在 1—2年内完成研发，

进入产业化阶段。

这一切要归功于该院打造的专属机构和

多元化投资体系。

由相关大学和企业按照行业组建的协

同创新中心确保了专业性，而由其成员共同

出资设立的包括知识产权基金、协同创新子

基金、银行融资及社会投资等在内的 30 多亿

元“资金池”使研究院的资金体系覆盖了全

创新链。

事实上，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的案例并

不是个案。 （下转第三版）

从技术“输血”到创新“造血”
——中关村新型科研机构为北京建设全国科创中心添活力

张 涛 本报记者 李建荣

8 月 19 日 下 午 ，连 绵 阴 雨 的 拉 萨 短 暂

放晴。

在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拉萨部，参加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仪式

的科研人员、青年学生和保障人员全体沸腾

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刘 延 东 在 启 动 仪 式 上 宣 读 了 习 近 平 的 贺

信，宣布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

究启动。

将走进“亚洲水塔”的
核心阿里地区

五支科考分队、上百名科研人员在拉萨

集结，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河湖源综合科

考。这是继“江湖源”之后，第二次青藏高原

综合科考 2017年实施的第二个考察计划。

“青藏高原的变暖幅度是全球平均值的 2

倍，将会怎样威胁‘亚洲水塔’？我们需要了解它

的变化过程，提出应对方案。”中科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所长姚檀栋院士介绍，此次“河湖源”科考队

将走进“亚洲水塔”的核心地带阿里地区。

阿里地区是亚洲几条大河的发源地：狮

泉河下游为印度河；象泉河流入印度河；马泉

河下游为雅鲁藏布江；孔雀河流入尼泊尔，注

入恒河。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源区统称

为“三河源”。

“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我

们要在雅江源头杰玛央宗冰川的末端，建立一

个大本营，对冰川物质平衡、冰川融水以及雅江

上游的径流进行详细观测。”中科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研究员邬光剑是本次河湖源科考“冰川分

队”队长，他们这次主要围绕杰玛央宗、纳木那

尼和古里雅三大冰川区开展野外工作。

除了考察冰川与环境变化，各科考分队

还将分别考察“河湖源”湖泊河流与环境变

化、流域水文气象、土地资源变化与区域发

展，以及生态与生物多样性变化情况。

年内，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还计划

实施中巴经济走廊综合科学考察和南亚陆路

通道综合科学考察。

涉及泛第三极地区的
5个区域
“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开展的第二次青藏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即将启动，标志着青藏高

原的生态保护和科学研究迈入新的发展阶

段。”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在启动仪

式上说。

从刘延东副总理手中接过“第二次青藏

高原科考旗帜”，“总队长”姚檀栋感到肩负的

使命又重了些。 （下转第三版）

“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研究启动
本报记者 杨 雪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艳）8月 18日，“科技

支宁”东西部合作推进会暨宁夏沿黄科技创新

改革试验区建设启动会在银川召开。会上确定

东西部科技合作首批签约项目达104个。科技

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宁夏自治区党委书

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志刚说，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赴

宁夏视察工作时指出，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

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欠发达地区可以

通过东西部联动和对口支援等机制来增加科

技创新力量，以创新的思维和坚定的信心探

索创新驱动发展新路。习近平总书记还勉励

西部地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同样可以拔得头

筹、占得先机，实现弯道超车。这次会议是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加强东西部科技合作，支持宁夏增强科技

创新能力的重大行动，是推进区域科技创新

合作，促进区域平衡协调发展的模式创新。

王志刚强调，推进“科技支宁”一定要以

提升宁夏科技创新能力为主线，改变传统对

口支援“输血”的做法，探索提升欠发达地区

“造血”功能的新模式。

王志刚表示，2008年以来，科技部支持宁

夏实施科技项目900多项，累计安排经费12亿

元，有效支撑宁夏的创新驱动发展。在新的历

史时期，推进“科技支宁”要把握好重点。首先

就是要不断完善“科技支宁”的长效机制，推动

更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其中。他提出，

要把沿黄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作为东西部科

技合作的主平台，鼓励科技人员、大学生来宁

夏创新创业，形成“顶天与立地”“重点与全面”

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格局。

王志刚：“科技支宁”主线是提升创新能力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垠）美国夏威夷时
间 8 月 18 日 22 时（北京时间 8 月 19 日 16
时），“向阳红 03”科考船开启大洋第 45 航次
科学考察的第二航段任务，奔赴东太平洋中
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多金属结核勘
探合同区，开展地质调查，继续扩大多金属结
核控制资源面积。据悉，二航段还将同时开
展海洋生物、海洋水文与气象、海洋化学等多
学科综合调查。

第二航段起航前，全体科考队员和本报
驻船记者刘垠（前排右一）在科技日报报旗前
合影。 兰圣伟摄

“向阳红03”

向科技日报读者致意

科技日报讯 （记者朱彤）新疆畜牧科

学院兽医研究所所长黄炯站在主席台上，

和他的同事领取 3 个成果转化带来的 778

万元奖金，分配比例占总收益的 74.6%。

这是去年新疆出台“科技九条”之后，当地

科技人员享受到的“政策大红包”。

在 8月 18日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现场交流推进会

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艾尔

肯·吐尼亚孜，新疆科技厅厅长张小雷，见

证了这一时刻，为他们点赞。

在此之前，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

所研制的“棉花花总黄酮片”与新疆维吾尔

药业签订 2000 万元转让合同，第一批 400

万元已分配，360 万元奖励给研究团队，分

配比例达到 90%。

据悉，目前新疆已有 4 项科技成果实

施了转让收益分配，涉及金额 3100 万元，

包括新疆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研制的

“吡喹酮咀嚼片”“口蹄疫 O 型、A型和亚洲

1型三价灭活疫苗”等 3项自主研发成果和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研制的“棉花花总黄

酮片”成果。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制约瓶颈，去

年 9 月，新疆科技厅联合组织部、人社厅

等出台《关于激发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

创 新 活 力 促 进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的 若 干 政

策》，其中规定：将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

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重大

社会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转化使用权、

处置权和收益权，全部下放给科研机构，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所得收入全部留归单

位，纳入单位预算，实行统一管理，处置

收入不上缴国库。

新疆“科技九条”，将科技成果转化的

“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给

科研机构，赋予了科研单位更大的创新自

主权，支持科研人员有成果性收入；支持科

研人员兼职兼薪，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

比例提高到 70%，高于国家这一政策规定

（50%）。

这一利好，极大解除了制约科技成

果转化的制度束缚。一石激起千层浪，

新疆畜牧科学院明确技术服务视同成果

转化，从净收益中可对服务人员和完成

单位进行奖励性分配，并将个人（团队）

分配比例提高到 75%。新疆理化技术研

究所规定：对于科技成果收益净收入，科

技成果完成团队可提取的比例为 50%至

90%；对于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所占股份，

科技成果完成团队可提取的比例为 50%

至 80%。

针对新疆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从事

成果转移转化的队伍尚未形成的现状,为

总结阶段经验、巩固成果，探讨进一步完善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建议和思路，18

日召开的推进会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是打

通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最后一公里，要不断

优化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强化企业创新

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

断激发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活力，健全完

善人才激励机制，让科技成果更有效地服

务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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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实习生邓凯月 记者张晔）
海平面上升是地球生物的灾难吗？记者日前

从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中美学

者研究发现，奥陶纪海洋生物大爆发或与海平

面上升有关。这一重大发现，将有助于进一步

探究生物多样性与地球环境变化的关系。

4.85 亿年前的奥陶纪海洋生物大辐射事

件是地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生物大爆

发。大爆发中，较低的生物分类单元属和种

多样性大量增加。海洋生物种类数目是寒武

纪时期的 3倍。但大爆发的原因一直未解。

在中、晚寒武纪至奥陶纪时期，位于我国

秦岭以南的扬子台地，曾是适于生物生存的

浅水台地，也是研究奥陶纪海洋生物大辐射

事件的重要地区。在奥陶纪中期，扬子台地

发育过一次台地淹没事件，并恰好发生在华

南奥陶纪生物大辐射的第一次高潮之前。

该团队对湖北省松滋市刘家场镇响水洞

地质进行剖面采样发现，由于海平面上升，台

地边缘地区原有的呈泥粒、颗粒状的灰岩受动

力因素影响逐渐沉积，被富氧的紫红色泥质灰

岩所替代。同时，在台地内部，处于同一地质

时期的碳酸盐岩和碎屑岩混合慢慢沉积，并覆

盖在原有的灰岩地层上。随着台地逐渐被淹

没，这种紫红色、含氧量高的泥质灰岩沉积覆

盖整个台地，氧化的同时，将原有的台地地形

“改造”为较为平缓的斜坡，增加了不同的生态

位，为相关生物提供了生存活动的空间。

研究成员栾晓聪说，海平面上升，使得紫

红色瘤状泥质灰岩堆积，缓坡形成，加之岩石

碎屑涌入，为不同种类生物的生存提供了适

宜的环境条件。这一推论，与华南奥陶纪生

物大辐射的第一次多样性峰值相吻合，印证

了生物多样性与海平面上升具有联系。该研

究成果已于近期发表在国际古生物期刊《三

古》杂志上。

海平面上升或导致最大规模生物爆发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0日电 （记者矫
阳）20 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消息，全国

铁路将于 9 月 21 日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在部分线路增开客货列车。届时，“复兴

号”动车组将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 350 公

里时速运营，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

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届时，京沪全程运行

时间在 4个半小时左右。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复兴号”是按照时速 350 公里运营研发

制造的中国标准动车组，集成了大量现

代高新技术，其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

以及节能环保等性能有较大提升。今年

7 月，“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开展

了 时 速 350 公 里 实 车 、实 重 和 实 速 检 验

检测、可行性研究和运营安全评估，组织

专家进行了评审咨询。通过全面系统的

科学论证和综合评估，表明京沪高铁满

足 按 设 计 速 度 350 公 里/小 时 运 营 要

求 。 从 9 月 21 日 起 ，铁 路 部 门 将 安 排 7

对“ 复 兴 号 ”动 车 组 在 京 沪 高 铁 按 时 速

350 公里运行。

我高铁商业运营速度世界最高

科技日报讯 （记者唐婷）在全球创新版

图上，中国排名第几？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能打多少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8日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2016—2017》

和《中国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6》给出答

案。前者显示，世界创新格局基本稳定，在 40

个参评国家中，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

比上年提升了 1 位，继超越澳大利亚之后，又

进一步超越比利时，位居第 17位。

“这表明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继续稳步提

升，从国家创新指数得分及排名变化趋势看，

中国创新能力提升前景仍十分乐观。”在中国

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夷山看

来，中国创新资源投入持续增加，创新能力发

展水平大幅超越了其经济发展阶段，突出表

现在知识产出效率和质量快速提升、企业创

新能力稳步增强等方面。

根据国家创新指数评价结果的比较分析

发现，40 个国家可以划分为三个集团。武夷

山指出，综合指数排名前 15 位的第一集团国

家主要为欧美发达经济体，均为公认的创新

型国家；第 16—30 位为其他发达国家和少数

新兴经济体，属于第二集团，相互竞争最为激

烈，中国已处于这一集团的领先位置；第 30位

以后多为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集团。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统计与

分析研究所副所长玄兆辉介绍，《中国企业创新

能力评价报告2016》是国家层面首次对中国企

业总体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的成果。该报告显

示，我国企业总体创新能力稳步增长，2014年较

2011年增长 23.4%，创新优势逐步由规模向质

量转变；少数企业已进入全球创新型企业前列。

中国国家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 17位

8月19日，“大国重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摄影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
馆开幕。图为影展上展示的我国可燃冰开采平台图片。 本报记者 洪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