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获悉，去年郑洛新三市新增创新引领型企业 1713 家，占全

省新增总数 66.5%；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8.26 件，是全省平均水

平的 2.8 倍；技术合同交易额达 67.4 亿元，占全省 90%。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41.3%，高于全省 6.3 个百分

点。这意味着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实力提升明显、引

领带动作用在持续增强。

自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以来，河南省科技厅聚焦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郑洛新协同发展，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

合，使郑洛新自创区创新主体不断壮大。

河南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说，2018 年郑洛新自创区将围绕建

设中西部科技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全面提升自创区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在体制改革方面，将会明确管理权限下放清单，建立直通

车制度，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激发自创区创新

活力；进一步完善创新引领型企业、机构、人才、平台“四个引领”建

设，在支持政策、支持力度上力求突破。在重大项目建设方面，大

力推进生物育种中心、超级电容、工业 CT、可见光通信“四大项目”

建设，省市联动启动建设四大高水平研究院，组建中原产业技术研

究院，加快重大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培育自创区战略新兴产业。在

空间布局方面，初步建立“3+N”空间布局框架，赋予其先行先试政

策权限，充分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在标志性工程建设方面，将

重点抓好郑州中原科创谷、洛阳军民融合产业园、新乡汇智协同创

新谷建设，打造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 （记者乔地）

郑洛新自创区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8.2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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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台

秀成果

我国技术市场发展呈现怎样的趋
势？技术交易总体呈哪些特点？技术
转移和成果转化还面临哪些难题？1月
22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走访了科技部
火炬中心技术市场管理处副处长陈彦。

陈彦是日前发布的《2017 全国技
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的主要执笔人之一。《报告》对
2016年度全国技术合同签订及执行情
况、知识产权、技术领域等情况等进行
了深入分析。

“科技含量不断增加，技术交易的
量和质同步提升，是我国技术市场发展
的主要趋势之一。2016年，技术合同
成交总额中扣除仪器设备、原材料等购
置费用后的技术交易额占比 74.12%，
可谓是‘干货满满’。”陈彦表示。

本报记者 唐 婷

《报 告》显 示 ，2016 年 共 成 交 技 术 合 同

320437 项，成交总额为 11406.98 亿元，平均每

项技术合同成交额为 355.98 万元，同比增长

11.16%。这是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额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大关。

与此同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社会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比重大幅上升，由 2015

年的 69.41% 提高到 72.76%，提高了 3.35个百分

点。1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技术合同成交 10658

项，同比增长 11.15%；成交额为 8732.63亿元，同

技术合同成交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

从交易主体来看，企业依旧是主体中的“主

体”。2016年，企业输出和吸纳技术成交额分别

占全国的 86.63%和 76.91%，在技术交易中的主

体地位显著增强。

与 此 同 时 ，高 校 院 所 主 动 发 力 ，促 进 科

技成果快速转化。2016 年，高校和科研院所

通 过 技 术 转 让 ，技 术 入 股 ，产 学 研 合 作 等 方

式，签订技术合同 90573 项，成交额为 1065.24

亿 元 ，增 幅 达 21.78% 。 其 中 ，高 校 和 科 研 机

构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57% 和

25.84%。

在陈彦看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有

很大潜力。目前，高校成果向市场转化过程中，

高水平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还比较匮乏，技

术转移服务体系还有待完善。另外，国有科技

成果所有权也有待进一步明晰。

“成果转化法已经明确将科技成果的使用

权、处置权、收益权下放到科研院所和高校等

事业单位，但对于国家设立的高校和院所的科

技成果转化仍面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

甚至是风险，研究制定针对国有技术类无形资

产的管理办法，解决科研人员后顾之忧，将对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陈彦指出。

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加速

为鼓励技术转让，国家先后出台了一些

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如居民企业的年度技

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

所得税；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

在相关政策的激励下，2016 年共签订技术

转让合同 148582 项，成交额为 1607.89 亿元，同

比增长 9.64%。技术秘密转让成交额占技术转

让合同成交额的近五成。专利技术合同较上年

增加 2000 多项，成交额 1297.31 亿元，增幅达

92.1%，其中发明专利成交额翻了一番；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转让增幅达 440.62%。

但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在

全国技术合同交易总额中的占比为 14.1%，和

2015 年的 15%相比，略有下降。“目前，在技术转

让中占比最高的技术秘密还不在享受税收优惠

之列，政策中对生物医药新品种的界定还不清

晰，在实操中还有一定难度。另外，技术交易的

税收优惠政策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企业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等相关政策之间，如能进一步增

加关联性以及实操性，技术市场将更能全面反

映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的成效。”陈彦说道。

发明专利成交额翻了一番

万亿元成交额万亿元成交额““烧红烧红””技术市场技术市场
——专家解读专家解读《《20172017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

1 月 24 日，记者从黑龙江省科技厅获悉，仅

2017 年，黑龙江新注册成立科技企业就达 5204

家，新增在孵科技企业 1346 家。而这背后，是去

年 143 场次科技成果对接活动，549 项高新技术

成果落地转化，7.61 亿元签约额……黑龙江于

2015 年启动实施“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

划”，三年来，累计培育发展科技中小微企业达

11943 家。

科技企业也分伯仲，黑龙江三年间新培育的

万家科技型企业中，第三产业占比达 58.5%，其中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

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又占了大头，为黑龙江取得的

迅猛成绩，又平添了几分含金量。

兵马未动，政策先行，在黑龙江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的“高速公路”上，既要让车速“飙”起来，又要

确保道路安全。为此，黑龙江在科技体制改革、高

新技术成果产业化、促进科技成果“三权”下放，加

大股权期权激励力度等方面形成了相互衔接的政

策链，出台《关于大力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

意见》《贯彻落实〈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

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贯彻落实〈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实施方案〉的意见》等政策文件，重新制定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地方性法规《黑龙江省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条例》。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成果转化

便有据可依。

作为老工业基地，大学和研究院所数量可

观 是 黑 龙 江 发 展 的 优 势 所 在 ，在 制 定 好 政 策

后，怎样利用平台，让历年积累的科技成果“不

掉队”？这是黑龙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深

入 挖 掘 本 省 科 技 成 果 ，筛 选 梳 理 有 产 业 化 前

景 、有 意 愿 在 省 内 落 地 转 化 的“ 香 饽 饽 ”的 同

时，黑龙江还把目光投向了墙外——墙外开花，

墙内也可香飘四溢。

为此，黑龙江还注重引进省外重点科研机构

高新技术成果，利用省科技大厦高新技术成果

展示交易、科技资源共享等服务平台，组织科研

机构专场、主题论坛和市地主题日等线上线下

活动，广泛发布对接。黑龙江省政府主动当起

“红娘”，邀请企业来黑龙江做“上门女婿”——

连续 2 年举办 3 次中俄工业与技术合作洽谈活

动，对接 1000 多家中俄双方企业，签约 41 项、达

成合作意向 200 项；以合作大纲模式引进北理

工、北航科技成果；引进转化中科院、中国工程

院成果 237 项，其中“生物航油技术”等 16 项成果

生成高科技企业。

2015 年至今，黑龙江累计组织开展 479 场次

科技成果对接活动，促成 1518项高新技术成果落

地转化，签约额超过 52.2亿元。

让科技人员有奔头，科技创新的活水，自会滚

滚而来。

2017 年，黑龙江新注册成立科技企业同比增

长 66.79%；新增一定规模科技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 500万元以上）961家，同比增长 50.86%。

除了做好成果转化的“红娘”，黑龙江还重

点在下放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上

下功夫，摆好利益的砝码，使成果转化的天平

不偏不倚。

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获得成果转化收

益、科技人员的技术股权在企业中的合理权益确

定等难题得以破解，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动力便源

源不断。2017年，全省参与科技创业 19111人，同

比增长 24.46%，其中本科以上学历 5205 人，博士

82人，硕士 299人。2015年以来，通过科技创业累

计吸纳就业 49034 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 17652

人，博士 440人，硕士 1694人。

2015 年来，新孵化成立企业 67 家，累计在孵

企业 103 家、毕业企业 22 家……在科技成果转化

的东风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早已不仅仅是

一种口号。黑龙江省出台《关于促进科技企业

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发展的指导意见》，梳理闲置

非办公资产，大建孵化器、建大孵化器，各市地

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投入资金建设科技企业孵化

平台。其中，腾讯众创空间（哈尔滨）筛选入孵

企业 47 家，提供就业岗位 2000 多个，储备项目

800 多项，今年营业总收入预计实现 1 亿元，利税

800 多万元。

在黑龙江，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之所以蓬勃发

展，还离不开“搭资本台，唱创新戏”。黑龙江与资

本市场紧密合作，连续三年组织三届高新技术产

业创业投资大会，不断引入投融资机构，成立天使

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2015

年以来，黑龙江累计组织科技投融资对接活动

224 次，促成 419 个高新技术项目签约融资 61.58

亿元，累计新增上市（或挂牌）科技企业 82 家；合

作设立 26 支子基金、总规模达 49 亿元，累计向

220 家科技型企业投放 20.9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

18.44亿元。

黑龙江三年催生超万家科技型企业的背后——

让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速度“飙”起来

辉瑞授权开拓药业
推广“机智”的抗癌新药

恶性肿瘤一旦发病往往会以惊人的速度“加班加点”地进行复

制，给医治带来困难。1月 24日，辉瑞公司（以下简称辉瑞）和苏州开

拓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拓药业）宣布，将合作开发全球首

个针对 ALK-1靶点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治疗性药物，该药物能够迅

速降低肿瘤血管血流量和血管形成，从而有效减缓肿瘤进程。

该药物前期由辉瑞开发，并在美国、意大利、韩国以及日本完成

了两个临床 I期试验，在近 100名晚期实体瘤患者中得到验证。体外

药理试验中，该药物与人类 ALK-1具有高度亲和力和特异性。体内

药效试验中，该药物在人类异种移植肿瘤模型中能够迅速降低肿瘤

血管血流量和血管形成。而以上初步的试验结果急需 II期临床试验

的验证。

根据协议，辉瑞将把该 ALK-1 项目在全球的研究开发、生产和

商业化推广的权利授权给开拓药业。该药将有望成为全球首个针对

ALK-1靶点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治疗性药物。 （记者张晔）

国内首个获批的
心血管介入影像系统踏上应用通道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 OCT 与生物医学影像中心主任朱锐荣

带领微光医疗科技创业团队，研制出国内首台临床用介入式光学相

干断层影像系统，其成像效果较全球最先进设备分辨率更清晰，是第

一台国产心血管 OCT 设备、第一台国产介入影像医疗器械，从硬件

到软件到耗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目前，该系统已经通过国家

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审批，预计可于两年内走向国内外市

场，造福广大心血管患者。

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心血管病患者 2.9 亿人，每 10 万人中就有

98.68 人死于冠心病，远超癌症。到目前为止，医学界对于心血管疾

病的防治仍处在“盲区”，心脏支架（PCI）手术是当前唯有可用的救

治手法。

OCT（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是一种新的高分辨率断层成像模式，

它将光学技术与超灵敏探测器合为一体，应用现代计算机图像处理，

与以往的介入影像手段不同，相当于直接在血管内部穿行并观看组

织情况，具有极高的分辨率，是评估支架植入效果的新标准，对于最

先进的支架技术意义重大。 （记者史俊斌）

我国育成首个
高油高产的“生命之果”油莎豆品种

中国农科院油料所选育的新型油料作物油莎豆“中油莎 1 号”，

日前通过中国作物学会油料作物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品种认定。这是

我国育成的首个高油高产油莎豆品种。

油莎豆原产非洲，为莎草科一年生草本油料作物，享有“生命之

果”的美誉。油料所油料逆境生物学团队历经 10年，通过辐射诱变、

提纯复壮及南繁加代穿梭育种方法，成功选育出油莎豆新品种“中油

莎 1号”。该品种具有产量高、含油量高、品质好等特点，块茎种子含

油 量 31.3％ ，是 长 江 流 域 含 油 量 最 高 的 油 莎 豆 品 种 ；油 酸 含 量

68.2％、亚油酸含量 11.0％，品质可与橄榄油媲美；每亩块茎鲜重产

量为 947 公斤，按 40％含水率折算，干重为 568 公斤/亩，每亩产油量

超过 170 公斤，约为大豆的 4 倍，油菜的 2 倍，花生的 1.5 倍，被称为

“油料作物之王”。

油莎豆综合利用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既可以开发为食用油，

又可以加工为口感佳的风味食品，而且抗逆性强，适宜在荒地、滩涂

地及盐碱地等种植，可有效利用边际土地资源，促进边际地生态环境

保护，是我国大力推广的新型油料作物。

（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赵永国 邹仕乔）

行业扫描

通讯员 刘佩海 杜寒三
本报记者 李丽云

技术转让合同类别构成（单位：亿元）

2006—2016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情况

比增长 18.49%，占全国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

76.56%。

在陈彦看来，技术合同成交额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大关的背后，与一系列成果转化相关

法律、政策的出台，技术市场环境不断优化密

切相关。通过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形成

了从修订法律条款、制定配套细则到部署具

体任务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部曲”。技术

市场环境持续优化，科研人员活力进一步释

放，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速度加快，技术市场

的流动性和活跃度增强，最终呈现出放量增

长的态势。

数据来源：《2017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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