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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因城市而兴，城市因大学而盛，大学是城

市创新的源泉，城市是大学创新的沃土。7月 4日，

哈尔滨市政府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继两轮市校合作

之后再度签约，双方旨在市校合力双赢，既助推哈

尔滨工业大学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又推动哈尔

滨市振兴发展。

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王兆力说：

“近年来，哈尔滨市始终高度重视哈工大的建设发

展。自 2012 年起，开展了两轮市校科技合作试点

工作，哈尔滨市整合各类政策、资金全力支持哈工

大建设，推动哈工大开展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曾经，哈工大成果大部分都被高价挖到了外省

市，黑龙江本省留下得很少，所以有墙内开花墙外

香的尴尬。哈尔滨科技资源富集，但是却没有明显

带动哈尔滨经济的发展。面对科技发达而经济落

后，哈尔滨探讨市校合作新模式，不仅解决了迫在

眉睫的成果转化难题，也对破解东北体制机制障碍

进行了大胆尝试。

给管理“松绑”，打消后顾之忧

科技成果转化从技术研发到孵化，再到投入

市场，应用于产品，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成果都

落不了地。其中核心的困扰是机制的限制和政

策落实不到位。

“哈尔滨市科技局跨越市校之间的管理体制

障碍，努力将高校及研究所资源培育成校所经济，

打造出以契约机制为核心的合作新机制。使得双

方合作不靠行政主导，而靠双方契约，靠合同制约，

‘倒逼’高校把参与和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纳入重要

议事议程。”7 月 9 日，哈尔滨市科技局地（校）所科

技合作处杨添水处长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哈尔滨

科技局的服务贯穿成果转出、成果孵化、产业化的

每一个阶段。

据介绍，市校合作探索了“政府引导，高校承

办，社会参与”的“事业单位+企业+基金”的新型科

技成果转化组织模式。

2015—2017 年，哈尔滨市就地转化大学大所

科技成果 1097 项。两年来，累计安排资金 3000 多

万元支持了 451个科技创业项目，引导科技人员走

出实验室实现创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产

品，使科研经费转化为 GDP和税收的同时，“倒逼”

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

挖掘被搁置成果，形成产业规模

有了政府的牵线搭台，高校也借此机会充分

挖掘出一批被搁置的优秀科技成果。哈尔滨工

业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王林说：“市校

合作使高校成果与市场对接后形成了产业规模，

从而放大企业经济效益。这种合作模式一方面

能驱动企业承接科研成果，并和高校密切接触；

另一方面，高校在与企业的持续合作中，也能了

解需求，最大程度地进行技术研发，延长技术成

果的生命力。”

在市校合作中，哈工大大力支持教学科研人员

携成果创业，切实推动科技成果在本地落地转化，

先后创办了机器人集团、焊接集团、大数据集团、激

光通信有限公司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哈尔滨市

政府牵头设立了 1 亿元规模的黑龙江省工研院创

投基金，完善和增强了黑龙江省工研院的孵化功

能，目前，工研院已孵化成功科技企业 23 家，在孵

科技企业 118 家，为黑龙江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着眼未来布局，让转化跑出加速度

7 月 10 日，哈尔滨市科技局局长李志杰表示：

“哈尔滨推进市校合作工作，初衷和目的是通过工作

机制的创新，让市校之间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契约机

制，大学和市政府之间由此有了纽带连接，这种契约

机制其实也为开发校所科技资源搭建了桥梁。”

李志杰表示，市校合作也促使科技管理者走出办

公室，走进校园，走进实验室。过去，科技管理是坐在

办公室里通过网络征集需要转化的科技成果项目，通

过科研人员由下而上地自由申报选拔立项项目，但这

显然不是最优选择方案，而且往往会形成“矬子里拔

大个”的结果。现在，通过深入实验室，第一时间了解

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内容。同时，高校参与到哈尔滨

市整个科技计划项目立项全过程，特别是前期的项目

遴选，使得科技计划立项的项目水平更高，此后的成

果转化也能在更好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王林说，市校合作还有一个亮点是着眼未来，

高校布局了一批前沿的科学研究领域，短期内可能

并不是产业需要，但是按照科技创新的速度，也许

5年、10年左右的时间，在新的科技发展形势下，这

些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就是一个大的产业方向。

契约机制，让哈尔滨墙内开花不再墙外香

本报记者 李丽云
实 习 生 杨翩然 陈 熙 王昱儿

大数据分析“携手”人工智能，“拥抱”了水处理

行业，近日，首个基于大数据预测分析的智能水处

理诊断预测平台（以下简称“智水平台”），在江苏盐

城环保科技城正式上线运行。而“智水平台”背后，

是江苏凯纳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化工大学

相关研究团队的亲密合作、并肩互助。

相关报告预测，我国水处理市场在未来 5年将

破万亿元大关。然而，面对这一巨大市场，很多企

业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7月 9日，江苏凯纳水处

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奇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与高校科研团队合作研发“智水平台”，就是想用最

先进的技术手段引领行业，瞄准万亿元的水处理市

场。然而，让传统水处理行业搭上人工智能这趟高

速列车并非易事。几经波折，根据用户痛点，不断

修正和改进后，他们终于把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成

为了水处理的实际能力。

本报记者 李 禾

“通过与北京化工大学的合作以及成果转化，

我们实现了跨设备、跨工艺、跨系统、跨技术的全面

互联互通，实现了水处理的资源优化、协同合作和

服务延伸。”刘奇峰说，江苏凯纳正跨界转型为水处

理行业先进分析与预测软件公司，研发垂直领域的

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平台。

水处理的产业链较长，涉及材料、化学、物理等

学科，对很多进行水处理的环保企业、需要进行水

处理的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未来，我们将根据

企业和行业的具体需求，将‘智水平台’系统逐步落

实到水处理的其他环节中。”刘奇峰说，他们的最终

目的，是打造水处理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心，将人工

智能技术和水处理的业务经验相结合，帮助企业完

成包括技术、设备和维运等在内的数字化转型。

江苏盐城环保科技城产业创新中心主任赵大

海也表示，“智水平台”作为首个专为水处理行业开

发的智能决策系统，其对行业具有典型的引领作用

和示范意义。特别是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已逐步

延伸到各个领域的当下，构建信息化条件下的产业

生态体系、创新性的智能化应用，无疑发展潜力巨

大。“江苏凯纳水处理公司与北京化工大学的成功

合作，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水处理研究成果变成实际

应用的广阔前景。”赵大海说。

业内专家指出，“智水平台”的创新应用，不仅

开发了解决水处理行业痛点的信息化产品，也为传

统行业跨界转型提供了智慧水处理解决方案。随

着水处理行业进入创新黄金期，以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作为技术驱动，无疑将开启新的

窗口。跳出传统水务的框架思维，展示了新一代水

处理公司在数据化业务模式上的探索实践。

跳出传统水务思维，实现数字化转型

盛夏，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传来喜讯：由该院自主研

发的“天然抗肿瘤新药 BG136”“抗 HPV 新药 TGC161”“抗结

肠炎药物 MBRI-001”等海洋生物一类创新药物已进入临床

前研究，该院与正大海尔药业公司还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后者每年投入不低于 2000 万元支持研发；该院与青啤集团

合作开发的海洋饮料产品，今年 6 月投放市场，填补了国内海

洋饮料市场空白；该院自主研发的柽柳资源全质化产品开发

取得阶段性进展，系列保健食品获得 4 个保健食品证书并投放

市场，部分产品则通过合作成立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了产业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院长管华诗

表示，上述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该院用新的机制体制突破科研

成果的转化难题，通过集聚科研、资本、市场等多要素，促进创

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打通了“发现—技术—工程—产业”

成果转化的链条。

青岛市科技局局长姜波表示，青岛的做法集聚了海洋创

新资源，释放了源头活水，注入了成果转化动力。目前，全国

唯一的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已建成 12 个专业分中心，正在

建设蓝谷海洋技术转移中心，形成“一总多分”的海洋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

同时，青岛通过“中科系、高校系、企业系和国际系”4 条

主线集聚高端研发机构，促进成果转化。中科院青岛能源与

过程研究所携手琅琊台集团，共建年产值 5 亿元的国内最大

海洋微藻脑黄金生产基地；哈工程船舶科技园打造军民融合

产业园区，搭建各类公共研发和服务平台 15 个，入园企业

100 余家。

近日，中国海洋大学“离子调控酶法定向制备低聚甘露聚

糖醛酸和古罗聚糖醛酸”的研究成果，以 35 万元转让给了青岛

技术转移机构进行熟化，增值后将转让给企业。类似的成果

转化在青岛并不新鲜，最新统计显示，青岛市在国内首推科技

成果挂牌交易规则以来，累计挂牌成果 4024 项，成交 466 项，

成交额 8.4 亿元。山东省首创科技成果拍卖会，已连续举办 5

次，累计成交 47 项，金额 7344.67 万元。

青岛市还完善技术市场功能，搭建“政府、行业、科技中

介、技术经纪人”四位一体服务体系，优化技术转移服务，促进

成果转化落地。强化产学研结合，解决成果转化信息不对称

问题，实施产学研对接专项行动，今年计划举办七大板块、200

余场产学研对接活动，力争全年签订各类技术合同超过 4500

项，实现技术合同交易额 140 亿元。

（记者王建高 通讯员张永艳）

创新链精准对接产业链
青岛加速海洋科技成果变产品

前沿技术你有 企业实际我懂

校企联手校企联手，，将将““智水平台智水平台””推向万亿市场推向万亿市场

业内专家介绍，我国废水排放总量呈持续上升

趋势，2005—2015年间排放量由 524.5亿吨/年增至

735.3亿吨/年。废水中包含大量污染物，处理时操

作不当，会给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加剧了水资源

的紧缺。

RO 反渗透是目前海水淡化、中水回用、污水

处理等水处理产业的核心技术，中国膜工业协会的

专家尤金德表示，当前，RO 反渗透水处理系统经

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由手工操控转变为半自动甚至

是全自动方式。然而，对于运行数据的分析和具体

操作方式的判定，依然要依靠人工来完成。“这就造

成了不同厂家之间由于人员的差异，导致设备运行

效果差异明显，很多处理设备运行效果不尽人意。”

而行业专家孙克柱表示，由于人为的不当操作

方式，会使水处理设备寿命缩短、药剂量加大，导致

企业成本上升。此外，在记录和分析数据等环节，

废水处理不当，害了企业毁了水环境

采用传统人工方式还会带来信息和改进滞后等问题。

基于此，江苏凯纳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联手北京化工

大学相关研究团队，共同研发了水处理智能诊断预测平台，

旨在将硬件、数据分析和算法结合起来，解决工艺处理过程

中的难点，进一步提高设备运行性能。

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凌诚博士说，“智水平台”运用了

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识别与算法技术等众多先进技术，

可以结合实时传感器数据，预测水处理设备的潜在故障，诊断

运行不合理的应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实现自动的预测结

果，进而实现信息互联互通、问题提前预判、数据自我演进

和操控的先进管理。

“平台还可以帮助企业用户大幅提升处理效率，改善

设备性能，降低维运成本，满足水质要求，使水处理

简洁化、透明化和精准化。”凌诚表示。

目前，“智水平台”的RO诊断预测准确率

可达90%以上。刘奇峰说，这个成果来之不易。

“在成果转化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

多困难。比如北京化工大学有较高的技

术水平、前瞻性的眼光，对世界最前沿的

技术和技术发展趋势都非常清楚。但是

对用户企业的具体要求以及企业水处理

具体过程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刘奇

峰 说 ，特 别 是“智 水 平 台 ”需 要 从 智 慧 管

理、智能控制和智能设备 3 个层面切入，

涵盖了三维虚拟水处理、智能 RO 诊断系

统、系统故障诊断系统、优化运行系统、智

能预测维护系统、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等多

种应用组合，系统非常复杂。

业内专家分析说，我国需要水处理的行

业和企业数量众多，不但有全世界最先进的

企业，也有设备、生产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企业，企业间生产

工艺、装置设备和污染类型

差异大，加上部分企业的技术

人员水平有限，因此，高校建立

的模型到水处理的实际运行中

极易出现偏差。

“ 江 苏 凯 纳 有 多 年 的 一

线水处理业务的经验，他们

清楚企业在实际运行中的难

点和痛点——设备操作靠经验，

缺乏技术支撑；运行维护也是靠经验

却缺乏预判；水质变化缺乏智能决策。”

凌诚说，于是，北京化工大学的研究团队

与江苏凯纳一起，组成了有架构师、技

术专家、数据科学家和操作人员的队

伍，根据现场收集到的数据，反复探

索、修正了原本建立的模型。

高校不懂企业的痛，校企联手修正偏差修正偏差

像章鱼的一支触角，这台设备的“探针”轻轻地划过一颗

被喷过多种农药的葡萄；不到 30 秒，设备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

该葡萄含有的农药残留种类及含量。这是 7 月 9 日山东省农

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对外展示的“神奇技

术”。这一由山东省农科院、台湾社团法人产业关怀协会、国

投鸿基公司、美国安捷伦科技公司四方研制的“果蔬产品中农

药残留快速筛查质谱移动平台”，是国内检测果蔬药残速度最

快的专业设备。

以苹果为例，传统的果蔬药残检测步骤，大致需经过“将

苹果粉碎—匀浆—加入溶剂提取—提取液经固相萃取柱净

化，净化液浓缩定容后，经过滤装置去除沉淀物后进入液相色

谱仪或气相色谱仪以及色谱—质谱联用仪进行检测—出具结

果”等步骤。该项目技术负责人、山东省农科院质标所残留检

测技术研究室主任陈子雷研究员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为确

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上述过程至少需要经过 1—2 天时间才

能完成。他认为，传统农药残留的检测要达到高的准确性，充

分的提取与净化过程步骤必不可少。但问题在于，完成上述

步骤需要全套检测设备，包括液相、气相色谱仪及质谱仪，投

资大、成本高，需要在专业实验室且需要专业人员操作才能完

成。正因为程序复杂，过程繁琐，相关政府部门只能采取抽检

方式在实验室完成农药残留的检测，无法在现场进行快速检

测。

据了解，新技术不需要前处理，省掉了提取净化等环节，

让样品直接进入质谱仪，30 秒可检测出 200 多种农药残留。其

中的核心在于，将山东省农科院的果蔬农药残留快速筛查技

术与台湾中山大学谢建台教授的“热脱附电喷雾离子源技术”

实现了完美融合，依靠这个技术建立的“果蔬产品中农药残留

快速筛查质谱移动平台”，成功将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

“它针对市场‘痛点’而生。”国投鸿基检测技术公司运营

总监刘若砾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这项创新性的成果先期在

山东推广，之后将向全国进军。

（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高新昊）

30秒检测200种农残
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

2017—2021年中国水处理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来源：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2017年6月水处理设备市场规模

来源：灵动核心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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