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kjrblgm＠163.com

■责编 李国敏
聚 焦 JU JIAO 2019 年 1 月 31 日 星期四

走过激荡人心创新历程 谱写开拓进取发展篇章
——成 都 科 技 创 新 的 探 索 与 突 破

“一年成聚、两年成邑、三年成都”，作为

四川改革创新的排头兵，近年来成都科技创

新取得一系列辉煌成绩，更成为支撑引领成

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成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和知识产权战略，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创

新创业潜力加快释放，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国家创新型城市和西部科技中心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着眼增强西部科技中心功能，加

快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有力驱动成都创

新发展、转型发展，科技创新成为成都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公园城市建设的核心动力和战略

支撑，成都正加快建设国家重要的科技中心，

助推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中心城市建设。

日前，我们在天府之国成都，回望科技创

新峥嵘历程，致敬旧时光、展望新未来。

早在 1980 年，为释放“三线建设”时期的

丰沛科技资源积累，四川省政府批转的《关于

扩大科研单位自主权，采取经济办法管理科

研的试行意见》中就提出，允许科研单位对外

承接科技项目，组织经济收入用于单位的发

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这是四

川在全国率先试行科研单位扩大自主权的改

革，全省科技体制改革序幕由此拉开。

面向科技体制改革的澎湃浪潮，成都一

直勇立潮头。

科技成果转化难是长期困扰我国科技界

的世纪难题。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2016

年 5 月，成都市出台《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科

技成果在蓉转移转化若干政策措施》，率先启

动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探索“早确权、早分

割、共享制”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

力促成都深度打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通

道。

作为首个出台专项文件实施科技成果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城市，成都创造性地提出将

国有知识产权评估作价入股后形成的国有股

权奖励前置简化为国有知识产权奖励，通过

落实知识产权奖励实现了职务发明创造由单

位和职务发明人共同所有。其中具体操作方

式包括，通过职务发明人与高校院所约定，对

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这一核心权力进行分

割确权，职务发明人可享有不低于 70%的所

有权，充分激发高校院所科技人才的创新热

情和创造潜力。

成都市科技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说，从

奖励比例的角度看，两者没有区别；但从激励

的角度看，通过将“先转化、后确权”改变为

“先确权、后转化”，将事后奖励改变为事前激

励，极大地提高了职务发明人进行科技成果

转化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

率。

“围绕以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为重点，成

都积极破除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

藩篱。”成都市科技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为落实“成都新十条”关于科技成果混合所有

制、处置权、收益权改革相关政策，成都市科

技局联合成都市委组织部、成都市财政局等

八部门制定了《关于支持在蓉高校院所开展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明确了对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支

持模式、确权流程、定价流程、收益分配、内部

管理、部门职责，要求市属高校院所按《意见》

操作实施，部属省属高校参照执行。

成都还成立首个“三权”改革联盟，实现

抱团突破，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三权”改革现

场会制度，建立分管领导亲自抓，组织高校院

所交流“三权”改革推进情况，加快工作进

程。联盟涵盖在蓉高校院所等 12 家成员单

位，着力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

研究，搭建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经

验交流平台，完善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对接机

制，促进高校院所高端创新资源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

该项改革启动 2 年多来，已经先后有《四

川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行动计划》《电子科技大

学成果转化行动方案》《成都理工大学专利管

理办法》《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关于科技体制改

革试点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实施方案》

《成都中医药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

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方案》《四川农业大学推进

科技成果“三权”改革总体方案（试行）》等相

继出台。2017 年 5 月，“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

合所有制改革”被四川省列为首批在全省复

制推广的全面创新改革经验之一；2018 年 9

月，《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

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发〔2018〕32 号）下发，

明确提出“试点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

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截至 2018 年，成都范围内已有 400 项职

务科技成果完成分割确权，作价入股创办企

业 60 余家，总投资额达到 100 亿元左右。诞

生了川大魏于全院士、西交大翟婉明院士及

中医大段俊国教授团队等一批成功案例。建

成 8家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其中清华能源互

联网研究院共申请专利 80 项，其中 PCT 专利

11 项；亚信网络安全产研院承担 8 项国家级

行业标准规范制定，完成软件著作权 21项。

统计显示，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热情增强，

驻蓉高校院所“沉睡”的科技成果以可喜的速

度纷纷“醒来”。2017年以来，100余位高校科

研人员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在蓉创办领办

企业，近 1000 项科技成果在蓉转移转化。其

中，由魏于全院士领衔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团队就是这一

改革的受益者之一，2017 年魏于全团队的抗

肿瘤药物、基因治疗技术等 7项成果评估作价

3.6 亿元，以作价入股的方式在成都与 3 家企

业展开合作，实现融资 8 亿元，在成都落地转

化，预计带动投资 100 亿元；作价入股后形成

股权的 90%，即约 3.2 亿元价值的股权由学校

奖励给成果完成团队。值得一提的是，过去，

魏于全团队的科研成果几乎都在沿海地区谋

求转化落地，而随着成都“混改”的开展，其科

研成果的转化也转向了成都，目前已实现

100%在蓉转化。

“‘混改’能够达到三个重要的效果。”成

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先，通过“混

改”确权，主导科技成果研发的科研人员有

了对成果的所有权，他们去推动成果转化的

主动性被充分调动，成果转化的成功率也就

能够不断提升，广大知识分子以技术报国的

愿望有了实现路径；其次，更主动、更积极的

成果转化，也会保证成果的时效性，成果的

转化率也会大大提升，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

生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三，这种良性循环下，

以专利为代表的各类科技成果的质量会大

幅提升。

发轫：科技体制改革敢为人先

成都是国家军工和高校院所重点布局城

市，早在 1993 年就被国务院确定为西南科技

中心。在改革开放初期，首先触动成都创新

创业“神经”的是一大批来自“三线建设”时期

大院大所人才流、技术流。通过改革中，地

奥、卫士通、迈普等一批“探路者”横空出世，

成为引领成都发展的一股“潮流”。

围绕如何挖掘丰沛的科技资源要素，破

解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进一步激活高

校院所创新创业的源头活水，成都探索脚步

从未停歇。

2017 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产业

功能区战略，并将全市的产业整体规划到 66

个产业园区中，如何推进产业功能区的建

设，发挥政府、企业、高校、院所各自优势？

成都市科技部门以“校院企地深度融合”为

抓手，全力推动以产业功能区为载体，组织

在蓉高校、院所、企业以主导产业为依托联

合开展科技攻关、成果转化、资源共享和利

益共享。全力推进校院企地深度融合发展，

初步构建形成校院企地创新共同体、利益共

同体、发展共同体。

在今年召开的 2018 年成都创交会“产业

功能区&校院企发展共同体高端峰会”上，现

场聘任的成都产业功能园区首席科学家，可

谓“星光璀璨”：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兴栋，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学院院长朱

旻昊，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公司总经理潘锦

功，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李仕

贵，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韩庆

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钟

舸，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教授汪

志辉……

校院企地协同创新一直是成都探索创

新发展之路的重要途径，围绕实现“四位一

体”的深度融合，助推成都的创新发展和产

业升级。改革中，成都树立起了“城市发展

事业合伙人”理念，在与高校院所的合作上，

变“政府给优惠、高校院所供项目”的买卖关

系，为“政府给机会、校院企作为”的城市发

展合伙人关系。

近两年来，成都市先后与川大、电子科

大、西南交大、西南财大、川农大、成都理工

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中医院大学及中

科院成都分院等在蓉高校院所，分别签署共

建世界一流大学（院所）和一流学科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构建校院地协同创新的框架体

系，促进高校院所科研、人才和学科优势与

激活：校院企地打造“城市合伙人”

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深化与武汉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

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域外高校战略合

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科技产业园区等创

新平台和载体，促进人才交流及科研成果向

成都转化。截至今年底，随着成都市先后与

西南石油大学和成都中医药大学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已实现了在成都“2+6”双一流高

校签约全覆盖。

“成都开展校院企地协同创新关键在

于‘共建共管共享’，以往成都在推进高校

成果转化时，校、院、企、地各方联系并不

是十分紧密，因此推进效果并不突出。”成

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为此，成都市突出利益共享机制，建立

“城市发展事业合伙人”模式，将政府、高

校、院所、企业发展成为“合伙人”。“城市发

展事业合伙人是从共建、共管、共享理念中

100%色彩亮度输出的 4K 无屏电视、融

合 AI 技术与遥感的时空大数据平台、全球首

款人工智能语音识别芯片、VR 微创手术机

器人……在不久前召开的成都市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大会上，大批受表彰的民营经济领域

的创新创业者，正成为新时代成都经济高质

量发展孕育的无限机遇。

创 新 是 成 都 永 恒 的 主 题 ，改 革 开 放

40 年 来 ，成 都 双 创 工 作 也 不 断 展 开 新 的

征 程——2003 年 3 月 ，成 都 市 印 发《成 都·
高科技行动计划纲要（2003—2010）》，全面

启 动 高 科 技 成 都 建 设 ；2007 年 11 月 ，成 都

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

市”；2010 年 1 月，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同时

批准成都开展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

2012 年 11 月，成都成为首批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

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提出

依 托 成 都 、德 阳 等 地 ，开 展 以 科 技 创 新 为

核 心 的 全 面 创 新 改 革 试 验 。 2017 年 6 月 ，

成都顺利通过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组织的

对 成 都 创 新 型 城 市 试 点 建 设 的 验 收 工

作。同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同意批复

成都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市，成都入

选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此外，成都还先后荣膺“中国十大创新型

城市”和“全国创业先进城市”等荣誉称号，天

府新区、郫都区、四川大学、中国电信（成都）、

新希望集团获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全国双

创第四城地位进一步巩固，“北有中关村、南

有深圳湾、东有长阳谷、西有菁蓉汇”的双创

新格局正在形成。

2018 年 5 月，2018 全国“双创”活动周主

会场“花落”成都。在城南的天府五街路口，

吉祥物“蓉蓉”与“壮壮”头戴哈雷风镜，萌趣

可爱，吸引了路人的目光。在开幕式展示

区，成都纵横大鹏无人机展示了工业级垂直

起降无人机“CW-007 大鹏”。而在开幕式

活动中，成都纵横大鹏董事长任斌还与其他

创业者一道，点亮了双创火炬。“作为一家工

业无人机企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企业的创

新能力，只有创新才能够领跑。”他说，能够

上台参与双创周启动仪式，对创业者是极大

的鼓励与支持，“作为一名创客，找准用户的

需求点才能创业，技术必须有创新才能长久

发展”。

目前在双创孵化体系建设方面，成都

“3+M+N”布 局 已 初 步 形 成 ，正 全 力 推 动

创 新 创 业 载 体 提 档 升 级 ，积 极 鼓 励 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器 及 众 创 空 间 的 专 业 化 、市 场

化 、垂 直 化 ，重 点 支 持 头 部 企 业 和 龙 头 企

业 组 建 众 创 空 间 ，强 化 产 业 支 撑 能 力 和

高 端 服 务 能 力 ，鼓 励 高 能 级 孵 化 器 和 众

创 空 间 在 产 业 功 能 区 搭 建 共 享 实 验 室 、

生 产 线 等 功 能 性 平 台 。 截 至 目 前 ，全 市

共 拥 有 市 级 及 以 上 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器 及 众

创空间 200 家，面积 594 万平方米，在孵企

业 及 团 体 11236 家 、同 比 增 长 16.9% ，毕 业

企 业 904 家 、同 比 增 长 121% ，2018 年 新 增

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器 及 众 创 空 间 36 家 ，对 成

都 全 域 的 创 新 创 业 环 境 起 到 了 良 好 支 撑

作用。在成都高新区，总建筑面积 25.6 万

平 方 米 的“ 双 创 旗 舰 ”菁 蓉 汇 ，已 引 进 31

家 国 内 外 知 名 孵 化 器 ，搭 建 8 家 科 技 创 新

服 务 平 台 ，吸 引 线 上 线 下 共 1890 家 科 技

型 创 业 企 业 和 项 目 入 驻 ，聚 集 高 层 次 人

才 586 人 ；成 都 天 府 新 区“ 天 府 菁 蓉 中

心 ”，总 占 地 面 积 259.5 亩 ，已 引 进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19 个 ，引 进 诺 基 亚 全 球 技 术 研 发

中 心 、启 明 星 辰 西 部 研 发 中 心 、清 华 四 川

能 源 互 联 网 研 究 院 、电 子 科 大 天 府 数 智

谷 创 新 基 地 等 一 批 全 球 全 国 领 先 的 科 技

领 军 型 企 业 和 机 构 ；在 位 于 成 都 郫 都 区

的“ 菁 蓉 镇 ”，双 创 载 体 空 间 达 到 120 万 平

方 米 ，引 进 清 华 启 迪 等 知 名 孵 化 器 68 个 ，

两 院 院 士 等 高 层 次 人 才 59 个 ，聚 集 创 客

35000 余人，聚集新兴产业项目 2509 个。

在科技金融探索方面，无论是早期探

索科技保险创新试点为企业搭建金融“保

护伞”，还是组织科技企业“抱团融资”，成

都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2018 年 9 月，国务

院决定推广的 13 项具备复制条件的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举措中，“面向中小企业的一站

式投融资信息服务”即“盈创动力科技金融

服 务 模 式 ”正 是 源 于 成 都 。 目 前 ，成 都 已

积 极 引 导 银 行 资 本 、创 投 资 本 、保险资金

等多元化的社会资本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

科技企业的发展，形成了“无偿资助—引导

基金—政策担保—科技贷款—投贷联动—

上市培育”的服务链条，初步构建了“创业

投资+债权融资+上市融资”多层次、多元

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成果转化和

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科技金融服务。截

至 2018 年底，引导设立 13 只总规模超 14 亿

元的天使投资基金，组建 50 亿元科技企业

债权融资风险资金池，累计支持 1692 家企

业，获得贷款 37.25 亿元。

人才是新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

最 宝 贵 的 战 略 资 源 ，在 聚 集 双 创 人 才 方

面 ，成 都 出 台 了《成 都 实 施 人 才 优 先 发 展

战 略 行 动 计 划》（简 称“ 人 才 新 政 十 二

条 ”），推 进 落 实“蓉 城 人 才 绿 卡 ”“人 才 安

居 ”工 程 建 设 ，构 建“ 学 历 落 户 ”“ 积 分 落

户 ”双 通 道 ，逐 步 建 立 科 学 规 范 、开 放 包

容 、运 行 高 效 的 梯 度 人 才 发 展 治 理 体 系 ，

最 大 限 度 激 发 和 释 放 人 才 创 新 创 造 创 业

活 力 ；联 合 成 都 市 委 组 织 部 等 4 部 门 印 发

《成都市与在蓉高校院所协同引进海内外

高 层 次 创 新 创 业 人 才 的 实 施 办 法（暂

行）》，在全国率先探索实践“企业提需求+

高 校 院 所 出 编 制 +政 府 给 支 持 ”的 联 合 引

才 模 式 ，出 台《成 都 市 优 秀 人 才 培 养 计 划

科技人才培养实施细则》。2017 年人才新

政 12 条 发 布 后 ，已 经 吸 引 了 20 余 万 名 全

日 制 本 科 及 以 上 青 年 人 才 到 成 都 就 业 创

业，促进了“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叠加

释 放 。 刚 刚 入 选 福 布 斯 中 国 2018 年 30 位

30 岁精英榜的王驰，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

学。2018 年初，他的“大地量子”时空大数

据 项 目 在 成 都 高 新 区 正 式 启 动 。“ 大 地 量

子”是一款结合 AI 技术与遥感的时空大数

据平台。目前拥有产量预测、耕地识别、作

物分类、长势监测、灾害预警等 6 个成熟模

块，可实现全球范围监测，数据处理能力和

解析精度已达世界领先。王驰说，目前平

台对玉米和大豆等大宗农作物的全国产量

预测，平均误差不超过 2%；耕地识别空间

分辨率达 10 米，误差不超过 1%，且可每年

更新；识别 30 余种粮食和经济作物，并可对

种植面积进行测算，误差不超过 5%。

在搭建平台资源共享方面，成都市运用

互联网技术，采用 O2O 模式，围绕创业者需

求，依托“科创通”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打造

“创业天府”云孵化体系，促进创新要素资源

的互联互通与开放共享。截至目前，“科创

通”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已汇聚创业服务机构

688 家、创业服务产品 1907 个、科技类创新创

业载体 200 家，双创导师 852 位，服务辐射全

市 27000余家创业企业和团队。“科创通”已成

为业内知名全国领先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被业界誉为创业版的“天猫商城”。2018 年 4

月，“科创通”作为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案

例经省政府同意，由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

验区工作办公室推荐上报至国务院自由贸易

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同时，成

都还通过实施“科技企业创新券”计划，重点

扶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对企业、中介给

予双向补贴，鼓励企业购买创新创业服务产

品，促进创业企业和服务机构“精准对接”。

截至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上线服务机构 46 家，

服务产品 251款。

新时代书写新答卷，新征程谋划新作

为。面对新挑战、新形势、新机遇再出发，成

都科技事业将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

力，积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为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点亮：双创升级促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炼出来的，因为校院企地在执行过程中，

四方都是深度融合开展。譬如政府出钱出

地、校院出人才智慧、企业深度参与，转化

成果共同享受。”成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同

志解释。

同时，成都加快推进新型产业技术研究

院建设，制定出台《成都市新型产业技术研

究院建设与资助管理办法》，设立了 10 亿元

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专项资金，支持在轨道

交通、精准医学、信息安全、大数据、生物材

料和新能源等领域，按照“政府引导、资本纽

带、多元投入、市场运作”原则共同建立具有

独 立 企 业 法 人 资 格 的 新 型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为整合区域资源打造环高校院所成果

转化区，成都还修订出台了《成都市创新驱

动发展试点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支持在

蓉高校院所联合所在区（市）县利用校院内

及周边土地、楼宇等资源，按照“市场主导+

政府扶持+内生性发展”模式，与地方共建科

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科技专业楼宇等科

技成果转化区，承接高校院所成果溢出和转

化，聚集、整合、优化区域创新创业要素，培

育创新创业群落。

截至 2018 年，各区（市）县、产业功能区

与高校院所等签订校院企地签约项目 374

个，投资额超过 4000 亿元，223 个项目已启

动建设，协议投资金额近 2800 亿元，成功举

办“蓉”归故里四川大学校友返校日活动，

川大校友近 600 人参会，达成意向投资 3100

亿元。

2018成都全球创交会未来科技论坛上的科学对话活动

全国双创周成都会场“黑科技每日秀”活动

成都加快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

创业天府菁蓉汇蓉漂嘉年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