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汇·双创时代 QI YE HUI · SHUANG CHUANG SHI DAI
6

2019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一

本刊由科技日报与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办
E-mail：kjrblgm@163.com

■责编 郭 科

第二看台

众创空间

创业故事

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开发糌粑粉等青稞

产品；在昌都市贡觉、察雅、洛隆等县，建立了

以农村合作社为主体的有机绿色青稞种植基

地……短短两年间，昌都市昌禾聚鑫农业公司

驶入成长的“快车道”。其实，公司之前也曾

遇到科技研发能力欠缺、产品生产质量不高等

发展瓶颈。

2017 年入驻闽昌众创空间后，昌禾聚鑫迎

来转机：在众创空间运营团队帮助协调下，相继

获得了创业导师、察雅县青稞专家葛钊宇高级农

艺师提供的专业指导；由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

研究所王凤忠所长、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谭斌博士等组成的杂粮深加工专家团，对该企

业的工艺设计进行了充分论证，填补了某些技术

上的空缺，大大提升了产品品质。

近年来，国内双创潮涌，众多众创载体如雨

后春笋般兴起。但在西藏昌都市，众创空间等双

创平台仍然一片空白。如何结合西藏当地实际

情况，把有限的科技援藏经费花在刀刃上？福建

省科技厅援藏干部、昌都市科技局副局长李海明

进藏后一直在思考。经过 3个多月，行程近万公

里，深入 10个县区深入调研，福建省进一步明确

了以建设众创空间为重点，探索新时代福建科技

援藏新路子。

据李海明介绍，福建省科技厅、福建省第八

批援藏队、昌都市科技局多方筹措资金 600多万

元，由福建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牵头实施，

在昌都经开区建设了面积达 4000 平方米的“闽

昌众创空间”。其中，福建省共计援助 560 多万

元，主要用于场地装修改造、设备采购、人员培

训、创业活动和运营管理等。

“创业让我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但也很

荣幸赶上这么好的时代。”作为闽昌众创空间的

典型受益者，丁增尼玛感激地说，在西藏，大学生

创新创业享受到许多优惠政策，“不仅为我们免

费提供 3 年厂房、专家公寓，还让我们免费入驻

闽昌众创空间，提供办公设备，每期免费培训学

习财税、企业管理等各种创业知识”。

补空白，雪域昌都崛起首个双创平台

这几天，昌都市卡若区卡若镇米若藏药材基

地里生机盎然，一排排温室大棚，种植着成片的

藏红花、藏木香、藏党参等中草药，种植技术员、

贫困户次巴卓玛、扎永正忙着查看基地中草药种

植情况……

“早前没有收入来源，现在将土地流转给润

美瑞公司，由企业定期提供种植、选种等技术培

训与指导，我们只需要负责管理基地，每月可拿

到 4500 元左右的工资，且无后顾之忧。”次巴卓

玛喜滋滋地说。

据润美瑞公司负责人丁增尼玛介绍，在闽昌

众创空间专家技术的支持下，目前企业正探索

“农户+企业+基地”合作模式，已经流转农户 50

亩土地种植藏药材，建档立卡 11户 11人。

“以技术‘输血’的形式带动贫困户就业，改

变了以前单一的‘资金输血’形式，增强了藏区农

民‘自我造血’功能。”李海明表示，闽昌众创空间

立足昌都新区现有产业格局，面向战略性新兴产

业，助推形成新型环保建材、高原特色农产品加

工、藏医藏药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对

推动昌都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该平台，与福建泉州台商

投资区开展战略合作，引入福建和东部地区的先

进产业发展经验，逐步建立创业扶贫、产业脱贫

的长效脱贫机制。

“昌都是西藏自治区人口最多的地区，就业

难度大，依托闽昌众创空间等双创平台大力开展

创新创业，能够扶持更多的优秀中小企业快速成

长，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就近解决群众就业问

题。”李海明说，目前已吸引 20 多名大学毕业生

在该空间就业创业，同时带动本地贫困农牧民等

就业 100人以上，吸引创业就业人数 700多人。

他透露，预计到 2020 年，闽昌众创空间将实

现在孵企业 80 家，成功孵化企业 15 家，营业总

收入达 8 亿元，税收收入达 1.2 亿元，将成为昌

都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动力源和西藏

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的聚集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先行地。

造生态，探索科技援藏产业脱贫新机制

本报记者 谢开飞

从大学毕业时的创业“小白”，到摘得西藏自

治区昌都市首届创新创业大赛初创企业组一等

奖桂冠并获得 4万元创业奖励金，昌都润美瑞生

物科技公司创始人丁增尼玛，在藏医药产品开发

领域闯出一片新天地。

丁增尼玛实现人生的“惊险一跃”，有着闽昌

众创空间的“一臂之力”。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福

建省对口支援西藏昌都市。2016 年来，福建省

科技厅高度重视对口援昌工作，重点资助该市打

造“闽昌众创空间”项目。

伴随着全国双创浪潮涌动，在这个坐落在雪

域高原上的城市里，福建援藏干部依托闽昌众创

空间双创平台，并通过类似丁增尼玛等创业“新

黑马”们，以“农户+企业+基地”合作模式，带动

当地广大农户脱贫致富，探索一条立足产业脱贫

的科技援藏新路子。

一个众创空间的落地，汇聚了一批创新资

源，培育了一批创业能人，让雪域高原的土地上

活力澎湃。

入驻企业君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开发青稞麦片、青稞挂面为主的青稞深加工

企业，虽有西南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等多所高校

为支撑的科研平台，但却面临着资金渠道不多，

筹集资金有限等难题。如何突破？

针对该初创企业融资难题，闽昌众创空间运

营团队多次邀请昌都经开区产业处负责人为企

破难题，集聚资源引发“蝴蝶效应”

业讲解众创的优惠政策，包括如何申报科技项目

筹集科技研发经费，如何享受精准扶贫产业政

策，并主动帮助该企业对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

等申请优惠贷款利率，最终帮助企业争取到了

1000 万元产业扶贫资金，解决了生产线的经费

问题。公司于 2018年 4月底获得食品生产许可，

当年 6月中旬正式全面生产，建成了满产可年产

1.2万吨青稞的精加工食品厂。

无独有偶，针对西藏卡若区藏家特贡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资金短缺问题，闽昌众创空间运营团

队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与财税管

理制度，为合作社争取到政策性资金 1000 万

元。合作社已成功注册“藏家特贡”和“康巴特

贡”商标，正在新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

作为昌都市目前容量最大的“双创”服务载

体，闽昌众创空间也遇到过高层次创业导师缺乏、

运营团队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此，在福

建省科技厅、福建省第八批援藏队等支持下，闽昌

众创空间不断创新资源运作机制，从而突破时空

上的局限：由福建组织10多名高层次创业导师与

该空间签订了服务协议，免费提供创业导师服务；

推动福建·西藏昌都远程创业辅导视频连线，实现

与福建省各种优质培训资源实时共享，及时获取

内地最新的创新创业信息和政策。

“去年，我们来到福建参加‘西藏昌都科技创

新人才福建培训班’，一下就被浓厚的创新氛围

所感染，接触到优秀的指导老师并交流学习，更

好地为初创企业和团队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闽昌众创空间运营工作人员阿旺泽仁说。

目前，闽昌众创空间在孵企业 34家，已成功

孵化企业 4 家，其中 2 家被评为昌都市龙头企

业。同时，作为雪域昌都首个专业化“双创平

台”，该空间产生了“蝴蝶效应”，有力带动了全市

双创载体快速发展：吸引了国内知名双创服务供

应商——青岛致远方略创业服务有限公司入驻

昌都经开区，进而加快昌都市科技企业孵化器、

昌都市农创园、昌都市医创园等 5个双创平台建

设；2018 年，包括闽昌众创空间在内，昌都市共

有 4家单位获批西藏自治区级双创载体，获批数

在全区排第二名。

现在，从事服装生意的王传诗将业务分为两块：一块是供

应电商，15%卖给电 商 ，贴 上 他 们 的 牌子；另一块做出口，85%

出 口 到 日 本 ，贴 上 他 们 的 牌 子 。 两 块 业 务 的 共 同 点 是 OEM

（贴牌）。

这位创业者当然知道“贴牌之痛”：“我们承担工人工资，承

担原材料采供，承担水电等能源消耗，但只赚辛苦钱。”相比较

品牌价格，这种“辛苦钱”少得可怜：一件 T 恤，王传诗卖给电商

的价格是 25 元，后者贴上商标转手卖 80 元；同样一件 T 恤，他

卖给日本“优衣库”价格是 19 元，对方转手卖 80 元，而耐克更卖

到了 129 元。

一低一高之间，品牌的魅力尽显。难怪，王传诗也坦陈，我

们的未来是品牌化。他于 1999 年进入服装加工领域，却在代

工的道路上坚持了 20 年。

跨界
“小赚了一笔”之后他决定“大干一场”

与服装代工打了近 20 年交道的王传诗太了解 T 恤了。

“T 恤衫的结构设计简单，款式变化通常在领口、下摆、袖

口、色彩、图案、面料和造型上；按照常用面料，‘棉+涤纶’的涤

棉，经过除毛、软化等特殊工艺处理的纯棉，具有悬垂性及折痕

恢复能力的莱卡棉……”

按照厂家特定的条件而生产内衣或者 T 恤，这便是王传诗

的日常工作，“我的公司发展稳当，撑不着，饿不着。干了 32 年

企业，我知道，企业管理好了不会赔钱。”

1999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在物流行业坚守了 13 年的王

传诗决定转行，“一个朋友做服装，非拉着我进来做，并保证赚

钱。具体做法是我投钱，他做。记得当时投了几十万。”王传诗

说。

这次偶然的跨行经历，让王传诗看懂了服装行业。实际

上，他入行后的 2000 年左右，服装行业产量、利润和出口总额

三项指标同创历史最高纪录，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

之一。

在服装行业“小赚了一笔”的王传诗最终决定在 2001 年成

立自己的公司准备大干一场，深挖纺织服装行业。

接盘
关键几招带来质变

始建于 1968 年的真情集团拥有 3000 名员工，年产针织内

外衣 2500 万件，年出口创汇 2600 万美元。顶峰时期，该企业位

居全国同行业前十位。品牌内衣和时尚 T 恤是真情集团的主

打产品。

在 2001 年到 2008 年的 7 年间，王传诗的金海纺织一直给真

情集团做代工，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涌来，无疑对真

情集团是当头一棒，后者资金链断裂的事实，直接导致了客户

将订单交到了王传诗的手上。

真 情 集 团 是 国 企 ，资 金 链 出 现 问 题 之 后 ，工 人 们 何 去 何

从？再三思考之下，王传诗决定以租赁经营的方式“接盘”：他

找到临沂市有关领导，希望以市政府的名义与对方政府接洽，

商谈租赁经营事宜；同时，为降低风险，他找了合作伙伴共同运

作“真情”。

“一年上交 400 万元，人员的工资待遇保持不变，剩下利润

是自己的。”王传诗签了 8 年长约，“他们只租不卖，随时可以拿

走，但也得尊重合同，双方商量着来。”

王传诗接手真情集团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第一刀”

朝向管理层，“真情集团有 3000 名员工，但管理层却有 600 人，

五分之一全是领导，这怎么能行？”尽管面对重重压力，但在生

存面前，一切压力都要让道。

经过精简，王传诗成功地将真情集团“虚胖”的 600 人管理

团队缩减到精干的 60 人。此外，原先真情集团的业务包含织

布、染布、印花等各个板块，王传诗将大部分板块砍掉，同时增

加 了 科 技 含 量 。 这 关 键 的 几 招 最 终 让 真 情 集 团 发 生 了“ 质

变”——2009 年 1 月 6 日，王传诗接手真情集团，这年年底，它便

实现了盈利。

责任
有夕阳产品但没有夕阳产业

王传诗所处的服装行业虽然是一些人眼中的“夕阳产业”，

但人要穿衣，这是刚性需求，只要管理好了就能赚钱，即使没有

暴利，但维持稳定没有问题；第二，王传诗做外贸，虽然服装加

工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真正的赚“辛苦钱”，但相对比国内市场

的不规范，国外市场特别是日本市场，“重合同，守信用，回款

快”还是有很大优势；第三，王传诗所在的临沂拥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中国物流城，再加上临沂政策好，善待民营企业家，“在临

沂只要认真地做事，做的事情不管大小都有钱赚，有饭吃。”这

3 种优势让王传诗的企业一直做到现在，目前每年能保证 7 千

万的产值。

在王传诗身上，有临沂改革开放第一代创业者既诚实、朴

素、任劳任怨，又富有责任感，稳定、勤勉的性格。“没有夕阳产

业，只有夕阳产品，科技和品牌能改变这一切。”王传诗感慨道。

从“贴牌之路”走来，

他说“我们的未来是品牌化”

从“三来一补”到“模仿创新”，再到“源头创

新”，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条上不断爬坡跃升。

突破技术方案新路径，布局大科学装置孵化

器，构建科技治理体系新机制……一批“春笋企

业”正在深圳不断出现。窥斑见豹，新“中国制造”

的强劲动能在其中持续孕育。

发力源头创新，“春笋企
业”破土而出

人脸通关闸机、人证核验系统、智能手机 3D

摄像头……成立刚 1 年的光鉴科技，一年中经历 3

轮融资，正在快速成长。

清华本科、海归博士毕业的公司创始人朱力

说，针对智能手机 3D 摄像头的 3D 结构光方案，光

鉴科技另辟蹊径，提出了不同于国际巨头企业的

全新架构，并申请了多项国内外专利。光鉴科技

的 3D 结构光模组已在主流旗舰智能手机上调试

成功，并开始与一线手机厂商合作。

如今，像光鉴科技这样茁壮成长的创新“春笋企

业”，正在深圳不断破土而出。7月初，激光显示领域

代表性企业之一光峰科技科创板注册生效。“在创新

的道路上不能只做追随者，要用颠覆式创新打破传

统巨头的技术掌控。”光峰科技创始人李屹说。

在创新“新势力”的带动下，深圳 1—5 月高新

技术产业增势强劲。其中，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10.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0%。

得益于肥沃的“创新土壤”，更多的“种子”正

在持续孕育。为了补齐企业早期融资难短板，助

力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发展，深圳市政府去年发起

了战略性、政策性基金——深圳天使母基金，按照

“专业化、市场化”的方式运营管理，首期规模为 50

亿元人民币，计划 3年内完成投资。

同时，深圳还开展创新型高成长企业培育行

动，计划 3年内培育 10000家，并认定 100家民营领

军骨干企业。

布局基础研究，校企联动
擦出火花

脑模拟与脑解析设施、合成生物研究设施、材

料基因组大科学装置平台……位于广深港澳科技

创新走廊重要节点位置的深圳光明科学城，正在

如火如荼建设中。建成后，它将成为世界大科学

装置、国际科研人才集聚的重要区域，有望成为

“春笋企业”的重要孵化器。

“经过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深圳应该加强对可

持续发展的支持，也就是源头创新、基础研究。”南

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表示，致力于基础研究的

光明科学城对深圳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从光明科学城南下，同样位于“创新轴”的西丽

湖国际科教城，正成为湾区企业发展的强劲“智核”。

南方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

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如今，西丽湖国

际科教城已有超过 4 万名高等院校师生，校企联

动正为“春笋企业”突围新“中国制造”不断输送

强劲动能。

芯思杰公司与南方科技大学进行合作后，利

用学校的先进设备和前沿理念，结合企业自身的

产业经验，很快“擦出了火花”。“公司去年销售约

2.5亿元，年增速超过 100%，已经成为光学材料、光

芯片批量化生产的行业先进企业。”公司董事长王

建近来信心更足了。

政策创新“松绑”，完善科
技治理体系

把科研项目的立项权交给企业，不再让“外行

评内行”，开拓建立支持非共识创新机制……政策

创新“松绑”，更加完善的科技治理体系正为“春笋

企业”营造舒适成长环境。

非共识创新是指与已知的科学知识不相吻合

的创意和设想，还得不到业界和同行的普遍认

同。这类创新往往与权威论断不一致，又因创新

性太强而实现难度大、风险高，容易被贴上“离经

叛道”的标签，从而很难得到支持。

从“非共识”到“共识”，虽然漫长艰辛，但可能

孕育着“春笋”。记者了解到，深圳正积极开拓建

立支持非共识创新机制，如在基础研究领域建立

包容和支持非共识创新的制度，扩大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立项自主权，支持有创新价值但没形成共

识的项目。

业内人士介绍，一些国家此前实施的“概念

验证计划”，如在高校为科研人员提供一定“点火

资金”，用于科研人员证明其科研成果具有商业价

值，由此孵化了众多创新型企业。

深圳借鉴这一机制，支持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等设立“创新验证中心”，为那些通过常规渠道

难以获得资助的早期创新活动提供种子资金、基

本设备和创新孵化服务。

“很多大学生的思维很活跃，有很多好的创意

想法，但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去验证这些创意是

否可以转化成现实产品、是否有商业价值。”深圳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探索设立“创

新验证中心”，将可能让有创业想法的大学生和科

研人员，无忧迈出科技成果转化的第一步。

深圳：深耕创新土壤培育“春笋企业”

本报记者 王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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