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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新创业高地，建科技成
果转化快速通道

2015 年 4 月，荆门市委、市政府就率先制定出台

了《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见》，被誉为“黄

金三十条”。并设立 5 亿元创新创业引导基金，为创

新创业提供金融保障。

为创新创业者搭建了软通动力众创空间、荆楚理

工学院创客空间、掇刀万福创客空间、聚盛国际创业

中心、百盟科技企业加速器、大学生创业园、海归创业

园等各类平台 31 个，入驻项目 304 个，创客 1140 人。

为了给创新创业者提供更周到细致的服务，荆门市还

专门成立了创新创业服务局。

“荆门地处内陆，也没有高铁通行，在吸引高校人才

方面，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不具有优势。”荆门市市长肖

菊华坦言，“需要用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来感染他们!”

荆门市专门制订出台了《荆门市推进市校合作工

作实施方案》，并成立了以市委书记别必雄为组长的

市校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工作责任，加强财政投

入，并实行“一名市级领导，带领一个责任部门，组建

一个工作专班，对接一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一个

合作平台，推进一批科技成果转化”的“六个一”工作

机制。先后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的 18

所高校合作，签订市校合作协议 44个，聘请市政府科

技顾问 20名。

荆门市政协副主席、市科技局局长朱才坤介绍，

荆门大力实施科技成果大转化工程，把“出成果，促转

化”作为科技工作的重头戏来抓，目前全市有 1000多

家企业与省内外 20多所重点高校院所建立了较为稳

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去年累计完成科技成果转化

数量 92项，成果转化经济效益 6.25亿元，完成技术合

同登记 421项，合同成交额 13.73亿元。

全面融合发展，自主创新核
心企业受宠

地处荆门的格林美，2007 年利用“硒的回收”、

“镍粉的制造方法”等 6 件专利获得国家开发银行

湖北分行 3021 万元贷款，开了湖北省专利质押融

资的先河。2012 年，格林美又用 36 件专利融资 3

亿元，创下了当时全国专利权质押贷款单笔最大

额度。

荆门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杨立文介绍：凡是在荆门

申报认定的专利单件奖 5万元，专利成果转化后再奖

5 万元；并且荆门知识产权局和相关的金融单位达成

了多项专利权质押贷款的协议，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

专利权质押，在银行获得不封上限的贷款。

荆门市还为自主创新核心企业上市融资大开绿

灯。目前，凯龙化工已通过 IPO 审核，20 家企业签订

了“新三板”挂牌协议，25 家企业在四板挂牌。湖北

叶威粮油机械有限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平粮机

器人，研发了世界上第一条用文字摩擦力理念来传动

的信誉胶带，创造了 30 年内无人突破的移动式粮食

清理中心，成为国家粮食局粮库信息标准起草单位和

制定者。这些企业通过融合发展，将为荆门经济发展

增添新的活力！

“十二五”期间，荆门市获得5个“国字号”、1个“省字

号”：连续七届十四年蝉联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称号；

获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为进入

“526”工程序列的32个城市之一；高新区成功晋级国家

级高新区；格林美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成为行业内唯一的国家级中心；“2014年全省市县科

技创新综合考评先进市”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的表彰。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015年4月19日, 荆门市在全国较早出台了《关于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见》，为创新创业者量身定

做推出了“十件财政嫁妆”、“五份金融厚礼”和“四大服

务套餐”。其含金量非常高被称之为“黄金30条”。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成立了市

委书记任组长的科技创新领导小组，市委常委会、市

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多次研究科技工作，

先后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荆门

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意见》、《关

于全面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的若干意见》、《荆门市推进

市校合作工作实施方案》等多项含金量较高的政策措

施，帮助解决了科技投入、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科技

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建设、创投引导基金、争创国家高

新区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创新创业中的难题。

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创新型荆门建设和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情况汇报，并对《科技进步法》、《专利

法》等科技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市政协常委会就全市科技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进行专题协商和专项民主监督，有力地推动了荆门市

科技创新工作。

荆门市市长肖菊华表示，市委市政府把“创新活

市”作为推动荆门“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

措，不仅要制定好的政策，还要把政策优势转化为推

动创新创业的发展优势。

构建创新创业平台

荆门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步伐明显加

快，“四大平台”（荆门公共科技信息服务平台、荆门农

村信息服务平台、荆门医药化工创新平台、荆门高新

区孵化平台）、“三个中心”（荆门市医药创新研究中

心、荆门市化工资源信息研发中心、格林美国家电子

废弃物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园”（荆楚理

工学院科技创业园、荆门高新区大学创业园）和“两

器”（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加速器）建设取得新

进展，其中“孵化器、加速器”建设水平全省领先，聚盛

国际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百盟·慧谷是

全省第一家“省级科技加速器试点单位”。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 33 个，

现已累计建成荆门九派通众创空间、楚门创客空间、

百盟科技企业加速器、荆门高新区大学生创新创业

园、掇刀人民万福众创空间、海归创业园等各类创新

创业载体平台 31 家，入驻项目 304 个，创客 1140 人。

其中部级科研机构 1 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校企共建研发中心 23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1 家，省级生产力促进中心 1 家，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2个。

“荆门·龙泉汇”是借鉴武汉“青桐汇”的经验，搭建

的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平台；该平台坚持汇聚项目、汇聚

资金、汇聚信息、汇聚人才、汇聚导师“五位一体”，让创

业者与创投资本对接、与创业导师对话，共同分享创新

创业经验，推动荆门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据荆门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胡孝光介绍，荆门

龙泉汇自2015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期，其中第

一期共10个项目参加路演，获得投资660万；第二期12个

项目获得投资360万，在今年计划开展更多的路演活动，

让龙泉汇成为推进荆门人才腾飞的最好的平台。

多种途径吸引人才

就创新创业而言，荆门无论是产业、地理位置，还

是高校及科研院所等方面都没有优势，如何把荆门打

造成项目、资金、创客争相而来的“洼地”？

荆门市拟定了《荆门市推进市校合作工作实施方

案》，紧紧围绕荆门市七大主导产业，实行“一名市级

领导，带领一个责任部门，组建一个工作专班，对接一

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一个合作平台，推进一批科

技成果转化”的“六个一”工作机制。

18 名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带领市

直相关部门分别牵头走进在武汉的高校院所。截至

目前，已圆满完成 18 场重大市校合作活动，累计编印

并现场发放《荆门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市校合作工作

手册》1600余册，制作展示易拉宝 620幅，现场发布荆

门市企业技术需求 358 项，推介高校科技成果 2723

项，签订市校合作协议 98个。

先后聘请了 1000名科技精英和 64名市政府科技

顾问。实现了“政府当红娘，企业出题目，院所搞科

研”的有机对接，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了科技与

经济的紧密结合。全市已有 1000 多家企业与省内外

20 多所重点高校院所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产学研合作

关系，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校院所为技

术依托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正在形成。

肖菊华介绍：“荆门本土走出去的优秀人才非常

多，而且他们对于回来建设家乡也有意愿。市委、市

政府会向每一位荆门籍大学生发一封邀请函，请他们

回家乡看看，了解荆门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让荆门

本地人才为建设美好荆门出一份力。”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2007 年格林美以专利权质押获 3000 万元国家开

发银行贷款，开湖北省首笔专利权质押贷款先河。

2012 年格林美又以 3 亿元专利权质押贷款创全国民

营企业单笔专利权质押贷款最高纪录。

荆门为此出台了《荆门市专利权质押贷款实施办

法（试行）》，鼓励专利技术实施转化，推进专利权质押

融资工作。荆门企业凡是拥有经过知识产权局认证

的专利，均可在相关银行通过专利权作为质押获得企

业发展所需要的贷款。

荆门市积极推动科技金融对接，截至目前，全市

已设立 5 亿元的创新创业引导基金并建立了财政跟

投机制，设立了一马天使创业投资基金、大学生创业

基金、科技金融基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

偿基金、涉农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和中小企业过桥基

金。推出了“科创贷”、“循环贷”等支持双创金融产品

11项，各金融机构已为创新创业主体注资 2.2亿元。

市本级和各县市区财政科技投入占当年本级财政一

般预算支出的比例每年都达标且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2015年市级财政科技投入4000多万元，占当年本级财政

一般预算支出的2.5%。“十二五”期间，全市累计争取国

家、省各类科技计划项目289个，获得经费2.05亿元。

为创新提供最好的服务

技术侵权，是很多创新型企业十分头疼的问题。

荆门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杨立文说：“如果是荆门

的企业遭遇知识产权侵权事件，知识产权局都会坚决

维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2013 年，荆门市有一家企业反映，他们的专利在

外省遭到侵权。经过调查取证，荆门市知识产权局联

合组建了工商、经侦、媒体、律师等一个 10 人团队，历

时一个星期，转战安徽、陕西、河南、河北四省，行程近

万公里，配合当地执法部门，有效维护了被侵权企业

的合法权益，让荆门企业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安全感，

也提升了社会各界对于专利权的保护意识。

为了更好的服务创新创业工作，荆门市还成立了

全国第一个市级创新创业服务局。在市创新创业服

务局设立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实行首问责任制、限时

办结制、服务承诺制、一次性告知制、责任追究制等五

项服务制度，提供政策咨询、申请兑现、证照代办及项

目入驻推荐等“一站式”服务。

对各类创新创业载体平台及其创客，在市创新创业

服务局实行局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包联服务和周

上门服务制度，建立创客联络交流平台，及时了解情况，提

供对接服务，做创业者的“娘家”，当企业家的“保姆”。

市委书记别必雄说，荆门要大力培育发展文化，

形成创新创业氛围；要建立支持体系，促进创新创业

主体快速成长；要强化推进机制，确保创新创业政策

落地生根，努力使荆门成为创新创业的沃土，成为全

国知名的创新创业之城。

●“十二五”期间，无论是产业、地理位置，还是高校及科研院所等方面都不占优势的荆门市，却拿下了 5块科技创新的“国字号”。
●“十三五”，荆门确立了“创新活市”，要做创新先锋，明确提出创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奋斗目标。着力创新体制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增强创新能力，进一

步提升综合竞争力，创建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和江汉平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扎扎实实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产业变革、经济发展的新路。到 2020年，力争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达到 18%；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在“十二五”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210家以上；新增各类创新平台 50家以上；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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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伟 实习生 蔡义强

许开华曾是中南大学

冶金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

名教授。2000年，许开华认

识了日本东京大学知名教

授山本良一（日本环境立国

的倡导者之一），并首次听

到他“地球的环境承载极

限”的思想。冶金专业出身

的许开华敏锐地觉察到，中

国是矿产资源消耗大国，必

然会面临资源耗尽的问题；

2001年，许开华放弃在日本

的合作研究回国创业，在深

圳创立了格林美公司。

中国“开采城市矿山”
第一股

钴粉镍粉是世界稀缺

的战略金属，广泛应用在电

子、汽车、工具、军工和高能

电池领域。但此前，从电子

废弃物中提炼超细钴镍粉

体的技术被加拿大等少数

国家垄断。许开华要做的

就是自主研发，打破垄断。

许开华在深圳的研发

团队攻克了“废弃钴镍资源

与废旧电池回收”和“电子

废弃物整体资源化”两大核

心技术。2004年，在荆门高

新区的支持下，有着家乡情

结的许开华把格林美产业

化触角伸向湖北老家，超细

钴粉、超细镍粉等超细粉体

材料生产车间和全流程生

产线从深圳复制到了荆门。

在荆门，格林美可谓顺

风顺水。2007 年以 6 项专

利质押获得国开行湖北分

行 1 亿元的项目贷款，创下

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专利

抵押融资案例，轰动一时；

2010 年，格林美在深交所

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开采

城市矿山”第一股。

成立行业唯一的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荆门格林美年处理废

旧电池和各类废弃钴镍资

源的能力达到 10 万吨，年

循 环 再 造 超 细 钴 镍 粉 末

3300吨，支撑了中国 50%以上超细钴镍粉体的市场供

应，成为全球第三、中国第一的超细钴镍粉末制造商。

“吃进去的是垃圾，吐出来的是‘金子’。”许开华

很喜欢这样介绍自己的工厂，他所说的“金子”实际上

是从电池、洗衣机、冰箱、电视机、汽车等现代电子垃

圾中提取出的铁、铜、铝、塑料片等再生材料。荆门格

林美还建成国内首条电子垃圾贵金属生产线，每年能

产出两吨黄金。

走过 13 个年头的格林美，建成了一座价值近 50

亿元的“电子垃圾处理王国”，并手握 300 多项专利。

2014 年 11 月科技部批复“格林美国家电子废弃物循

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荆门格林美正式揭牌，

这是行业内唯一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是湖

北省第一家在市州建立的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

扛起发展循环产业的大旗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依托荆门格林美新

材料有限公司，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

标准体系，培养批量尖端工程技术人才，促进中国电

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向技术化与规模化方向发展。

许开华说：“我们不做别的，只把循环这一件事做

好。”中国的电子产业正在崛起，电子废弃物将呈爆发

式增长，回收利用这座巨大“城市矿山”的绿色产业，

将是未来中国的最大产业。

2013 年 7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格林美武

汉分公司，考察废弃物的绿色回收利用时说，变废为

宝、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

把垃圾资源化，化腐朽为神奇，是一门艺术，你们要再

接再厉！

习总书记的讲话极大鼓舞了格林美全体员工，坚

定了格林美发展循环产业的决心和信心。目前格林

美已在全国建立起了十大产业基地。2015 年格林美

公司钴镍铜钨、电池材料、电子废弃物、报废汽车等各

项业务快速增长，其中，钴镍销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42.52%，电池材料销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15.93%，电子

废弃物拆解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22.24%，报废汽车处

理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6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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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荆门市地区生产总

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居全省第一，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居全省第三，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位居全省

前列。可以说，这一年荆门交出了出色的答卷。

2016年1月18日，记者见到了参加全省经济工作会

议返回荆门的市长肖菊华。肖菊华开门见山：之所以能

在逆势中保持中高速增长，保持在全省进位态势，这与

荆门历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科技进步工作分不开!

“十二五”时期，荆门拿了 5 个科技方面的“国字

号”: 连续七届十四年蝉联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称

号；获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

为进入“526”工程序列的 32 个城市之一；高新区成功

晋级国家级高新区；格林美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成为行业内唯一的国家级中心。

肖菊华说：2015年 4月 19日, 市委、市政府在全省

率先出台了《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见》，为

创新创业者量身定制了“十件财政嫁妆”、“五份金融厚

礼”和“四大服务套餐”，被称之为“黄金30条”。

为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更好地服务和推进创新创

业，荆门市紧紧围绕化工、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大健

康、再生资源利用与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七

大主导产业集群发展，启动实施了市校、校企合作，共建

院士(专家)工作站33个，破解产业转型发展中的科技瓶

颈。同时，实行“一名市级领导，带领一个责任部门，组

建一个工作专班，对接一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一个

合作平台，推进一批科技成果转化”的“六个一”工作机

制，走进省内外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技联姻活

动。这些政策和举措，有力地推动了荆门的科技创新工

作，在全市上下掀起了创新创业的热潮。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

八届五中全会又将创新发展确立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

加快科技创新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肖菊华坦诚：

“对比先进地区，我市创新发展的差距还非常大，以创新

引领荆门缩差领跑、跨越赶超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荆门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乘势而为，明确提出创

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战略构想，通过优化创新资源，

激活创新主体，营造创新生态环境，增强创新能力，加快建

成江汉平原科技创新中心、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肖菊华说：荆门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更好更

快发展，必须以创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为目标，大力推

进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向

创新寻出路、要效益、要动力，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

使创新创业成为荆门未来发展的亮点和特色，塑造更多

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随着中国农谷战略写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规

划纲要》，荆门发展商机无限。“欢迎更多的科技精英

和有识之士到荆门来创新创业!”肖市长希望科技日

报记者传递这一发自内心的声音。她说：美国《福布

斯》称荆门是中国最宜开设工厂的 20 个城市之一。

现在，中集、联想、福耀、汇源、中兴等一大批“500 强”

企业相继落户荆门。在东海证券、上海财经大学联合

发布的“2015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成长竞争力榜

单”中，荆门排名全国地市级第五名。“对于有志于创

新发展事业的个人和企业，我们愿意竭诚为他们服

务，和他们一起去创造美好未来！”

向创新寻出路、要效益、要动力
——荆门市市长肖菊华谈创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 本报记者 刘志伟 实习生 蔡义强

■创新驱动看荆门

■典型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