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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这个汇聚了大量民营企业的“创

富”热土，从不缺乏用历久弥坚创业精神和

背水一战拼搏决心铺垫的“创富故事”。当

这个被“创富故事”浸润多年、正处于“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杆省”新历史方位的

经济大省再次寻求突破时，其毫不犹豫地坚

持把科技创新作为了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面对普遍存在的科研、经济联系不紧

密、长期存在“两张皮”现象，“第一动力如何

引领发展”成为各地发展难题。党的十九大

报告强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第一难题如何破解？位于长江三角洲

杭嘉湖平原西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给出

了自己的答案：以打通“政产学研金介用”协

同创新通道、畅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的方

式，破解其县域内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

让德清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科技成果转化的

试验田和标杆地。2012 年，德清县建立了浙

江省唯一的科技成果转化实验区。2017 年，

德清县又获批浙江省首批国家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示范工程示范县。

“德清成功打造了‘众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区’的全链条平台，在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探索上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机制和模式。”德清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琴英表示，德清正以集聚科技资源、建设

创新载体、提升创新能力为重点，进一步深

化“德清模式”。

借脑引智 做强第一
生产力

人口只有 50 万的德清县，堪称科技创新

强县：2016 年，德清县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

展 经 费 支 出 11.62 亿 元 ，占 GDP 比 例 为

2.73%；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30.83 件；

2017 年 1—9 月，德清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86.9 亿元，同比增长 11.5%，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 53.9 亿元，同比增长 23.6%。

在这个科技氛围浓郁的县域，科技成果

转化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20 世纪 80 年

代，德清砖瓦厂为求生存求发展，与中科院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建立了“科研生产联合

体”。在此带动下，一大批“星期天工程师”

来往于科研院所和企业，为企业开展技术服

务。这种“产学研”相结合形式，拉开了中国

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掀起了产学研结合的

第一次浪潮，史称“德清模式”。

进入新世纪之后，德清持续涌现出依托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谋求转型升级的中小企

业。

“离子液体新材料应用范围广，且绿色

环保，市场前景很好。公司从 2015 年开始盈

利，从 2015 年的一千多万，到 2016 年的四千

多万，今年保守估计盈利额度在八九千万。”

说起这些年公司的业绩，浙江蓝德能源科技

发展有限公（以下简称“蓝德”）总经理任旭

华心情大好。

这是一个熬过艰苦科技成果转化过程

后品尝到硕果的公司。任旭华告诉记者，蓝

德的合作方有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

究所、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大学等。其公司

在 2009 年起就与中科院兰化所合作开发离

子液体新材料，双方还合作完成了“甲醇合

成聚甲氧基二甲醚技术工程放大与系统集

成”和“离子液体催化剂工业化制备与应用”

两个国家课题项目。

“科研院所有研发上的优势，而我们可

以把市场一线需求反馈给他们，达成双赢合

作。”任旭华表示，2012 年他在接手蓝德的时

候，这个公司还囤居在一个 200 多平方米的

小办公室中，短短几年能成长为中国化学新

材料领域代表性企业之一，靠的是产学研合

作。他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借助科研力量，不

断 充 实 离 子 液 体 产 品 库 ，冲 刺 行 业“ 领 头

羊”。蓝德已与超威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有望将离子液体新材料在新能源应用领

域推向一个新高地，还将成立蓝德能源离子

研究院。

像蓝德这样的企业，在德清不胜枚举。

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创新成果知识

产权化和产业化，“借智引脑”已经成为浙江

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欧诗漫集团等

一大批德清企业的自觉行动。

优化服务 大力推进
创新主体培育

“如果把企业家、科技人才的创新比作

种子，那么它的发芽和成长离不开政策、平

台、资本、中介、文化等阳光雨露和空气土

壤。”正如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所言，社

会创新活力迸发的背后，离不开政府对科研

环境的营造和科技体制的深化。

在德清县技术市场的大厅里，与科技工

作相关的办事窗口一应俱全：专利申报、文

献查询、检验检测、成果登记、评估交易、科

技金融担保服务……墙上的两个巨幅 LED

显示屏上，一块展示了最新的科技成果，另

一块则罗列了有技术需求的企业。除了线

下市场，德清县还开设了线上的“科技成果

超市”和“科技 e 市场”。以自动、自助和客

服三种途径，实现难题、技术、专家的三方对

接匹配，基本实现了网上网下技术交易常态

化。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和发布成果

信 息 2.9 万 余 条 ，通 过 技 术 市 场 促 成 对 接

4000 多次，实现技术交易额近 10 亿元。”德

清县技术市场相关负责人陆燕峰介绍，为解

决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陆燕峰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德清

技术经纪人协会会长。他表示，德清技术经

纪人协会已培育了一支 134 人的职业技术经

纪人队伍，这些为技术供需双方牵线搭桥的

职业技术经纪人，将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推动技术创新，繁荣德清县科技大市场。

记者了解到，除了不断推进平台建设和

模式创新，德清政府为强化科技企业服务，

采取集中宣讲和分片包干走访的方式，每年

组织开展“科技企业服务月”专项活动，为科

技型企业量身定制“科技路线图”，进一步提

升企业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并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加快创新主体培育，开展浙江省

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组织开展高

企认定、科技项目管理、专利等方面最新政

策的培训和辅导，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截至

目前，德清的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 105 家，省级科技型企业 397 家。

“我们要引导企业做好市场的‘店小二’，

支持企业开展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业态创

新、模式创新，推动企业重视研发、人才、合

作、成果转化，切实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

效供给。”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委书记项乐

明多次强调，企业是市场的“店小二”，而政

府是企业的“店小二”，德清要以完善功能

为支撑，强化创新担当，促进科技成果进一

步转化。

健全体系 竭力优化
创新创业生态

“许多科技型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具有

很强的创新活力，但在目前的创新环境下，

它们在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面

临风险，需要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大力支

持。”德清县科学技术局局长姚国丽表示，德

清既支持“顶天立地”的大型创新企业加强

基础前沿研究，也鼓励“铺天盖地”的创新型

中小企业源源不断地探索创新创业。

科技创新充满风险，为科技创新助力的

金融创新，自然免不了风险。早在 2008 年，

德清县政府创全国之先，出资 3000 万元，设

立科技创业投资（担保）风险基金，旨在解除

担保、投融资机构的后顾之忧。

基金以风险补偿和奖励两种方式，为金

融机构、风险（创业）投资公司和担保机构保

驾护航。此外，德清县还先后出台了“加强

全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扶持小

额贷款公司发展”等政策，对为科技型企业

提供融资服务的担保、贷款机构给予奖励、

分担风险。

在不断健全风险体系的基础上，德清强

化政策扶持、项目实施和专利创造，持续优

化双创生态环境。

“2013 年公司刚刚落地德清，两眼一抹

黑什么也不知道，短短 5 年，公司营收额超

过 7000 万，诸多荣誉加身，这都要归功于地

方政府扶持政策锦上添花。”浙江圣博康药

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杜君美如是感慨。据

悉，圣博康作为“德清模式”践行者之一，成

立三年内投入 4500 万“拍下”四项药品技术

转让。

“我们在政策上实现新的突破，对通过

科技大市场交易并实现产业化的项目，按合

同成交额 20%给以产业化补助。同时，对企

业自主研发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的，按研发

设备设施投入的 10%给予补助。”姚国丽告

诉记者，科技成果在企业“落地生根”还得有

充分的资金支持。

为此，德清县建立了“政府+银行+担

保+社会融资机构”的合作模式，量身定制

“全链条”金融扶持机制，设立了 3000 万元

种子资金、2 亿元科技信贷引导基金、5000 万

元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和 3000 万元风险

补偿基金。实现从实验研究、中试到生产的

全过程都能得到科技创新融资。

据悉，2016 年成立的成果转化引导子基

金已投资成果转化企业（项目）5 家 4400 万

元，目前 4 家已完成新三板上市。今年，种

子资金已发放 1730 万元，以无偿小额拨付、

微利周转、偿还性使用等形式，资助中小科

技型企业 22 家，形成了财政科技投入的叠

加效应、拉动效应和放大效应。

打造链条 促“德清模
式”可复制

政府技术完善、服务平台搭建，让德清

的科技成果转化需求端被激活，为科技成果

转化注入了强劲动力，德清新旧动能转换持

续加快。2017 年 1 至 9 月，德清实现技术交

易额 4.3 亿元，新增拥有知识产权企业 127

家，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企业 108 家，建成科

技园区 13 万平方米。

从“德清制造”到“德清创造”，从“引进

供给”到“创造供给”，德清县坚持把创新作

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下一步“德清模

式”如何深化？

据悉，德清以浙江省首个县域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为载体，探索“苗圃+孵化

器+加速器+产业化基地”的成果产业化模

式。

“在这里，我们只需支付低廉的租金和

水电费用，享受种子资金和无抵押物信用贷

款的支持，贷款利率相比普通贷款低了一半

以上。”入驻德清科创园小微企业孵化基地

的欧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力骏介

绍道，作为一家初创型企业，德清科创园的

一系列优惠政策可谓雪中送炭。

眼下，德清立足产业基础和发展优势，

重点建设了地理信息、生物医药等专业孵化

器，创新建设“云上科技园”，切实打造科技

型企业孵化器 3.0 版。目前，孵化器累计孵

化毕业企业达到 200 多家。

为了在“孵化”的基础上“提速”，德清

2015 年 8 月试运营浙江“千人计划”德清产

业园，将其作为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

公里”的创新尝试。开园两年，入驻企业已

达 40 多家，50%以上项目实现产业化。

“当前，我们正在不断壮大‘主基地’，突

出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产业化基

地，已经有效承接了一大批科技招商项目和

科技型企业落地。”姚国丽表示，目前德清生

物医药产业园被确定为国家火炬特色产业

基地、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通用航空和

地理信息产业园被认定为浙江省高技术产

业基地，其中地理信息小镇也是浙江省高新

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如今德清就好比一个科技成果汇聚的

集市，各类技术成果、专家人才、仪器设备应

有尽有，知识产权、科技金融、技术经纪人等

专业服务一应俱全，实现了各类科技要素和

成果的有效集聚，大大激发了企业家的创新

热情，目前德清已吸引创新团队项目 50 多

个。”姚国丽介绍道，在这个科技大集市上，

德清探索出的“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

化基地”成果产业化模式让“德清模式”变得

可以复制。

深化发展 创新“政产
学研金介用”模式

多年来，德清通过不断深化发展，在全

国首创以“星期天工程师”为主的“产学研”

结合的科技合作模式，如今已经成为“政产

学研金介用”相结合的“新德清模式”。

当前，以“产”为主导、“学、研”为基础，

突出“用”字当头、“介”来服务、“金”为动力，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

金介用”紧密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体

系，为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提供成功

经验的同时，把德清打造成为浙江乃至全国

的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最快、服务最优、效益

最佳的产业化示范高地。

“我们不断深化与浙江大学、浙江工业

大学、大连化物所等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

目前共建成果转化中心 6 家，不断强化科技

服务，协同创新解决难题，切实提高成果对

接效率。”德清县科技局副局长陈海建认为，

在这种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

研金介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体

系建设下，目前德清已经初步实现了大中型

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

构全覆盖。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成果转

化，而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不断打通渠道、

破除障碍的过程，这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堪

称世界性难题，需要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都

做十足的努力。”浙江省长三角生物医药产

业技术研究院常务副主任储消和表示，德清

的“政产学研金介用”模式，很大程度上实现

了研发与企业生产的无缝对接。

按照德清县 2018 年科技创新工作思路，

接下来，德清将探索成果转移转化“德清模

式”3.0 版。对照示范县建设目标，进一步细

化工作方案，完善考核机制，抓好各项目标

任务、重点工作落实。

接下来，德清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第

一工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对中

小企业的支持，推动企业自主研发成果产业

化和发明专利产业化。加强对国际科技创

新成果的利用，吸引国内外更多的创新成果

到德清县转化应用，形成科技成果转化“铺

天盖地”之势。

记者了解到，德清为自己定了一个“小

目标”——2018 年力争实现研究与实验发

展（R&D）经 费 支 出 占 GDP 达 到 2.75% 以

上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达 到

10%以上，企业 R&D 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

达到 1.1%，技术市场实现交易额达到 4 亿

元以上，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总

数达到 150 家以上。

““政产学研金介用政产学研金介用””协同创新破科技经济协同创新破科技经济““两张皮两张皮””
——浙江科技成果转化浙江科技成果转化““德清模式德清模式””探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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