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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黑龙江省最集中的哈工大科研成果产业化发展区，

哈尔滨经济技术发开区、平房区进一步加大了引进高校科技

成果就地转化的力度，7 月 29 日，两个区与哈尔滨工业大学

签约共建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此举将加快释放驻哈高校

科技资源潜力，加快高校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带动地方经济

发展。

首批有哈尔滨工大深能电机有限公司、智慧哈南等共 15家

企业入驻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这些企业涉及智能装备、新材

料、大数据、医疗设备等领域，项目科技水平均处于各自领域前

沿。这使得哈尔滨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由零散落户变为集

群入驻。

近年来，哈经开区、平房区高度重视高校科研成果产业

化工作，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搭建了常态化对接平台，先后承

接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焊接集团、大数据集团等 10 余个重

大高科技项目，有 80 余家具有哈工大背景的科技公司入区

发展。

此次，哈经开区、平房区将对在本地转化落地、实现产业

化的哈工大项目，给予多项优惠政策。签约后，哈尔滨工业

大学、哈经开区将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互利

共赢”的原则，共同搭建常态化、系统化合作平台，重点在科

研成果解读分析、孵化、估值、市场对接和金融服务等方面深

化合作。

（记者李丽云 实习生王昱儿）

共建基地
高科技零散落地变集群入驻

同济大学一项抗感染医药研发成果成功转让，加快向产业

化迈进。近日，同济大学与迈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人民币 2500万元的技术转让协议，双方将基于同济大学医学院

研发成果，合作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超级耐药菌”感染

的单克隆抗体药物。这一成果实现产业化后，将为临床治疗“超

级耐药菌”感染提供有效药物，填补我国该领域抗体药物研发的

空白。

此次转让的科研成果出自同济大学医学院抗感染药物研究

实验室，由副教授安毛毛带领一支年轻的研发团队完成，同时也

是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成果。

团队研究人员介绍，随着人类长期大量使用甚至滥用抗

菌药物，一些细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逐渐下降，不断出现

耐药菌株，甚至是对所有抗菌药物都耐药的“超级耐药菌”。

近年来，“超级耐药菌”曾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目

前，“超级耐药菌”感染在我国医院，尤其是在重症监护病房

（ICU）内更是屡见不鲜。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首份抗

生素耐药“重点病原体”清单，呼吁研究与开发新型抗耐药菌

药物。

同济大学医学院抗感染药物研究实验室此次转让的成果，

是基于超级耐药细菌感染后损伤人体组织的重要毒力因子而开

发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靶向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未有同类产品

上市。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大分子药物的研发

和产业化，公司总裁刘大涛表示，公司已将抗感染抗体药物研发

和产业化作为发展的重要方向，此次与同济大学携手合作，将共

同把研究成果推进到产业化阶段，预期 2019年底可申报人体临

床试验研究。

此次研究成果转让，正是基于去年校企双方签署的《抗感染

药物研究框架合作协议》下的合作开发。从项目立项之初便开

始密切合作，研究过程中双方优势互补、坦诚沟通、互动频繁，此

次合作大大加快了研发项目的推进速度，开创了校企合作的新

模式。

记者了解到，同济大学将根据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

将此次成果转化所获得的收益将用于激励团队科研人员，加强

人才培养，购置大型仪器设备，进一步提升团队的科研能力，以

形成更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黄艾娇 记者王春）

推进产业化
校企联手共克超级耐药菌

重庆两江新区将“大手笔”助力高新技术成果

转移转化，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重庆市两江新

区招商合作局获悉，位于水土高新生态城的中科

院广州化学西部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广化西部

研究院）一期项目正式投运，二期项目有望于明

年投运。

据了解，中科广化西部研究院将以中科院广州

化学有限公司为依托，凭借中国科学院的创新资源

优势、科技研发优势、科技团队优势，吸引国内外高

新技术成果来渝转移转化，重点突出西部研究院的

科技研发、项目对接、成果转化、公共测试服务的四

大功能定位。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公共测试服务

平台建设，共投入 2000 余万元用于实验室场地建

设和仪器设备购置。

探索支柱产业创新成果转化新路

记者了解到，中科广化西部研究院将发挥重庆

两江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的优势，面向西部地区

国民经济发展，开创性地打造第一个集市场化运

作、集约化管理、定制化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检测

研发机构。

2017 年 11 月，中科广化（重庆）新材料研究有

限公司与重庆市两江新区管委会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启动中科广化西部研究院的建设。中科广

化西部研究院总占地面积 4000 平方米。按照前

期建设规划，目前已完成 2800 平方米的一期工程

建设。二期项目将针对重庆市支柱产业重点开

展特种精细化学品研发、车用新材料研发的工程

技术建设。

“中科广化西部研究院将以中科院广州化学

研究所为依托，着重开展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新

成 果 新 技 术 转 移 转 化 、科 研 公 共 检 验 检 测 服

务。”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胡美龙介绍，中科院中科检测品牌将从生态环

保、食品安全和生物医药等方面给两江新区提供

科技服务。

两江新区管委会副巡视员郭坚表示，汽车产业

和电子信息产业占到了重庆产业的“半壁江山”，中

科广化西部研究院的服务范围与重庆支柱产业高

度吻合，期待该机构在实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

探索出一条新路。

优先落地中科院新型化学品成果

据重庆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透露，该项目将围绕“1院、2中心、4平台”的建设

目标进行规划。

其中“1院”是指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2中

心”是电子有机聚合物材料工程中心、车用高分子

复合材料工程中心；“4 平台”则是生物医药检测平

台、危险废物鉴别平台、再生资源鉴定平台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评价平台。

“我们计划 2018 年申请 20 余个专利产品。”相

关负责人还透露，目前，该机构已经与中科院重庆

绿色智能研究院、中科院成都化学有限公司、中科

院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科研机构展开合作。

针对该项目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科院广州化

学研究所作为中科院新型特种精细化学品技术创

新与产业化联盟理事长单位，将联同中国科学院直

属 14 个化学相关科研院所，优先落地中科院新型

特种化学品成果，为两江新区高端化学品产业孵化

转化注入新鲜血液。

此外，该研究院还将提供科研公共检验检测服

务。作为公共公开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服务平台，将

为新区提供环境、食品、农产品、化工产品等检验检

测服务。

打造可持续发展产业生态链

截至2017年底，两江新区直管区共有检验检测机

构和实验室61家，已涵盖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特种设

备等各个方面。共有检测技术从业人员3715人，仪器

设备35538台套，检测用房总面积29.33万平方米。

根据规划，到 2020年，中科广化西部研究院将

形成院士牵头领衔、硕博导师领军的百人科技团

队，拥有服务地方科技发展的新增知识产权上百

个，完成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数十个，并

建成电子有机聚合物材料工程技术中心、车用高分

子复合材料工程技术中心，以及开放式的科研公共

检验检测平台。

两江新区是国家级检测认证示范建设区，中科

广化西部研究院将力促新型特种精细化学研发与

两江新区产业需求对接，形成政、产、学、研、用、金

融为一体的可持续产业生态链，以此提升重庆检验

检测认证行业整体水平。并进一步在环保、新材

料、汽车、电子电器、医药等领域为科研成果转化创

造条件、做好服务。

重庆“大手笔”，为化学品产业注新“血”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讯员 沈琳娜

鱼儿离了水不能活，这是自然常识，但一项创
造性技术却“突破”了常识，实现了活鱼的无水运
输。这项被《纽约时报杂志》称为“中国低温业十个
里程碑之一”的技术，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中，从全国近12万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
全国总决赛金奖。

对于该项技术的创造者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以下简称山东商院）来说，“无水保活物流集成
技术”并不是唯一的金奖，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上，该校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连续3年蝉联全省
第一。

金奖成果不仅好看，更好用，甚至早在获奖之
前已经在国内“遍地开花”。究其原因，这些成果并
不是冲着比赛而来，而是源于市场“痛点”。7月31
日，山东商院党委书记马广水告诉记者，金奖、银
奖，不如市场夸奖；我们以市场为导向，让科研接地
气成为实用产品，让教学接地气为企业培养可用人
才。山东商院依靠“产学研零距离”的优势，在市场
中不断证明自己，从而实现了“大赛金奖”和“市场
夸奖”的双重收获。

一边是大赛金奖一边是市场夸奖

如何一举双赢，这里有答案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在“需求源于市场，项目终于市场”的科研链

条中，完美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组合是什么样？

鲁商集团附属山东商院建有国家农产品现

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工程中

心）和山东省农产品贮运保鲜技术重点实验室

（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两大重量级平台确保形

成高效的链条：企业提需求、出资金，国家工程中

心和重点实验室做项目，山东商院组团队并建立

相对稳定的创新联盟组织，产学研在这里实现了

零距离无缝对接。

作为经济大省，山东省的蔬菜、水果、肉蛋

奶、水产品等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但“供需两旺，

流通不畅”的物流问题，一度成为阻碍山东现代

农业发展的痛点。

2009年，山东商院抢得先机，依托鲁商集团，

整合校内供应链管理、信息技术、食品生物技术、

制冷与空调技术等资源，创建了国家工程中心。

这是我国物流领域和涉农服务业第一个国家工

程中心。同年，山东省科技厅批复山东商院成立

了重点实验室。“行业需求是应用技术研究的导

向。”国家工程中心品控工艺部部长、重点实验室

主任张长峰博士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我们的

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题进行攻

关。”

一只桃子何以 30 天还能新鲜如初？2015

年，重点实验室这一创新团队研发的“生鲜农产

品跨境品控物流技术”，攻克了蜜桃跨境流通保

鲜的国际性难题，实现了蒙阴蜜桃跨境出口至阿

联酋迪拜的“零突破”，好果率从过去 50%提升到

现在近 100%。“有了国家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

的技术支持，公司如虎添翼，如今果品运销新加

坡、东南亚、坦桑尼亚，俄罗斯等国际市场。3 年

来出口果品累计 8万余吨，创汇 8000多万美元。”

万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宗路说。

尝到了技术合作的甜头，6 月 9 日，蒙阴县与

山东商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在科技研发、

品牌塑造、市场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继续展开

深度合作。

两大重量级平台确保产学研无缝对接

记者拿到的一份“培养人才一览表”显示，从

2010 年到 2017 年，国家工程中心和重点实验室

不但向市场输出了科研成果，更利用独有的产学

研平台输出了人才——有 23 位学生在中心和实

验室练就本领后，“更进一步”，考取硕士、博士，

其中不乏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知名高校。

大学阶段理论学习多，实践机会少，动手能

力差。眼下，越来越多的高分生甚至本科生到山

东商院解决动手能力的问题。山东商院将科学

研究与学生实际能力培养相结合，这不仅形成了

人才培养让转化从学校延续到企业

山东商院人才培养的途径和特色，还为企业的成

果转化培养了后续人才，让科研项目的转化工作

从学校延续到企业。

“科研人员兼职授课，向学生讲授科技前沿

知识，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工作，已有 30 余名大学

生参与到我校的科研实验，学校指导 15名本专科

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并联合其他高校培养 15名

硕士研究生。”在山东商院院长钱乃余看来，该院

人才培养背后，有一条清晰的逻辑。

有国家级平台，自然会吸引各种各样的项

目。目前，该院的产业平台囊括各类项目 360 多

个，大的项目资金有 1797 万元，这些资金不仅解

决了学校在科研、教学方面的投入问题，同时这

些项目还转化成教学内容，为项目导向的协同育

人教学模式奠定了基础。“山东商院是一所专业

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多年来为我们企业培养了

大批高水平、高素质的制冷与空调专业人才，相

信未来还将为更多的企业培养人才。”烟台冰轮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强介绍，2002年双

方联合成立冰轮工程学院，截至目前，共有 150多

名山东商院毕业生在该公司从事技术、产品和服

务等相关工作，也为双方的科研项目转化为产品

发挥了关键作用。

山东商院在校企合作的探索中“高招”不

断。以往，校企合作常常遭遇“校热企冷”的尴尬

问题，而马广水“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成为了破

解“校热企冷”问题的途径，“在走与地市、大企业

合作道路的同时，我们将触角延伸到县域，与蒙

阴、兰考这些以农业为主导的城市合作，效果更

好。”

“国家工程中心通过与 260 多家国内外知名

企业合作，现已完成国家、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近 60 项；教师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200

篇，获专利 140 余项，实现成果转化近百项；制定

国家、行业技术标准 20 多项，获得科研经费 1 亿

多元。”国家工程中心王国利专职副主任说。

作为全国物标委冷链物流分技术委员会主

任单位，国家工程中心起草、参与制定了包括《物

流企业冷链服务要求与能力评估指标》《水产品

冷链物流服务规范》《冷链物流信息管理要求》等

国家标准。

山东商院表示，积极参与国标、行标的制定，

是学校进行成果转化工作的又一探索。通过标

准的制定，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行业状况、企业需

求，从而精准确定产学研方向，促使更多的科研

成果顺利转化。

如果说制定标准是为成果转化进行铺垫，那

么，因赛代练、引入基金则是山东商院解决转化

资金的渠道。

“履带式机器人底盘项目”是该校学生的代表

作，曾获得全国大学生创业基金一等奖；“新地空

气净化器”项目获教育部华图大学生创业基金项

目三等奖……学生带项目走出去，企业携资金走

进来。据宁夏西部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王红艳介绍，国家工程中心与西部电子合

作多年，是值得信任的合作团队，在我国农产品冷

链物流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方面独树一帜；2017

年山东商院国家工程中心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产

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六家董事单位之一，继续

承担农产品流通技术体系的研究建设。

制定技术标准为成果转化打好“前站”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