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岁的张书宇是四川成都携宇网络创始人。

携宇网络主要从事跨境电商生意，将汽车配件、3C

电子产品等卖到美国及拉美等国家，现在，公司销

售收入已经超过 1.5亿元。

张书宇的“毕业院校”，是有成都“小硅谷”之称

的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创业学院（以下简称创业

学院）。

创业学院已运营 5年，在高校和孵化载体之间

的“空档期”帮助创业者，打通从创新成果到商业成

品的“最后一公里”。它是如何运作的？日前，科技

日报记者走进创业学院一探究竟。

强调实战，毕业学生成赢家

“在成果转化、技术熟化、项目孵化、商业催化

的链条下，打造全周期、全要素、全链条、全过程、低

成本的解决方案。”创业学院副院长王勃文说，创业

学院于 2013 年 7 月由成都市教育局、人社局、团市

委联合成立，组建中融合了政府、行业、企业、学校

等，目标是打造集创业教育、实践、服务、孵化等功

能于一体的青年创业综合服务体，并帮助创业者们

将项目实现成果转化，最终进入市场。

目前，园区在孵学生企业已达到 160 家以上，

来自高校的毕业生、科研工作者、社区创业者等创

业学院学生，从入校到毕业要经“选、育、考、退”4

个阶段。

“选”的阶段，学院每年举行 1 至 2 次项目评审

会，按商业模式、团队组成、财务数据、业态前景等，

遴选排名前列的企业入驻。强调实战是“育”这个

阶段的主要特色。“我们有创客集市、有孵化工坊，

通过半天培训、半天实践的方式，利用社区的优势，

让学生们的创意，创业作品直接面对市场，实现成

果转化。”王勃文说，“考”则是通过封闭式路演、双

创大赛进行测评；“退”则包括项目转型、及时止损、

商业加速，升级入园等。

学院的毕业生钟磊，之前经营 AR 项目，市场

反响不佳，团队濒临解散，在创业学院的“诊断”中，

专家给钟磊团队指出，其项目过于“理想化”，钟磊

听取建议，投入到对传统音响的互联网化改造，成

功研发出“小鸟家庭影院”。2016 年，“小鸟家庭影

院”在京东网上众筹销售，半个月就完成了 1005万

元的销售额。

搭建“营地”，海量成果变收益

不仅是对大学生创业，针对高校、科研院所的

科研工作者手握的海量科技成果，创业学院也有自

身独特孵化模式。

“一个创新成果诞生后，它与产业之间是脱节

的。从基因期创新研发到应用期，从种子期到培

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创业学院也能发挥作用。”

王勃文说，通过将科研院所、科学家工作室和领

军企业三者结合，创业学院搭建了一个更加实用

的交叉平台。

一方面，创业学院设立了“从科技到商业”的科

研人员转型系列课程培训体系，包括成果转化的商

业化撮合、创投孵化体系的精准对接等；另一方面，

围绕从产品到市场，创业学院还有专门的科技经纪

人全程服务。

同时，创业学院首创了介乎于企业、研发人员、

项目之间的“体外孵化器”。通过引擎型龙头企业、

科研创新者、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共同组成，可根

据某一个科研成果而创立独立项目入驻孵化器，由

企业组织专业团队负责孵化，科研专家负责科技研

发和成果转移，在各方协同作用下，将科技成果转

化为产品，并协助企业的市场渠道对接客户，验证

产品的价值。最后，由孵化器负责成立公司，并按

照约定的分配原则，实现项目收益。

“目前在成都理工大学一个新材料项目的成果

转化中，我们正在尝试这种模式。而其中开拓市场

渠道，做项目书，商业谈判等工作，又可以作为新的

创业实践课程，让创业学生、创业科研工作者有所

收获。”王勃文介绍，在新平台服务下，创业学院已

聚集了科研人员用户 10000名，成果转化专家 1000

名，完成科研成果入市 5000 件，商业转化成果 200

件，形成 50人的科技经济人团队。

“不少高校开设了创业培训课程，而各地很多

孵化器也有成果转化平台，但我们却是与创业最近

的人，在企业最需要的阶段开展创业服务、成果转

化支撑。”王勃文说。

创业学院：帮助新成果完成“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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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难吗？”当记者把这一问题抛

给马力时，他神情镇定地点点头说：“难”。不过

他的一声“难”，早已没有了现在许多年轻企业家

或初创企业人员的急迫、无奈。在市场里摸爬滚

打了 10年的马力，对科技成果转化之难有了更深

的理解和认知。

中科虹霸是一家高科技公司，它的虹膜技术

不可谓不先进。

虹膜是位于人眼表面黑色瞳孔和白色巩膜之

间的圆环状部分，包含很多相互交错的斑点、细

丝、冠状、条纹、隐窝等细节特征。这些细节在人

一岁半之后就定型了。它是唯一一个能从外面看

到的内部器官，不会像指纹一样存在磨损问题。

中科院院士谭铁牛说，虹膜是人体中最独特

的结构之一，在很多情况下，虹膜能够成为唯一

识别个人身份的生物特征。

中国的虹膜识别技术研究始于 1998 年年

底。那一年，谭铁牛放弃了英国雷丁大学终身教

职回国，在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组建了虹膜识别

团队。团队开发出了虹膜识别核心算法和原型

系统，拥有了国内第一套虹膜识别的核心知识产

权。马力就是谭铁牛培养的中国第一个研究虹

膜识别技术的博士。

2009 年 1 月，带着将虹膜识别技术造福大

众 的 理 想 ，马 力 来 到 中 科 虹 霸 ，担 任 执 行 总

裁。公司目前已开发了面向公共安全、金融服

务、矿山管理、智能终端等应用领域的解决方

案和产品，是中国最早开发出虹膜产品并成功

在国内外实现市场应用的公司。近 10 年的商

海奋战，让研究虹膜识别技术的马力深深地体

会到：在市场里，光有技术的先进性远远不够。

“对用户来说，他为什么需要你的新产品？如果

他现有的产品还能用，并且还能解决主要问题，他就

没有用新产品的积极性。”马力说，比如，一家单位使

用门卡做门禁，只要效果不差或者说使用中没有问

题，它就不会考虑换门卡。更何况，使用虹膜识别技

术成本要比门卡或输入密码开门的成本高。

技术出身的人做成果转化工作最常说的就

是：我的“产品”比你用的东西在技术上要先进得

多。技术开发人员也常常以自己产品的技术最

最先进的技术不一定最有市场

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往往特别看重技术的力

量。但技术出身的马力在中科虹霸里却特别看

重市场营销团队的作用，“在企业里要给市场人

员更大的话语权。”这样，才能使技术成果更顺利

更快速地转化为应用。

马力说，我们对技术的需求就是“你在关键时刻

能不能拿出用户所要的技术来，而不是你能不能拿

出研究领域内认为的最先进的技术”。其实，用户所

要的技术，就是成果转化的方向和具体的产品。

虽然煤矿是中科虹霸发展初期的重点领域，

但也不是简单的虹膜识别机就可以应付的。解

决了矿工下井身份核验的问题，但禁止矿工下井

带火柴、打火机和香烟的问题能解决吗？井下有

时会丢电缆类的东西，虹膜识别能查出谁上井时

顺带了电缆吗？

“做单项技术的人要会集成创新，提出整体解

决方案。在与其他厂家合作的基础上，我们研发

和制造融虹膜、安检技术于一体的产品和方案，解

决了客户的需求，产品卖得更好。”这是马力强调

的“应用场景”问题，也是成果转化延伸的方向。

正是以应用场景为出发点，中科虹霸重点研

发完成了面向公共安全、金融服务、智能终端等

应用领域的产品，把成果转化延伸到了包括大规

模虹膜识别云服务平台、高精虹膜采集仪、智能

虹膜识别终端、智能警务终端、智能门锁模块等

领域，为行业客户提供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用户需要的一定是最合适解决应用需求的

技术，而不是单纯最先进的技术。

集成创新让转化进一步延伸

“轰隆隆……”，宽敞的隧道中，机器轰鸣，一片繁忙景

象。截至目前，中老国际通道玉磨铁路新平隧道正洞开挖已

掘进 3750 米，每天有 1500 多名建设者在这里挥汗如雨，并从

15 个作业面加快向前掘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程的快速推进，离不开先进

的技术。中铁隧道局集团的建设者结合复杂地质，研发出整

体配套移动栈桥、组合式模板台车、钢拱架定位器、注浆快速

接头等 5 项获得国家专利的“利器”已经转化为实际应用，正在

加速中老铁路建设。

据了解，玉磨铁路新平隧道全长 14.835 公里，共穿越 6 条

断层破碎带，所经之处岩体破碎、涌突频发，属于Ⅰ级高风险

隧道。施工中突泥、涌水、溜坍经常发生。沿用常规的掘进方

法行不通，隧道易变形，初支剥落掉块，安全风险极高，如此种

种成为阻碍玉磨铁路建设的“拦路虎”。

“采用相对安全的铣挖机非爆破开挖，‘蚂蚁啃骨头’式一

次掘进一米，工程进度稳步推进。”中铁隧道局集团玉磨铁路

项目部经理李平说，为了确保软弱围岩隧道安全快速进行施

工，项目部根据围岩实际，在一次次探索和实验中，研发了“三

台阶带仰拱同步施工工法”，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提高了掘进

速度。

加快新工法工装配套，也成为了最迫切的任务。项目部

根据软岩地质改进工装设备，前后花费了 3 个月时间，成功研

发出第一代整体配套移动栈桥，使得仰拱、仰拱填充、中心水

沟、止水带定位可一次关模、优质成型。目前已有 15 台整体移

动栈桥投入隧道施工，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据了解，目前共有 29 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

利的科研成果，在中老国际通道的参建单位中得到应用。

（通讯员张伟明 记者赵汉斌）

29项“利器”上工地
推进中老铁路建设

最近，虹膜成了热词。6月至今一直冲击着人

们的眼球。6月初，院士大会上谭铁牛院士特别介

绍了虹膜识别技术；6月底，中科院和中关村管委会

展示科研成果，虹膜技术位列其中；8月9日，联想之

星庆祝成立10周年时，也特别把它参与孵化的虹膜

技术成果摆上了展台。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科虹霸）总经理马力认为，现在大概

到了虹膜技术规模应用的市场窗口期了。

中科虹霸是中科院自动化所于 2006 年底发

起成立的，主要依托该所转化虹膜识别技术的科

研成果。中科虹霸在成果转化方面有哪些酸甜

苦辣？8月 14日，记者采访了马力。

虹膜识别技术可以准确辨识人的身份，但怎么

让客户接受，让这项技术真正在实际中得到应用呢？

中科虹霸的虹膜识别技术最开始的落地之

处是煤矿企业。

工人下井采煤，需要准确知道是哪一位工人下

井了，有多少人下井了。以前煤矿使用的是卡片。

谁下井谁刷一下卡就可以。但容易发生代人刷卡

的情况，下井人数并不能保证准确无误。换成人脸

或指纹识别系统呢？由于煤矿工人上井时面部和

手上常沾有很多煤灰，所以也不准。这种情况下，

虹膜识别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不论脸上、身

上、手上再怎么脏，眼睛都是明亮和干净的。虹膜

识别技术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2007年，黑龙江龙

煤集团率先采用了中科虹霸的虹膜识别产品。

10年来，全国数百家矿山企业用上了中科虹

霸矿山人员虹膜识别安全管理监测系统。

虹膜识别技术只能进行单一转化，虹膜产品

只是煤矿人的专享产品吗？中科虹霸心有不甘。

“将最新科技产品应用到生产生活中，最重

要的是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马力说，先进技术

的成果转化还得“迎合”用户需求，用户一定是在

特殊背景下才使用新的产品。

比如，手机解锁先是使用数字技术，后来又使

用便捷的指纹解锁技术。指纹解锁已经是一个成

熟的技术，有谁还在手机上使用虹膜识别技术呢？

银行和金融支付企业就有这个积极性。支付

加密如果采用数字密码很容易泄密，使用指纹和

人脸识别又都存在一定的误识率。公安部物证鉴

定中心原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耀说，18岁—65

岁及以上的人指纹误识率大约是 0.8%，人脸误识

率大约2%，而虹膜识别可低至百万分之一。

蚂蚁金服 ZOLOZ 亚洲区总经理和资深数

据专家陈继东表示，对于支付宝的支付账户来

说，在用户注册、登录、支付时，蚂蚁金服要知道

账户背后是谁，他做了什么样的操作。

这种支付时的特殊需求为虹膜识别技术的

应用提供了又一次机遇。

市场是细分的，会有先进技术的用武之地。

中科虹霸在成果转化的探索中深刻认识到，在将

技术变为产品时，用户的需求是根本。

煤矿企业不是唯一的用武之地

虹膜识别技术落地虹膜识别技术落地
看得准人更要看得准人更要““看得准看得准””市场市场

记者 8 月 13 日从四川成都高新区获悉，以一个导师领投

一个项目为主的科技成果转化“亲子孵化”新模式在该区菁蓉

国际广场推开，该模式致力于解决成果转化中面临的落地方

向选择难、缺乏孵化加速机制、存活率低等问题，让科技成果

少走弯路，迅速成长，同时让资本获得较高的回报，使产业和

资本获得双赢。

新设立的“纳百川加速营”旨在加速创投与科技创新源

头对接，促进众创和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创新、创业向产业升

级、产业生态发展。“加速营主要针对初创型科技企业，采取

‘亲子养育’式的孵化培育加速模式，让一些有经验的投资人

和企业家对项目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和帮助，同时通过他们的

资源来促进整个项目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初创项目的孵化。”

该孵化器运营经理童鹏说，项目每个团队有一个主投导师和

若干跟投导师，主投导师类似于父母官，需要在项目上投入

很大的资金和精力，助力早期项目投资获得高回报，促进科

技成果产业化，为成都本地培育一批新经济领域的高科技、

高成长的企业。

该计划每年 2 期，每期有 20 个优选项目进入加速营，进行

为期 3 个月的强化加速培育。经过加速阶段后，后续还会在成

长和成熟阶段有 1 到 3 年的跟踪扶持。通过专家诊断、导师督

促、多次融资对接实践，最终使项目价值得到成倍增加。接下

来，加速营会引入一批来自深圳的专业投资科技项目的机构，

为成都带来深圳地区早期科技项目投资理念、模式和资金；同

时，加速营也会对四川大学、电子科大、西南交大等四川省内

高校的技术成果进行发掘和孵化。

（陶玉祥 记者盛利）

“加速营”
让创投与创新速度对接10 年的商海奋

战，让研究虹膜识别
技术、拥有先进产品
的高科技公司深深
体会到：在市场里，
光有技术的先进性
远远不够。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秀成果

中铁隧道局集团研发的全液压变截面衬砌台车获得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 冯有平摄

牛而沾沾自喜。自动化所黄永祯博士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就说：“我们许多刚从科研单

位出来的人，总想着做最牛最好的产品，往往忽

视了市场最需要的产品。”

与技术人员想象的不同，市场首先考虑的往

往是成本、性价比。

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科虹霸创始人
和首席科学家谭铁
牛，在中科虹霸近日
举行的“创新赋能，
刷眼未来”会议上介
绍虹膜识别技术研
发及产品应用。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