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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光”照亮人才之“谷”创新之创新之““光光””照亮人才之照亮人才之““谷谷””

我国目前有 3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分别是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和武汉东
湖。武汉东湖优势在何处？

在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采访时，
记者听到一个有趣的比方：北京中关村是

“官二代”，上海张江是“富二代”，武汉东湖
是“民二代”。

现在，这个高新区正在上演一出风起
云涌的“逆袭”大戏。

草根的创业路

1987 年，中国第一个孵化中心在东湖
成立。1988 年，东湖高新区成立。1991 年
国家批复了 26 家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东
湖高新区作为国家级开发区开始运营。

“管理办当时只有十几个人、2 台车，
就这么干起来了。”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
副主任夏亚民回忆。在改革开放初期，武汉
是内地城市，只能发挥武汉地区高校、研究
院所相对密集的智力优势，“鼓励科技人员
下海创业，将高校学科与企业需求结合起

来，开发一些技术产品。”
创业之路并不平坦。

“从 1991 年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到
2000 年这 10 年是最痛苦的时期，全国高
新区差不多走的都是同样一条路，产业雷
同，发展模式雷同，‘千区一面’。”夏亚民
说，直到 2001年东湖才确立将已有一定优
势的光电子产业集中起来发展、打造特色
产业集群、争做世界一流的目标，同年“国
家光电子产业基地”挂牌，东湖高新区发展
开始走上快车道。“光谷”从此成为东湖高
新区的别称。

创业之路后劲十足。
1988 年到 2006 年，整整 18 年，东

湖高新区企业总收入才突破 1000 亿元。
“道理很简单，招些外企，投入好几亿元
建一个‘来料加工’基地，1000 亿元很
快就出来了。但在东湖高新区，18 年培
育，才让一批企业从小到大，水到渠成地
有了自主创新能力。”

2008 年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些草根
企业显露优势。在沿海地区，许多缺乏核

心竞争力、仅靠简单来料加工的企业纷纷
倒闭，而通过创新创业模式发展起来的光
谷保持每年 20%—30%的增长速度。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东湖高新区排名
前 100 名的企业，超过八成是当年创业发
展起来的。它们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形成
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样成长起来，很
快成为所在行业的龙头或者至少是有影响
力的企业。

“第一个 1000 亿元用了 18 年；第二个
1000 亿元用了 3 年，第三个 1000 亿元花
了一年半，后来一年里就跨过了 4000 亿
元、5000 亿元大关，这就是光谷的成长。”
谈起光谷发展的加速度，夏亚民心怀舒畅。

改革的试验区

多年来，创新创业是东湖高新区的一
条主线。而大胆改革则让这条主线越理越
顺。“光谷”始终坚持体制机制创新，打造出
让科技人员、投资者汇聚一堂、联姻合作的
创新创业环境，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

2012 年 8 月，武汉出台促进光谷科技
成果转化的“黄金 10 条”：大学生创业保
学籍还算学分、海归来汉创业补贴 10 万
元、创业教师最多可离岗 8 年、设立 2000
万 元 小 微 企 业 创 业 专 项 引 导 资 金 ⋯⋯
2013 年 7 月 1 日，光谷在此基础上推出新

“黄金 10 条”——鼓励企业突破“零”知识
产权、对企业研发经费补贴每年最高可达
1000 万元⋯⋯更大力度提升了人们的创
业热情。

允许科研人员留岗 3 年至 8 年出外创
业，成果转化收益最多七成给研发人员，
大学生休学创业算学分，这些“黄金 10
条”中的内容，都是全国首创，是对用人
体制的重大突破。

黄金 10 条推出近两年来，政策效果
逐步显现。东湖示范区新注册科技型企业
明显增加。目前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增 15
家企业。2013 年，光谷共有 300 多项科
技成果成功转化，其中，“显微光学切片
断层成像系统”实现 1000 万元挂牌转
让，标的额和个人分配比例创全国之最。

该发明为华中科技大学专利，在武汉
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后，被武汉
沃 亿 生 物 有 限 公 司 以 1000 万 元 买 断 。
1000 万 元 收 益 中 ， 70% 归 研 发 团 队 ，
30%上缴国家。这是国家在汉部属高校首
次公开挂牌出让科技成果，也是武汉出台

“黄金 10 条”以来兑现的最大一笔成果转
化收益。以往，这种科技成果转让要么是
科研人员偷偷摸摸私下交易，要么是校方
以专利作价入股。通过挂牌出让，科研成
果被彻底推向市场，知识分子可以合法
发财。

“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研发团
队负责人骆清铭介绍，这是专门进行脑科

学研究的高科技设备，技术全球领先，历时
8 年研发成功，产业化后每台售价可达数
百万元。

骆清铭说，实现产业化才能让科研投
入保值、增值。“我所在的光电国家实验室
还有 500 多项科研成果躺着睡大觉，时间
久了，就会失效。”

一个实验室就有 500 多个高科技成果
沉寂在档案袋中，在中国 105 个高新区中，
这样沉寂着的科技成果还有多少？

“‘黄金 10 条’将依据现实情况不断刷
新。”东湖高新区科技和创新局局长李世庭
说，东湖将建立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定
期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使高新区政策能
不断适应新形势新需求。

开放的大平台

光谷创业气氛浓厚。目前已经涌现出
一批“孵化+投资”的新型孵化器，建成一
批专业孵化器。光谷“青桐汇”活动也经常
举办，打造创业者、投资者、创业导师路演
对接的合作平台。2013 年光谷还支持组织
了 300 余场创业活动和项目路演，承办第
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北赛区），主办
了“光谷黑马大赛”。

东湖示范区科技和创新局战略发展研究
院邓华博士笑言，创新创业需要各种平台，搭
好平台，就能让各类创新型企业喷涌而出。

在创业平台建设方面，光谷 2013 年新
建科技企业孵化器 10 家，新增孵化（加速）
面积 55.6 万平方米，总面积达 300 万平方
米，在孵企业 2800家。

在创新平台建设方面，光谷 2013 年
新建国家 （湖北） 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
武汉地质环境资源工研院、遥感与空间信
息工研院等 3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
术研究院总数至今已达 8 家；新成立 9 家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总数达39个；新增国
家和省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
30家，省级和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数量达
466家。

光谷还在全国率先启动知识产权特区
建设，国家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已有
300 人入驻，已处理专利申请 6000 件，为
示范区产业集群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发展
提供专业评估和指导。

“光谷创业的人很多，但萌芽期缺注入
资金的人。”邓华透露，光谷正打算做一个
华中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把科技成
果的信息、资源集中起来，整合线上线下资
源。“东湖地区高校集中，各学校里也要有
分站。我们要让科技成果和技术充分地流
通起来，让科技中介、天使投资等机构都能
在这里找到交易目标。”

让创新之“光”照亮人才之“谷”，建设
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光谷”梦正在走向新
征程。

□ 本报记者 佘惠敏 郑明桥

东湖高新软件园。 张大勇摄

创新是东湖高新区的立区之本，通过

创新发挥武汉本地科教优势、孵化本地企

业、壮大产业是我们的传家宝。自 1984 年

筹建迄今 30 年，东湖高新区始终围绕科技

创新创业这条主线，锐意改革，深化“人才

特区”、“政策特区”、“资本特区”、“创新创

业平台”和“服务特区”建设，营造创新的生

态环境，走出了一条光谷特色的创新驱动

发展之路。

人才特区上，我们以“3551 光谷人才计

划”为抓手，不断创新人才招引、培养、激励

和发展机制，加快人才服务环境建设，确保

高层次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其中

我们注重发挥企业引才主体作用，注重加

大金融人才、管理人才、咨询服务人才引进

比重，注重探索人才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

结合机制，促进“创业科学家”成为“创业企

业家”等。

政策特区上，我们出台《促进东湖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

新若干意见》（即“黄金 10 条”）。实施科技

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改革，规定知识产

权一年内未转化的，成果完成人及其团队

拥有处置权，转化收益中至少 70%归成果

完成人及其团队所有。为从制度上更好保

护创新创业者、先行先试者，《东湖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条例》即将出台。我们还积

极借鉴斯坦福大学“荣誉属大学、产权到个

人、财富归社会”的理念和相关制度，支持

在武汉高校设立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及成果

转化的通道和平台，推动科技成果有组织

地转移和转化，大力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股

权激励政策，推广技术经纪人制度等。

资本运营上，我们围绕“创新链”完善

“金融链”，充分发挥金融创新驱动科技创

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比

如我们积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科

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

探索科技金融创新发展新路，试点设立有

限牌照银行等。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

科技投融资体系已逐步形成。

创新创业平台上，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一是我们积极探索政产学研合

作新模式，推进协同创新，按照“市场主导、

股东投入、政府支持”的方式，组建了 8 家工

业技术研究院；二是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组

建产业技术联盟，目前已有 39 家由龙头企

业牵头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三是创办科

技企业孵化器，创新“投资+孵化”的新模

式，大力培育创业企业家，成为全国孵化器

规模最大的高新区。

我们还大刀阔斧进行管理体制机制改

革，打造“服务特区”。比如全国率先建设

联合办公中心，实行“阳光新政”，促进政府

职能由“行政管理”向“公共服务”转变；启

动机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用

制；按照“小政府、大社会”模式，调整内设

机构，实施大部制；做实服务型管理机构，

实行“园区服务企业、街道服务群众、管委

会机关服务基层”的“三条线”管理架构；推

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活动等。

光谷在“光”更在“谷”，“谷”就是体制、

机制和创新的平台。通过不断的体制机制

创新，高新区创新创业活力进一步增强。

“五大特区”驱动光谷创新
武汉市委常委、东湖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胡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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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梦想不是企业家，我希望能让人人
都做发明家，改变别人，实现他人的梦想。”说这话
的是刘靖峰，联思普瑞（武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一位从硅谷归来的光谷创业者。

在以创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主题的“中国
创业榜样”光谷总决赛中，刘靖峰通过 3 个环节展
示，从 2500 多名光谷创业者中脱颖而出，将代表
中国光谷出征全国总决赛。

刘靖峰开发了一款软硬件结合产品，并因此
风靡世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公共平台，把软件
和硬件两个阵营的人群拉在一个平台上，东方工
程师和西方创意在这里交汇、孕育、结果。

“来光谷之前，我在这里不认识一个人。”刘
靖峰是江苏靖江人，2011 年 4 月，刘靖峰在波
士顿参加了光谷海外人才恳谈会，被武汉人的诚
恳和务实感动。一个月以后，刘靖峰第一次来到
光谷，又过了一个月，他决定在武汉成立公司。
他说，武汉 100多万大学生人群，是公司赖以存
在的基础。

他的公司最初项目为“高大上”的通讯集成芯
片。经过两年研发最终流片成功，他也因此入选
国家“千人计划”。“但随后市场推广不尽如人意，
几乎弹尽粮绝”。刘靖峰与同事分析产品销量，他
发现长期畅销的并非芯片，引领销量的居然是为
芯片辅助开发的各种模块。

团队一举敲定，推出第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意
义的产品，就是 pcDuino。参加决赛前的一个下
午，刘靖峰在光谷的一个技术论坛上演讲，能容纳
百余人的场地只有不到 20 位听众。他依然激情
讲演两个小时，“不管多少人，只要来我就很感动，
我不能让他们对我失去信心，我要把自己最好的
一面展示出来。”

他想把做的事业带到世界各地，让人们能够
在这个平台上更好发挥自己的创意。

“我们完全按硅谷的规则去做”，公司一出生
就是全球化模式。刘靖峰说，总部在武汉，上海、
深圳都有员工，在美国也组建了一个团队，跟用户
沟通，前不久美国最著名的电子杂志把 pcDuino
放到了头条。刘靖峰说，用 pcDuino 稍加改造，一
条仿生智能武昌鱼不久将会出现在市场上。

在决赛现场，刘靖峰的构思引起场内外关
注。他说——

“它能清洗你的鱼缸，对金鱼定点喂食，把金
鱼排泄物搜集起来，实时医疗诊断，判断哪些鱼出
了健康问题，并用微信方式通知你。”

“这条鱼同时具有 3G 上网功能，它装配了超
声波模块和红外调感模块，如果家里有人入侵的
话，它可以定点通知你。”

在决赛现场观察团专家评价说：“我们欣赏刘
靖峰的创新激情，乔布斯在刚开始创业苹果的时
候其实也是一个电路板，他创造了今天的苹果，我
们也期待这样一个电路板在将来成为一个中国的
苹果。”

成 就 梦 想 有 时 日
本报记者 郑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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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魏永刚 梁剑箫

武汉邮科院光缆生产车间。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