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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华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很年轻，2009 年才成
立，最早由 8 名科研人员初创，是台湾阳明大学创新育成
中心里众多中小企业的一个代表。但这个小型科技企业
的创业却是从坚持创新开始的。

台湾华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郑诚功教授
是著名的生物力学和骨科器材设计专家，谈起当初为何
要创立华骨公司时说：“在公司没有成立前，我就发表了
200 多篇国际 SCI论文，获得了 50 多项专利，但这些成果
没有转化为产品之前除了我个人收获很多荣誉外，没有
发挥任何临床和实用价值，我所在的科研院所每年还要
为我的专利付出高昂的专利维护费用。”于是，不能让论
文和研究成果束之高阁，成为华骨公司始设的初衷。

郑诚功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虽然生物医疗器材市
场长期为欧美所垄断，但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我们的
医院数量、临床病人数量都远远高于欧美，而且近些年
来我们的医生水平也在大幅度提高。因此，做适合亚洲
人的生物医疗器材，不仿制、纯自主研发产品应该是未
来的趋势。

作为一家小型科技公司，要创新必须首先能够生存。
阳明大学创新育成中心类似大陆的“科技企业孵化

器”，场地租金低，而且具备专业、尖端科技器材供科技企
业租用等便利，这里聚集了 30 多家中小科技企业，华骨
也选择在这里创办。

公司总经理赖玉树博士告诉记者，虽然公司创立时
也拿到了一些科技企业扶持资金，但由于医疗器材从研
发、人体试验、临床观察到真正投入市场周期很长，平均
时长在 3 至 5 年。公司早几年生存和自主研发投入一直
是靠为医疗器材厂商做产品设计和技术服务支撑的。直
到 2012 年，髋骨板系统研发初步成型才吸引到资金投
入。“但即便如此，坚持创新的理念我们一直未变，未来我
们希望在和欧美医疗器材大厂的竞争中有属于我们自主
技术的产品。”

按照从临床实践发现产品需求进而展开研发设计的
理念，历经 6 年，华骨第一套自主研发产品髋骨板系统去
年通过医院临床实验评估，今年开始正式上市。

赖玉树介绍说，今年髋骨板系统的销售计划是 300
套目标，第一季度就完成了 300 套产品的全部签约，而且
这项产品的利润率高达 70%。另外，华骨的另一项自主
研发产品脊柱固定系统也已进入实验室测试阶段。

尽管有六年磨一剑的艰辛，但华骨公司已经开始尝
到了自主创新的“甜”。

日前，《深圳市 2015 年金融改革创新
重点工作》正式印发实施，推出 36 条创新
举措，重点聚焦广东自贸试验区前海蛇口
片区，着力推动前海与香港的深度融合，
进一步助推深港两地互联互通。

深圳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2012 年深圳市率先启动前海跨境人民
币贷款业务创新试点以来，阶段性成效
明显，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和前
海开发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持。为更好
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深圳将复制推
广前海试点经验。除了争取在蛇口区
内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外，还
将争取在前海蛇口自贸区片区内探索
实行本外币账户管理新模式，以及自贸
区内银行机构探索从境外吸收同业存
款融入人民币资金并向境外机构发放
贷款，并争取降低跨国企业集团在深圳
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准
入要求，吸引更多跨国公司特别是“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深
圳 设 立 全 球 性 或 区 域 性 资 金 结 算 中
心。同时，将引导银行机构开展境内人
民币信贷资产转让和跨境人民币贸易
融资业务，争取前海蛇口自贸区内银行
机构与境外同业开展人民币贸易融资

资产跨境转让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
深圳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并将
一定比例的资金调回使用。

据统计，截至 3 月 31 日，前海进驻企
业 总 数 已 增 至 25673 家 ，注 册 资 本 达
14998.34 亿 元 ，其 中 金 融 企 业 14369
家。通过拓展土地、市场、政策等多方面
的改革举措，港企参与前海开发的积极
性空前提高，前海注册港企已从 2013 年
的 45 家增至目前的 1235 家，注册资本达
2043.33亿元。

为了更深层次地推动深港金融合
作，深圳今年将探索建立深港金融高层
定期会晤机制，推动制定内地与香港两
地基金互认平台建设方案，争取尽快启
动“深港通”试点，并加快推动港资机构
在前海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和合资基金管
理公司；将争取适当降低香港保险公司
在前海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的准入条
件，加快探索深港两地保险市场互联互
通的新模式，促进深港保险市场融合发
展；深入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
点（QFLP），重点吸引香港的投资机构参
与；推进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

（QDIE），年 内 核 准 试 点 机 构 不 少 于
1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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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平潭，春风拂面，绿意盎
然。车过平潭跨海大桥，沿着宽阔笔直
的进岛大道前行，绿树掩映之中，一座
座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经过数年的建
设，这座距离台湾本岛仅 68 海里的岛
屿，正在成为两岸深度融合的试验田、
两岸人民宜业宜居的新家园。

2014 年 7 月平潭海关特殊监管区的

正式封关运作，表明平潭发展进入一个
新阶段。这一年，平潭与台湾的两岸合
作日益紧密：新增的平潭至台北航线使
海上直航形成了两条航线、两船运营、
两岸双向直航新格局。台湾车辆搭乘

“海峡号”抵达平潭，实现了台湾车辆
首次直接换牌入闽。9 月，两岸“小三
通”货运航班正式开通。台湾商品免税

市场到去年底累计销售额超过 3900 万
元；台湾创业园投入运营，意向入驻
台资企业 100 多家，已达成入驻协议
30 多家。国家赋予的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试点、平潭港口岸对外开放、15%
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政策基本落实到
位、首只两岸合作人民币私募股权基
金正式运营。

与此同时，一个高效、廉洁、务
实的营商环境也在形成。平潭在福建
省 率 先 实 施 政 府 投 资 项 目 综 合 审 批 、
社会投资项目并联审批、外商台商投
资项目代理审批等制度，在全国率先
对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审批实行“集中
申请、统一受理、综合审批”。在福建
省率先实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首推
内资“三证一章合一”、外资“四证一
章合一”登记制度，探索实施“非禁
即入”审批模式。去年 11 月，首票试
点 货 物 顺 利 通 过 二 线 卡 口 从 “ 海 峡
号”运往台北，被两岸业界称为“海
运成本”与“航空效率”最佳组合的
典范，标志着两岸共同打造的唯一跨
境电商平台正式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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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交通使台湾成为越来越多自由行游客的选择。图为台北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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