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由科技部火炬高技术
产业开发中心、绵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军转民大赛日前落幕。来自电子信
息、先进制造与高端装备、光机电、节能环保、新材料等
领域的 30个参赛项目获奖。

据了解，获奖的 30 个项目从来自军转民企业、军
工院所和军工院校的 366 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获
奖项目展现出突出的创新性，比如大功率等离子点火
系统源于航天飞行器点火的重要技术，可实现锅炉无
油、少油点火，节省燃料消耗保护环境；全天候单色光
谱成像仪产业化项目，将对敌侦查的军事活动中的高
科技向民用安防方面扩展。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军转民大赛落幕

苏南苏南::从制造到创造的蝶变从制造到创造的蝶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杜杜 芳芳

苏南是我国制造业高地。日前《经济
日报》记者走进苏南大地，惊奇地发现，原
先干得好好的箱包老板、“纺织女皇”已经
争先恐后地跻身于石墨烯、芯片等新材
料、新技术领域。“正是这些企业的华丽转
身，推动苏南从‘制造’高地迈向‘创造’高
地。”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蒋洪说。

目前，苏南是全国创新型企业最密集
的地区之一，2014 年以仅占全国 0.29%的
土地面积，创造了占全国 6.1%的经济总
量。正因为如此，苏南成为我国首个以城
市群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苏南如何走出一片创新驱动新天
地？记者日前走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一探究竟。

布局高新产业

完善创新链条

江苏的常州石墨烯产业园里，一座
“东方碳谷”正在崛起。在这里，有些创意
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让未来的手机薄如
一张纸，电视屏幕变成曲面的，透明薄膜
自带发热功能，可穿戴设备被设计成各种
柔性产品⋯⋯但是产业园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伴随着对石墨烯这种新材料的研
究，这些创意完全有可能实现。

在常州江南石墨烯研究院，记者在高
倍显微镜下看到了石墨烯的真容，这种由
一个碳原子与周围三个近邻碳原子结合
形成的蜂窝状结构的碳原子单层，厚度仅
0.335nm，20 万片石墨烯才能与一根头发
丝的直径相当，4 克的石墨烯就足够铺满
一个足球场。别小瞧这个不起眼的小玩
意，它的神奇之处在于虽然极薄，却是可
以弯曲的最坚硬的纳米材料，其导热系数
为金刚石的 5 至 6 倍，单层石墨烯的透光
率高达 97.7%。

“正因为这些特殊属性，石墨烯正在
被广泛应用于能源、航空航天、生物医疗、
环境治理等领域，并很有可能带来这些领
域革命性的变化。因此，各国对石墨烯产
业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竞相布局这个朝
阳产业。”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张铭介绍。

“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也是一
片静待开发的蓝海。与其还在传统行业
里摸爬滚打，不如涉足更有竞争力的高新
技术产业。”常州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冯宁的一席话代表了苏南
企业布局高科技产业的真实想法。正是
基于这样的考虑，碳元科技从原先做工业
胶带跨界到先进碳材料领域，成为国内首
家量产人工合成高导热石墨材料的企业。

跨界经营、进军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
在常州高新区还有很多。这里着力培育
石墨烯、印刷电子、3D 打印等一批先导性
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智能装备、新能源、碳
材料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并超前
布局碳纤维、石墨烯、未来网络、机器人等
一大批前瞻性的新兴产业。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部分应用领域已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常州石墨烯产业就
已诞生多个全球第一：全球第一家石墨烯
研究机构——江南石墨烯研究院、全球第
一款石墨烯手机电容触摸屏、全球第一条
年产 100 吨石墨烯粉体生产线、全球第一
条 3 万平方米 CVD 法石墨烯透明导电薄
膜生产线、全球第一款蛋白质分离试剂。

实际上，布局高新产业、谋划自主创
新不仅仅在常州开花结果，整个苏南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都在积极探索以自主创
新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蒋洪介绍，“苏
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首个以城
市群为基本单元的示范区，需要构建创新
一体化的格局。在苏南的整体布局里，最
核心的就是统筹推进。苏南五市每一个
地方要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围绕特色发
展重点产业。通过特色发展把江苏省乃
至全国的创新资源整合过去，支撑产业走
向国际领先”。

苏南的战略布局卓有成效。2014 年
苏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高达 3.4 万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43.9%，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43.8%。南
京高新区的软件产业、苏州工业园区的纳
米技术产业、无锡高新区的软件产业、常
州高新区的太阳能光伏产业、石墨烯产业
等已形成先发优势，产业创新链条日益完
善，成为苏南乃至整个江苏省转变发展方
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引擎。

着眼薄弱环节

加快成果转化

为了打通从技术到产品的链条，江苏
一直在努力。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副
院长胡义东告诉记者，“多年来，江苏省通
过各种举措，促进好的技术去企业得到转
化。目前为止，这个环节已经基本打通，
只要有好的技术，让有能力的企业承接，
转化就能实现。但是从应用研究到企业
可接受的技术，江苏省乃至全国而言都比
较薄弱”。这个环节谁来做？

“单靠企业或者高校都很难。”先声药
业集团负责人感慨，“以原创新药研发为
例，传统的新药研发都是药企或科研机构
自己关起门来搞，投入巨大，周期漫长，再
加上极高的失败率，单个单位‘闭门造车’
式的新药创新模式，极可能‘全军覆没’。
从基础研究到产业技术需要很多积累，高
校研究形态又停留在早期研究，不愿意或
者不适合做产业化开发”。

这样的烦恼，深深困扰了先声药业，7
年在新药研发上投入了 12 亿元，可是市
场收益并不如预期。为了突破这一瓶颈，
苏南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了产业
技术研究院，为创新提供支撑。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转化医学与
创新药物技术研究所依托先声药业与创
新药物百家汇两大载体建立，聚焦转化医
学关键技术，下设十余个研发中心。“产业
研究院所打破常规，推倒企业间无形的

‘围墙’，设立向全球医药创新企业开放的
医药创新平台。我们的团队展开全球猎
捕，把那些代表医药最新研究方向的项
目，以及海内外前沿的科技人才，纷纷引
进平台。现成的细胞房、动物中心等仪器
硬件，配置专业化的服务，研发效率大大
提高。”胡义东说。

与传统研究院不同，产业研究院下属
的研究所由高校、研究机构、政府三方共
建。为了避免政府主办研究院所体制的
回归，专业研究所各自作为独立法人加盟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省产研院通过理
事会参与专业研究所的管理，根据绩效动
态支持，并建立退出机制，研究所性质可
以是事业法人，也可以是企业法人，可以
是公办也可以是民营。

“江苏科教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基础
研究成果。示范区重点建设了省产业技

术研究院，专门制定 10 条支持政策措施，
着眼从‘科学’到‘技术’的薄弱环节，开展
技术二次开发、技术熟化和商业化，有效
破解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存在的
瓶颈制约，推动重大原创成果加快产业
化。”胡义东说。

分担企业风险

破解融资难题

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融资
难题是企业不得不说的“痛”。

富强科技公司是苏州高新区的一家
企业，去年拿到一个将近 4 亿元的单子，
为苹果公司做检测设备，但是台湾的一级
代理首先要看企业有没有能力来实现首
批订单。为了顺利接下首批订单，富强科
技公司找了很多家银行，踏破了门槛，也
没有一家银行为其贷款。

“这还是一家已经有一定规模的企
业，贷款都如此之难，中小企业更是连门
槛都跨不进去。”长期做中小企业贷款的
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闵建国说。

为了扳倒融资难这个“拦路虎”，苏州
高新区管委会直属大型国有集团苏州高
新创业投资集团承担起区域科技金融平
台构建和新型金融服务的重任，初步建立
起两大板块：天使投资、VC 投资、PE 投
资、产业投资等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基金
投资板块；集合服务、融资担保、小额贷款
等在内的金融平台板块。

闵建国告诉记者，“许多企业需要融
资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找哪家银行，他只
需找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的中小企业
服务公司就好。服务公司会把所有的材
料送到苏高投的担保公司，再由担保公
司按照企业的具体情况安排哪家银行对
接，并根据企业情况对企业做出系统的
方案”。

面临融资难题的富强科技迫不及待
地找到苏高投的小贷公司和保理公司，并
以 500 万 元 的 资 产 做 抵 押 ，首 期 贷 款
1500 万元，在第一批订单顺利交付后，又
得到 2500万元的融资，解了燃眉之急。

闵建国说，“去年以前，高新区只有苏
高投一家担保公司，这几年担保公司越来
越多。苏高投借助国企的身份，上承政策
导向，下接企业需求，传输联动、助推切
换，将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
的手’统一服务于区域中小企业的发展”。

除了借助大型国有金融集团，苏南还
为中小企业奉上另一份“融资大礼”。“为
了让银行放心给企业贷款，政府拿出资金
建了一个风险池，苏州现在是几个亿的盘
子，给企业作担保，政府承担一半的风
险。”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负责人蒋建清说。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科技
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建设，3 到 5 年内资
金池总规模达百亿元，以‘首投’‘首贷’

‘首保’为重点，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
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今年
示范区创投机构管理资金规模预计达
1700亿元。”蒋洪说。

⑥

走进苏州工业园的“创客邦”，一进
门就能看到被刷成橙黄色的明艳墙壁，
墙上的一幅幅照片中是一张张灿烂的笑
脸，照片周围是一双双翅膀状的手印。
在这个开放式的空间，一群年轻人忙忙
碌碌、活力四射。

创客邦负责人叶明霞说：“在园区有
一大批创客，怀揣创业梦想，充满激情和
活力，他们赶上了一个鼓励创新创业的好
时代。”创客邦正是因这群创客而生，为的
是帮助他们在创新创业时少走弯路，把无
限的创意变成现实，只要他们带着创意来
到这里，就只管大步向前走。

这里每天都有干货分享。“在创客中
心，我们力争将所有的企业服务落到实
处，包括创客办公、创客论坛、创客沙龙、
创客天使、创客投资等等。”叶明霞说。创

客邦经常组织举办大型的沙龙活动，给入
驻的创新项目搭建展示自己的平台。

然而，孵化器场地毕竟有限，孵化
项目受多种因素制约，无法完全满足创
客的需求。于是，创客邦积极开发线上
系统性的平台，建设创新型孵化器。

“这里拥有众多的优秀创业导师，为
创客们提供专业的创业辅导。他们在线
上随时为创客提供商业模式建立、工商
注册、税务咨询的一站式服务。在计
划、组织、协调、控制、创新方面提供
建设性意见指导，帮助提高企业自主管
理的能力、应对问题的应变能力。创客
可以在线上平台找到更多适合自己的启
蒙导师，一有问题便可以在线呼叫导师
随时处理。创客邦就是一个纽带，越来
越多的创业者通过 O2O 缩短创业周期。”

叶明霞说。
除了线上服务外，创业者还能享受

到一批丰富的线下资源：产品上线了，
可以享受到服务器的资源；项目发展到
一定阶段，投融资渠道里有一大批揣着
资金的企业家资源；产品成熟后，需要
市场化运作、品牌塑造和包装推广，创
客邦会为入孵项目提供全体系的软性增
值服务与资源整合平台。

从去年 8 月成立到现在，创客邦服务
企业已达 120 多家，其中 60%孵化成功，
有了业务收益，得到一大笔资金维持运
营。“这些创客里大学生占 3%至 5%，最大
的群体是工作了 3 年以上的 29 岁至 35 岁
之间的青年人，他们有一定的人脉资源，
有自己的第一桶金，有明确的目标，以互
联网创业为主。”叶明霞说。

创客邦只是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创
业生态的一个缩影。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浓厚氛围下，示范区的创客群体已渐
成规模，以孵化器为主要形式的众创空间
不断壮大。金鸡湖创业长廊、启点咖啡、
创客邦和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器形形色
色，构建了一批适应“草根创业”的低成
本、便利化、全要素的众创空间。以青年
创新创业者、企业高管及连续创新创业
者、科技人员和海归创业者为代表的创业

“新四军”，乘着各类人才计划的东风纷纷
落地苏南。目前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各
类科技孵化器达 347家，孵化面积 1917万
平方米，在孵企业 2.16 万家，分别约占全
国的六分之一、六分之一和七分之一。

在苏南这片土地上，创客迎来了自
己的美好时代。

宝宝生病发烧常常会让年轻的父母们手忙脚乱，
秒秒测科技创始人梁于阳对此深有体会。“女儿转转半
夜发烧时，看着她昏沉沉睡着的样子，就连甩体温计给
她测温都觉得于心不忍。真想随时都能了解到她体温
的变化，同时让她能够好好休息。”在这样的初衷下，在
诺基亚做了十多年工程师的他组建团队发明了可实时
连续测温的智能硬件“秒秒测”。

“市面上有许多种测量体温的水银温度计和电子
温度计。水银温度计存在被咬碎、打碎引起汞中毒的
安全隐患，尤其不适合婴幼儿使用。而现有的电子温
度计，不但准确率有待提升，而且无法连续测温，更无
法进行温度数据的收集。”梁于阳说，他理想中的智能
温度计就像一个机器人，可以连续监测温度、清楚观察
温度变化曲线、导出温度历史记录、没有按钮就能操
作、温度超过界限还可以报警⋯⋯

有了一个创新的设想，梁于阳说干就干。2010
年，他设计并制作出秒秒测 1.0 版，该创意与原型机在
诺基亚 2011 年创新大赛上获得第一名。2014 年，梁
于阳与他在诺基亚产品创新部门的几位同事共同创建
了薇丝智能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其子公司秒秒
测科技承担起秒秒测 2.0 版的开发工作。2014 年 12
月 31 日，这款人性化的智能温度计实现了首批量产，
从此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将这个瓶盖大小的温度计贴在发烧宝宝的身上，
温度测量的数据可以实时传递到手机 APP 上，信息按
每秒钟跳跃的频率更新显示。“这样一来，父母就不用
在夜间每个小时起床一次给孩子量体温了。孩子一旦
烧到了特定的温度，手机会发出警报。”梁于阳说。

据了解，秒秒测 2.0 是目前市面上唯一获得中国
计量研究院认证的智能温度计，其精确度在 40 摄氏度
的时候可达±0.01℃。由于实用性强，秒秒测迅速获
得一批用户粉，其中以年轻妈妈们居多。梁于阳为此
还专门设立了微信群，在里面和用户交流育儿经，收集
产品反馈。张彩凤是一位广州的全职妈妈，她使用过
秒秒测后，开始向有宝宝的朋友推荐，“父母有了更好
的睡眠，才能更好地照顾好孩子”。

当然，秒秒测的男性粉丝也不少，家住北京的马烈
就是其中之一。“我买了 5 个秒秒测送朋友，告诉他们
怎么用的过程就很有意思。当然，秒秒测现在还只是
单一领域的单一应用，如果将来能被纳入一个智能健
康的平台体系，和其他智能硬件关联互通，使用起来就
更加方便了。”马烈说。

随着用户量的增多，有趣的事情出现了。“有一次，
用户反馈他们将秒秒测放在暖气片上测温，记录整晚
的温度，看看物业供暖水平是否达标。因为数据是实
时连续的，可信度很高。”秒秒测团队由此受到了启发：
除了测量人体体温，还有什么领域更需要温度实时监
控呢？家居、医药、物流⋯⋯他们把这些领域的应用场
景在头脑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发现了更多潜在商机。

“伟大的创新，往往来自跨界应用。”梁于阳告诉记
者，“在端到端的冷链运输温度监控上，秒秒测已经开
始新的尝试”。

创意在这里变为现实
本报记者 杜 芳

一款智能温度计能够连续监

测温度——

体温秒秒测
本报记者 金 晶

图① 天合光能公司设计的未来家

居，太阳能供电将完全满足家居需求。

图② 江苏省积极培育纳米技术相关产业。图为苏大维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

用高性能透明导电膜的微纳制造技术生产的大尺寸电容触控屏。

图③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研发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光伏产品，并不断升级

产品优化其能源使用率。图为该公司生产的光伏产品组件。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①①

② ③③

本报讯 记者陈发明报道：由甘肃省科技厅、兰州
市政府共建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兰州科技大市场日前
投入运营。围绕“我要资金”“我要创业”“我要技术”三
大服务需求，该市场以科技金融服务、创客创业服务、
技术交易转移服务为主线，通过实体窗口、网络平台、
电话服务、微信平台等服务手段，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
源的作用，促进科技金融结合。

据了解，兰州科技大市场服务大厅分为科技金融、
技术交易、创客创业等八个线下服务功能区和天使轮
洽谈室、融资路演中心等公共服务区域，以集聚、共享、
开放、协同、无偿的方式运营，围绕企业、团队科技创新
需求提供创业投资、融资担保、技术交易、仪器共享、检
验检测等一站式服务。

兰州科技大市场网络平台围绕“创新资源”和“虚
拟市场”的功能和要素，集买方、卖方、前台、后台为一
体，开发建设了服务需求信息库、成果信息库、技术交
易信息库、专家库、科技项目库、创业项目库等平台，采
用大数据统计分析技术，对网络平台用户实时追踪记
录，实现网络平台各项服务精准推送，形成系列化、多
层次的网络服务。

兰州科技大市场还成立了张江兰白科技创新改革
试验区技术转移中心和北京大学技术转移甘肃中心，
促成科技成果应用和转化。目前，兰州科技大市场已
汇集中国技术交易所、西安科技大市场、上海张江、北
京大学等技术转移机构科技成果近 10万项。

兰州科技大市场投入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