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摇椅式的电池、自动化视觉检测、
智能农业系统⋯⋯走进位于重庆九龙坡
区的“重庆高新区——英特尔联合众创
空间”，一系列高新技术产品令人眼前一
亮。不久前，这个由重庆高新区管委会
与英特尔 （中国） 有限公司合作打造的
众创空间正式投入运营，通过整合英特
尔公司线上线下的创新资源，为致力于
智能硬件开发的创新创业者提供技术支
持和硬件支撑。

在重庆高新区，类似的科技型众创
空间有 20 多个，入孵企业 1000 多家。
重庆高新区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
示范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国家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园区和全国
首批科技服务业试点，不久前又获批建
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近年来，重庆
高新区通过加强创新平台及服务体系建
设，集聚资源培育创新创业生态，走出
了一条内陆高新区依托创新驱动实现跨
越发展的新路子。

数据显示，目前，重庆高新区全社
会 研 发 投 入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达
4.4%，是全市平均水平的 3 倍；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 18.3 件，是全市平均水平
的 4.3 倍；连续 3 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重点新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数量位
居全市第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
新三板挂牌企业总量均居全市第一。

促进资源流动

资金、技术、人才、创业场地、知
识产权等分散众多的创新创业资源，如
何为己所用？这是许多创新创业者都会
遇到的困惑。相对于此，怎样让固化的
科技资源动起来、把分散的资源聚起
来，则是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

去年 6 月，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与重
庆九龙坡区政府、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
院共同创建了重庆科技服务大市场，采
取“线下实体大厅+线上网络平台+专业
市场联盟”的运营模式，着力打造科技
资源集聚中心和科技服务创新平台。

记者在重庆科技大市场服务大厅看
到，1600 多平方米的场地根据科技大市
场的功能定位，不仅分设了科技展示
区、信息发布区、创客洽谈区、办件服
务区等 6 个线下服务功能区，还开设 16
个服务窗口，为创业者提供包括项目申
报、审批、科技金融等政务服务，以及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商登记注册、重
点新产品认定等近 20项服务。

重庆科技服务大市场建立以来，在
服务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不少企业
从中受益。重庆臻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门从事智能厨房系统开发的企业，
公司总经理助理赵应琦告诉记者，去年
年底，由于找不到厨房食材智能加工的
技术供应商，公司产品开发曾一度陷入
僵局。而后，正是通过科技服务大市场
的云平台进行匹配，公司成功找到了技
术供给方重庆科技学院。

“双方在线上供需匹配后，又在线下
约谈四次，今年 8 月成功签约。现在我
们合作开发的智能冰箱、自动切菜机已
进入终试阶段。”说起科技服务大市场，
赵应琦深有感触地说：“大市场像科技企
业的‘娘家’，不仅提供了资源对接平
台，更为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和贴
心周到的服务。”

臻憬科技只是重庆科技大市场众多
受益者之一。运行一年多来，重庆科技
服务大市场已经入驻 4319 家科技创新供
需主体，发布技术项目 1 万余项、技术
服务 5044 项，实现技术与科技服务交易
额突破 25 亿元，为上千家科技企业提供
了 5000多次各类科技服务。

科技大市场不仅集聚技术，更集聚
资金。重庆科技服务大市场业务主管杨
力告诉记者，在科技服务大市场的云平
台上，已经引入了建行、工行、三峡银
行等 23 家金融合作机构，为科技企业设
计了“助保贷”“银保贷”等 28 种金融
产品，为企业获得融资提供服务。

引入优质项目

如果说重庆科技服务大市场是立足
重庆、服务西南，帮助重庆本土科技企
业更快“走出去”的话，那么重庆高新

区的国际科技企业孵化园则更多地把眼
光投向全世界，将海外优质的创业项目

“引进来”。
记者在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烟灯山脚

下的国际科技企业孵化园看到，这里总
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已经吸引了电子
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的 23
个科技创业团队入驻。

重庆广用通信技术公司是孵化园的
受益者之一。说起入驻以来企业的变
化，总经理邓敏非常高兴。“园区不仅为
我们免去了场地租金，而且可以提供最
高 500 万 元 的 启 动 资 金 和 配 套 扶 持 资
金。”邓敏告诉记者，公司由一群海归团
队组成，专注于智慧城市传输技术研
发，通过园区提供的孵化服务，公司目
前 已 获 得 6 项 技 术 专 利 ， 弥 补 了 国 际
TCP/IP协议在二层网络领域的空白。

一项项创新成果正在不断诞生。重
庆国际科技企业孵化园平台资源部部长
肖春荣说，重庆国际科技企业孵化园今
年又新增专利 131 项，其中发明专利 72
项。此外，园区还引进了天涯若比邻、
蚂蚁激客等多家创新孵化平台，营造

“优势互补、开放兼容、互利共生”的创
新创业生态圈。

如今，重庆高新区内，类似国家科
技孵化园这样的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越来
越多——拥有高创中心、创新服务中心

等 3 家国家级孵化器，箐创海派、创客
部落 2 个国家级众创空间，IT 微企孵化
园、留学生创业园、火炬互联网产业
园、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孵化器或众
创空间均创建成功并投入运营。

“除了平台的建设之外，我们还积极
为 创 新 创 业 者 提 供 最 大 的 ‘ 政 策 红
利’。”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常态下，重庆高
新区着力给创客们提供良好的成长土
壤，吸引更多创客来此生根发芽、开枝
散叶。

据介绍，高新区已先后出台了 《重
庆高新区高层次人才引进激励办法》《重
庆高新区促进科技创新鼓励办法》 等激
励政策，同时以“苗圃—孵化器—加速
器—产业集群”全链条创业孵化体系为
企业发展全程护航，形成梯次递进、业
态细分、集聚发展的良好的创业孵化生
态。

强化科技金融

对许多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来说,资金常常是制约技术进步的瓶
颈。近几年，重庆高新区在促进科技与
金融结合方面的创新实践从未停止。

记者在重庆高新区采访时，听到不
少企业在谈论最近推出的“科技创新
券”。重庆安迈科技公司总经理刘李成告
诉记者，重庆高新区在重庆市率先向科
技企业发放科技创新券，企业可凭券向
科技创新服务机构购买申报专利、科技
金融、研发设计等服务。

“创新券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
解决了资金难题，让我们更有动力搞科
研。”刘李成说。据了解，重庆高新区已
向 100 多家企业发放了价值 800 多万元
的科技创新券。

与此同时，重庆高新区通过聚集金
融机构、创新金融信贷产品、鼓励企业
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手段不断引导金
融资源向科技领域配置。比如，高新区
创新服务中心联合建设银行、国寿财险
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服务产品——“科
技智慧贷”，区内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利
用手里的知识产权，就能换来“真金白
银”。今年，重庆美均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和重庆雅明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分
别以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抵押获得了 500
万元贷款。

在强化科技金融对孵化服务支撑方
面，重庆高新区在拥有 51 种金融产品的
基础上，组建规模 5000 万元的种子基
金，并加快建设重庆市科技金融分中
心、西部首家股权投资中心和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平台，形成融合种子基金、天
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等科技型中小企业信
贷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科技金融服务
链条。

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高效结合，
为高新区科技企业创新提供了不竭动
力。截至目前，重庆高新区累计帮助企
业融资近 10 亿元，受益企业平均发展增
速达 25%。2015 年，高新区新增高新技
术企业 40 家，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 4
家；高新区技术合同交易额增长 222%；
新增市级高新技术产品 219 个，数量居
重庆市第一位。

“GCY 互联智能加工系
统由国内完全自主设计研
发，可以实现工业零件个性
化定制，能完成 16 种不同形
状的零件加工，从下单到产
品 完 成 均 实 现 无 人 化 。”
GCY 互联智能加工系统项
目负责人介绍说。日前，《经
济日报》记者在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主办的 2016 年“创客
中国”创新创业创客大赛决
赛现场目睹了该项目的精彩
表现。

包括“GCY 互联智能加
工系统”项目在内的来自小
微企业和创客的 20 个优秀
项目经过激烈角逐，在 2016
年“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创客
大赛决赛上评选出了最终获
奖名单。其中，“碳氮化钛基
金属陶瓷新材料的应用”等
10 个 项 目 分 获 创 客 组 一 、
二、三等奖及优胜奖；“GCY
互联智能加工系统”等 10 个
项目分获企业组一、二、三等
奖及优胜奖。

“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
培育众创设计、网络众包、个
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
模式，完善产业链，打造新型
制造、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体系，建设一批面向制造企
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双创’
服务平台，培育一批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打造一批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是‘十三五’期间面临的
重要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辛国斌在大赛期间指出。

辛国斌表示，未来将通过 3 项举措来推进中小企
业健康发展：一是推进央地合作，提升品牌影响。通过
在各地搭建“创客中国”分平台和举办区域和专题赛事
活动，形成资源共享、互动合作的机制，在全国营造浓
厚的“双创”氛围。二是聚焦关键领域，实现创新突
破。配合实施“中国制造 2025”、围绕关键共性技术、
关键领域、主导产品和薄弱环节，围绕消费品工业增品
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中的重点发展行业，开
展有针对性的联合攻关。三是完善服务功能，探索市
场模式。不断完善和创新平台的服务功能，借助平台
集聚的创新资源、资金资源、政府资源、服务资源等，推
进协同制造、产融合作和供需对接，积极探索利用互联
网打造产业生态体系，采用市场化手段实现创新项目
产业化。

“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创客大赛是工业和信息化部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
战略部署，也是实施“互联网+”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培
育行动的重要举措。本届大赛吸引了来自各省区市的
3189 个项目，其中小微企业项目 1493 家，创客团队项
目 2596 个，主要涉及智能硬件、移动应用及创意设计
等 3 个领域。获奖项目除获得奖金和证书外，可被优
先推荐给大赛合作投资机构、银行，获得投融资、贷款
等方面的支持，还可被推荐进入与大赛合作的创客空
间、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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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霖

“大众的‘病’我能治。只要在柴油
车上安装我们的产品，尾气排放一定达
标。”当大众集团因深陷汽车尾气门事件
而危机重重之时，青岛盛腾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田文亮却抛出这样的“豪
言壮语”。

田文亮的底气源于该公司耗时 5 年
研发出的盛腾 ST6.0 型节能减排装置的
成功运用。“该装置使用了国内外几十家
行业内顶级企业的部件，是世界相关领
域优势产品的集大成者。”田文亮介绍
说，这一装置是世界首款臭氧助燃及纳
米远红外高分子技术柴油车节能减排产
品，尽管体积不大，却拥有 18项专利。

盛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是青岛市南
区“小空间”演绎“大创新”的一个缩
影。市南区地处青岛市核心区，服务业
占比高达 91.1%，可谓寸土寸金。如何
在“小空间”里发展好实体企业？市南
区把重点放在培育行业创新型“小巨
人”上面。“市南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
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齐全的商务配

套，特别是科研院所和大学众多，有利
于吸引研发型高端人才，这都为我们汇
聚创新型‘小巨人’企业奠定了基础。”
市南区委书记王久军说。

为此，市南区出台了 《关于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通过挖掘
潜力企业、培育重点企业、跟踪领军企
业、引入优势企业，建立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梯队，并变后置审查为前置指导，
逐步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机制。此
外，市南区还积极引导银行、担保机构
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通
过与市科技局、银行、社会担保机构合
作设立 400 万元科技信贷风险准备金，
撬动社会资金实现了财政资金 37 倍放大
效应，总规模达到 1.5亿元。

体系化的模式全面推进创新工作，
成为促成创新型“小巨人”企业聚集的
最大推动力，一大批创新企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形成蓬勃
发展之势，一些领域的自主创新甚至走
在了全国乃至世界前列。鼎信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就是这样的企业。该公司 2008
年 4 月份扎根市南区软件园，以载波及
总线通信芯片的研发成果为基础，将其
应用于电力、消防等嵌入式智能产品的
研发、生产，是一家有扎实基础理论与
系统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过去 3 年，
该公司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70.36%，
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101.79%，实现
了高速增长。目前，鼎信通讯提供的载
波通信技术产品在国网用电信息采集系
统载波类产品招标中应用的份额超过
50%，位列全国第一。

从 8 名 员 工 到 2500 多 人 的 工 作 团
队，从零基础做起到成为载波通信行业
里的翘楚，鼎信通讯经过 8 年的厚积薄
发，终于在今年 10 月 11 日正式登陆上交
所主板。鼎信通讯副总经理王萍表示，
自主研发是公司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快
速成长的引擎。“我们非常重视技术研
发，专门成立了基础理论研究院，从

‘根’上做研究。”王萍说。
创新型“小巨人”企业的集聚，还

能从技术创新层面破解社会发展中出现
的难题。青岛厚科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在
地下埋设物信息化、可视化管理上的技
术可谓傲视全球，其发明的“地下埋设
物标识装置”大数据管理系统，在第 43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从 1000 余项专
利中脱颖而出，揽获金奖。

依据这一技术，公司研发团队针对
青岛夏季浒苔频发难以治理的问题，经
过 3 年有针对性的研发，以 12 项专利
技术成功研发新型浒苔拦截装置。今年
7 月 ， 厚 科 在 青 岛 奥 帆 中 心 、 二 浴 外
海 、 二 浴 内 海 分 别 铺 设 了 1000 米 、
1500 米 和 575 米 新 型 浒 苔 拦 截 装 置 。
经过多日连续观察发现，该装置拦截效
果极佳。

如今，创新型“小巨人”企业已经
成为推动市南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目前，市南区高新技术企业达 49 家，拥
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5 个，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 43 个，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15
个，各项总量指标均居青岛市前列。

青岛市南区重点培育创新型“小巨人”企业——

锻造自主研发这把“金钥匙”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春梅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全国首个由跨国企业
联合成立的创新孵化器日前在上海张江启动，并正式
发布第一期技术项目模块，向全球的创业者进行合作
招募。这意味着上海张江在整合园区跨国企业创新资
源，构建具有张江特色的创业孵化生态体系方面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

据悉，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器采用“1+N”孵化模式，
“1”为联合孵化平台，“N”为联合孵化平台与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易贝、联合利华、博世、六三六创新公社等园
区跨国企业以及相关海外机构组成的特色孵化单元。
上海张江管委会主任杨晔表示，截至 2015 年底，累计
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为 535 家，上海已成为
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最多的城市，核心技
术聚集优势明显。在这一基础上构建的跨国企业联合
孵化平台以创业者为本，将创业者的激情和智慧、跨国
企业的核心优势技术、本土优秀企业的资源资本打通
对接，形成一个高效的联合孵化航母。

首个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器在沪运行

辽宁本溪县的“80 后”小伙王恩江大学毕业后回

乡创业，与朋友共同成立了溪青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通过采用基地直供模式，为互联网消费者提供当地优

质农产品，并创建了自己的电子商务品牌。目前公司

销售 40 余种农产品，月销售额 20 万元左右。图为王恩

江（右一）与同伴在讨论下一步工作计划。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80 后”回乡创品牌

左图 重庆

高新区内，“创客

咖啡”为创业者

搭建一个零门槛

开放式的创业投

资平台。

（资料图片）

右 图 重 庆 高 新 区 IT

微企孵化园是专为 IT 创业

人士提供科技指导、项目研

发、技术转让、风险投资等服

务的平台。 （资料图片）

下图 重庆高新区国际

科技企业孵化园场景。

张 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