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院校创新创业协作组成立

经过近3年平稳运行，我国首座百万吨级国产
化液化天然气 （LNG） 工厂——湖北 500 万立方
米/日LNG工厂国产化示范工程，近日以优异成绩
通过“大考”。工程采用自主研发的成套工艺包，
技术先进、成熟可靠，国产化设备运行参数优于标
准，匹配良好、运行稳定；工厂操作安全稳定，启
停便捷、负荷调节灵活，体现了操作维护上的优
势；工厂能耗指标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据项目建设单位运行负责人介绍，此次性能过
程考核相当严格。工厂在各种工况和生产负荷下，
经过长周期平稳运行后，性能考核期间满负荷运行
超过 72 小时，并进行了超负荷运行测试。业主方
中国石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邀请国内 LNG 行业知
名专家，进行包括综合性能测试、能耗分析以及
LNG 产品气质分析等全面考核，取得并对比分析
千余项数据。

考核得到的数据很亮眼。包括原料气处理能
力、水电气消耗、净化度、液化能耗、液化水耗、
设备运行参数等在内的性能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设计
指标。其中，综合电耗、工艺电耗、制冷电耗分别
为 每 标 准 立 方 米 0.29 千 瓦 时 、 0.26 千 瓦 时 、
0.24 千瓦时，综合能耗值为每吨 LNG5235 兆焦
耳，这些指标均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负责人表示,该工厂是我国首个 500 万立
方米/日国产化 LNG 工厂，采用自主成套工艺包、
施工技术和国产化设备，实现大型 LNG 工厂建设
从技术到装备的全面国产化。参与项目建设的工程
技术人员从工程开建的第一天起就大胆创新思维和
技术，坚持中国创造和中国制造，采用完全自主开
发的、以“多级单组分制冷液化工艺技术”为代表
的数十项专利专有技术。项目采用国产化装备，装
备国产化率达到99%，采用的丙烯、乙烯、甲烷制
冷压缩机，30 兆瓦防爆电机以及 30 兆瓦变频器，
冷剂压缩机干气密封等设备为目前国内最大。工
程的实施提升了我国的装备制造水平，依托工程
取得的技术成果，公司又成功开展了中国石油集
团公司重大科技课题“350 万吨/年天然气液化关
键技术与装备国产化研究”，打破了国外垄断，为
国产化 LNG 工程由百万吨级向千万吨级迈进、跻
身世界百万吨级 LNG 主流设计制造商行列铺平了
道路。

从技术到装备全部国产化——

首座百万吨级国产化液化

天然气工厂通过“大考”
本报记者 齐 慧

大学生返乡创业忙

江西省乐安县鳌溪镇东坑村大学生返乡创业青
年陈国珍(前一）正带着几位村民在甘蔗田里砍伐甘
蔗，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陈国珍 2010 年大学毕业
后，应聘到杭州一家企业工作。今年2月份，他放弃
高薪工作，回到家乡东坑村，投资 10 多万元种植 20
多亩甘蔗，还承包了 20 多亩水面养鱼，带动 10 多户
贫困户脱贫。 邹春林摄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全国财经院校创新
创业协作组日前在上海财经大学成立，这个由全国
财经类高校自愿发起组成的非营利性教育行业联合
体将致力于打造财经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资源融合平
台，加快培养创新创业人才，重点推进课程教材建
设、创新创业研究、创业大赛组织开展和创业项目
培育。

全国财经院校创新创业协作组理事长、上海财
经大学校长樊丽明认为，财经院校要建立适合校情
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发挥平台优势。不同于
综合性大学及工科院校，财经院校在学科设置、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上以经济学、管理学见长。因
此，要探寻财经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独有的规律，形
成财经院校双创教育协作组的内在基因。同时，各
高校在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实践平台
等方面均有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如何互通有无、共
享资源，是形成财经院校双创教育协作组的外在
动力。

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的未来发展，专家们认为，
一方面，创新创业教育要和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应
注重课程和教材建设，有关管理、商业的基本知识学
习可以减少创业过程中的失败比率；另一方面，要区
分对不同类别学生的教育，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的目标是创造几个同心圆，既涵盖以培养创业企业
家人才为目标的企业家精神和个性化教育，也应包
括针对应用型、学术型人才的创新创业精神和普及
知识的教育。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实施绿色技改升级——

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提速
本报记者 祝君壁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接京津科技当先——

厚植发展优势 激发内生动力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陈 欣

日前，从河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传出消息，进入2016年以来，该区高
新技术产业运行质量显著提升。今年前
三季度，全区高新技术产业共实现利税
20.9 亿元，利润 16.6 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48%和26%。

为什么能在当今世界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的环境中实现高质量增长？秦皇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胡英杰告诉
记者，这主要得益于抓住了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机遇，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全力推进科学发展智慧平台、科技创新
研发平台、科技成果孵转平台建设，使
高新技术产业出现了高速、健康发展的
好势头。

借智借脑发挥科学引领

一个区域要实现科学发展，规划设
计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战略道路至关
重要。为此，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把
搭建区域智慧发展平台作为立区之本，
在全国开发区中率先建立了院士专家服
务中心，与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经济
调查研究中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院等战略研究及规划
设计机构合作，借智借脑搭建科学发展
智慧平台。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先后在
区内建成 9 个院士工作站和 9 个科技专
家工作站，全面搭建起科学发展的智慧
平台。

通过智慧平台引领，著名经济学家
马洪、樊钢，战略规划研究专家刘延
宁、王伟光等专家学者先后到开发区把
脉问诊，研究战略发展规划。与此同

时，开发区还在3D打印、遥感技术、测
量技术、生物技术、精密加工技术等领
域聘任了10名政府特邀咨询员，为开发
区特色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通过这种荟萃专家智慧的战略研讨
交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规
划更为科学完善，走出了发展捷径，同
时，开发区还与这些战略研究机构拉近
了关系，促进了深度务实合作。比如，
开发区通过与中科院的战略研究合作，
使中科院看到了开发区的发展潜力，引
导其下属院所与开发区开展产业对接。
目前，中科院已有 12 家科研院所的 19
个产业项目被吸引到该区落地生根，形
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中科院产业发展
集群。

联合院所强化科研支撑

要实现区域高效健康发展，强化科
研支撑是重中之重。秦皇岛开发区紧紧
抓住京津产业项目、科技成果、科研院
所等组团式转移规律，全面打造高标
准、特色型、一流化的高精尖科研创新
平台，提升对接京津协同发展的能力和
水平。

近 3 年来，开发区瞄准对接京津高
校、开发区集群式引进等实际，与清华
大学智能装备研究院、天津大学环保研
究院、北京化工大学环渤海生物产业研
究院合作，借助学科联合与带动优势，
打造开放性的科技研发与应用区域创新
中心。截至目前，全区建设的科技创新
平台已超过20个。其中，与中科院建设
了“企业+科学家”“孵化器+科技园

区”相结合的 3 个创新平台；与清华大
学智能装备研究院、机械学院合作创建
了“高压铸造先进成形工艺技术”“铝铸
件压力成形工艺技术”“电阻抗谱检测技
术的第四代 POCT 项目”“阻抗谱技术
为基础的第四代 POCT 仪器”等 4 个创
新研发平台。

此外，开发区与北京化工大学环渤
海生物产业研究院合作开工建设了北化
工秦皇岛生物技术产业园；与天津大学
在秦皇岛建立的环保技术研究院等单位
合作，进行了石墨烯环保材料、脂肪酶
规模化生产、城市内河及海滨水质净化
与保持、挥发有机物 VOCs 污染防治等
多方面研究，为秦皇岛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储备持续动力。秦皇岛领先科技、中
信戴卡等企业通过与这些创新机构的科
研创新合作，产业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成为闻名国内乃至国际的行业
龙头。

搭建平台转化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只有通过实际应用，才能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为此，秦皇岛开发
区注重与京津创新机构和创新团体开展
合作，力求打造全国一流的高新技术产
业孵化和转化平台。

开发区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不仅
在土地利用、引进人才等方面予以大力
支持，同时还安排并争取到70多亿元的
金融扶持，促进全区孵转平台快速发
展。通过大力帮扶，开发区在创新创业
基地内先后引进、建成中关村产业秦皇
岛分园、中国北京 （海淀） 留学人员创

业园秦皇岛分园、北大科技秦皇岛产业
园、中国科学院中科海外人才创业园、
汇龙森留创园等10家园区。

开发区还先后建成了鹏远光电众创
空间、智慧城市众创空间、精匠众创空
间、化育天工众创空间等10多个科技孵
化器，全面推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转
移。由开发区和北京大学合作建设的北
大科技产业园，占地 3000 余亩，总投
资 150 亿元。项目依托北京大学优质的
医疗、科技、教育资源的转化，围绕

“健康医疗、高新科技、创新教育”形成
了三大产业板块，预计将用 5 到 10 年时
间打造成为产值过百亿元的国际型高端
综合产业园区。由开发区与中关村海淀
园共建的秦皇岛分园，从 2014 年 5 月开
业至今，累计引进和建设各类项目 94
项，许多企业已经产值超亿元，产业集
聚效应得到凸显。

以中科院龙头引领建设的北岛博智
科技企业孵化器、漫游世纪 e 谷创想空
间、科泰创新工场等一批众创空间发展
势头良好。目前，众创空间总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入驻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
300家。

通过三大平台建设，秦皇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优质高速
发展。今年 1 至 9 月，开发区高新技术
产业工业总产值 272.7 亿元，销售收入
292.6 亿元，分别占到全区产业比重的
60.6%、62.2%；完成利税和利润分别达
到 20.9 亿元、16.6 亿元，分别占到全区
比重的83.5%、98.9%。这种高质量的产
出效应充分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
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经济发展
的主要源泉。

下图 中关村海淀园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漫游世纪

e谷创想空间深受创业者喜爱。 朱晓松摄

上图 在秦皇岛经济

技术开发区内，康泰医学

通过联手首都科研院所，

搭建创新平台，生产出的

医疗产品深受市场欢迎。

图为康泰医学员工在组装

血氧分析仪。 王勤诣摄

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的有序
推进，如何做好疏解与创新的紧密衔接，
使创新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动
力，成为构建分工合理的京津冀创新发展
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核心任务，“瘦身”做“减法”
的同时，更要做好经济结构优化的“加
法”。“就是要‘腾笼换鸟’‘脱胎换骨’，
着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更
好地服务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北京市
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市京津冀协同办常
务副主任王海臣表示。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11 月，北京新
设 市 场 主 体 22.43 万 户 ， 同 比 减 少
1.67%。其中，从严调控的制造业、农林
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新设市场主体分别
下降 73.27%、34.34%、20.09%；与此同
时，金融、文化、科技服务类新设市场主
体分别增长 22.82%、29.53%、24.1%，

“高精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北京专门制定了高精尖产品目录和企

业技术改造指导目录，引导产业增量发展
高精尖、产业存量实施绿色技改升级。目
前，注册资金500亿元的中国航发总部项

目已落户北京。一批高精尖产品已经走向
市场，比如，京东方发布了全球最薄 64
英寸8K超高清显示及82英寸10K曲面显
示产品，乐视发布无人驾驶超级汽车，东
方百泰抗体新药打破国外垄断。

“加”进来的高精尖如何布局？有序
利用疏解腾退空间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据
了解，目前北京关于非首都功能疏解腾退
空间管理和使用的实施意见正在制定过程
中。王海臣表示，这个实施意见旨在让疏
解腾退空间更多用于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
能，特别为科技创新和发展现代服务业多
留空间，产业用地要多用于建设科技园，
发展高科技产业。

只有为创新创业提供空间载体，才能
把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控增量、疏存量政策
和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
案紧密衔接起来。为此，北京计划将西城
区动物园地区天皓成规划转型升级为创新
综合体、雅宝路已疏解楼宇用于承载文化
创意设计产业和创客空间。海淀区对于疏
解腾退后的中关村地区海龙、鼎好等楼宇
空间实施“主题楼宇塑造计划”，引导和
推动沿线楼宇业态升级，形成一批具有创
新创业特色的主题楼宇。石景山区新首钢

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
作，将高精尖产业的设计研发、高端服务
等价值链高端环节落在首钢园区，形成创
新驱动的承载平台。

与此同时，北京还提出通过创新驱动
促进产业升级及向津冀产业创新资源
外溢。

一方面，培育行业创新载体，推动京
津 冀 区 域 研 发 和 产 业 分 工 合 理 布 局 。
2015 年 4 月，北京联合津冀科技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营管部等单位共同推动成立

“京津冀钢铁行业节能减排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涵盖京津冀钢铁生产企业、节能
减排机构、高校院所及金融机构 70 余家
单位，推动6项节能减排示范工程在津冀
落地，工程投资总额达到 6.7 亿元；为联
盟单位提供近300亿元资金授信额度；发
起成立国内首个钢铁业节能减排创新基
金，规模 10.5 亿元。2016 年 4 月，共建

“京津冀钢铁联盟 （迁安） 协同创新研究
院”，推进迁安钢铁行业节能减排与转型
升级科技示范区建设，促进京津冀钢铁行
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搭建创新资源平台，发挥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全面

推广首都科技平台区域合作站和北京技术
市场服务平台的“一站一台”合作模式，
促进北京科技资源向津冀辐射转化。

目前，北京与河北共建中国国际技术
转移中心河北分中心，推动科技成果在河
北转化应用和示范推广，带动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结合张家口产业需求，共建张
家口创新创业孵化中心，推动京张 22 家
企业与孵化中心签订入驻意向书；共建京
津滨海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将北京的新技
术、新产品在天津基地集中展示发布，推
动京津资源共享，促进北京创新成果在天
津转化应用。

同时，北京实施协同创新工程，提升
京津冀科技创新成果服务民生的能力。开
展京津冀菜篮子保障与科技示范工程；开
展京张地区生物燃气技术装备集成应用科
技示范工程；在河北正定县进行数字媒体
技术平台建设及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

北京市科委京津冀协同创新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平宇栋表示，创新驱动促进区
域产业升级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北
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将进一步强化
与津冀的创新联动，打造产学研结合的产
业创新链条。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

遇，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把搭建区域智慧发展平台作

为立区之本，把强化科技研

创支撑作为重中之重，全力

推进科学发展智慧平台、科

技创新研发平台、高新技术

产业孵化和转化平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