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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对科技类企业和

园区鼓励扶持政策的红利正在逐步释

放，科技类园区的发展得以提速。然而

快速发展的背后，科技成果的自由转化

又成了掣肘因素。1月5日，中国技术

交易所（以下简称“中技所”）与武汉未

来科技城携手开展战略合作，影响科技

成果转化的掣肘有望打破。

共创自由创新区

两强联手，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

花，能否有效推进以市场化方式解决

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引起高度关注。

作为中组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确定

的全国四家未来科技城之一，武汉未

来科技城位于武汉东南部东湖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内，是东湖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内规划的功能完备的卫星

城。在这个占地达66.8平方公里的纵

深腹地里，目前正在全力打造世界级

科技创新中心、高端人才聚集区和新

兴产业高地。

中国技术交易所是国务院批准成

立的国家级科技成果转化机构。

据了解，本次双方战略合作的重

要内容包括：共建技术交易新机制、合

作筹建华中科技孵化投资基金、推动

国内外知名技术转移、创投孵化机构

落地武汉等。

双方在战略合作框架下形成的系

列合作，将推动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

心建设，打造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科技

与金融对接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为

行业发展打造积极的示范效应。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双方的协议

内容中了解到，双方将加快建立流程

化、规范化、市场化的技术公开交易机

制。其中包括，推动在汉高校出台政

策，引导高校通过技术公开交易机制、

科研院所借助中技所“国有科技成果公

开挂牌交易系统”及“国有科技成果交

易信息公示系统”，进行科技成果的确

权、定价、交易及信息公示。真正将武

汉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地区转型升

级的发展优势，共同服务东湖高新区及

未来科技城“自由创新区”建设。

市场化交易

“此次合作将成为武汉国有科技

成果转化公开交易的一次变革性探

索。”中技所总裁郭书贵认为，未来可

能带动高校科技成果公开交易机制在

华中地区乃至全国各个区域的推行。

一头是中技所运筹市场的能力，

另一头是科技城有强大的“干货”提供

能力。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为各市场主

体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撑力量。”武汉未

来科技城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华

奋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科技城已经形成诸多的发展

要素，不仅是海内外高科技人才资源

的自由流动，还有技术成果的自由转

化。与中技所合作，就是要将园区内

的企业和技术成果在中技所挂牌，真

正实现科技成果市场化交易。

有报告显示，高新技术产业已经

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

占国民经济比重达12%，为国家现代

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家政策支

持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目前还存在

很多的掣肘因素。

其中人才的自由流动、国家扶持

政策的落地、科技成果的定价、确权等

问题比较明显。

陈华奋表示，海外人才回国后绿

卡方面一直没有推进政策，海归人员

创业也没有外资和中资企业方面的转

换方案。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原来通过

相关部门对科技成果评估定价，但现

在将科技成果转化下放到地方院校，

高校在推进过程中涉及估价、确权、责

任问题，所以进程缓慢、效率较低。

“国家在创新平台方面的投入也

略显不足，支持创新的财政、税收方面

的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

细化和落实，鼓励支持企业、社会团体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等。”陈华奋补充

道，解决科技成果自由化转换、科技成

果估值难的最好方式，就是市场化交

易。中技所将在武汉未来科技城设立

机构，当地研究所及园区的高科技成

果都可以在中技所挂牌交易，这是我

们创建自由创新区重要的一环。

资源跟进性配套

在高端人才聚集方面，武汉未来

科技城正在先行先试。

据介绍，未来科技城的定位就是

聚集高科技、科研类、科技创新产业，

聚集海内外高端科技研发人才。项目

覆盖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能源环

保、现代装备制造和高科技农业五大

主导产业领域。

为吸引优秀人才，未来科技城为

园区人才提供解决落户、医疗、子女入

学等诸多保障，并且为优秀项目和人

才设立了专项基金，最高金额上亿

元。在办公楼租用方面会有较大补

贴，针对不同的项目分级，例如“千人

计划”最高可享受1000平方米的精装

配套办公场地。

据了解，目前华为技术、台湾联发

科、德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电子动

力电池研究院、武汉未来科技研究院

等项目已入驻园区。

此外，业内人士指出，很多科技园

区在做整个园区设计时，没考虑将会

进驻什么企业，入驻的企业对建筑结

构有没有特殊的要求，也不会考虑到

科技园区背后运营的因素，比如管道

井、电源、停车位等。

对此，陈华奋表示，在土地政策方

面，国家没有细分土地的分类。现在，

大多在工业用地方面有较多政策，但

是科研类用地没有高度重视，应该给

予科研类用地更多优惠。另一方面，

科技研发型企业在办公楼的需求方

面，应区别于普通商业楼。因为科研

类的企业最初是没有利润的，对其应

该区别于普通商业企业的用电、用水，

不应该按照商业类收费标准去执行。

借市场跳板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崔敏

（上接第十三版）

促成产城融合

对于新区来说，在其建设过程中产城如何融合，一直

备受关注。在这一方面，看看新进阶为“国家级新区”的

滇中新区。

滇中新区在探索产城融合时，基本思路是与地方经

济形成互补。

早在一年前，由云南省下发的《关于建立滇中产业新

区管理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被认为是滇中

产业新区建设历程中的又一块里程碑。意见中关于产城

融合的思路，使得滇中新区的未来蓝图变成了一个更具

体、更有力的期待。

按照《意见》规划，2016 年滇中产业新区建设将迎来

“大变化”。也就是说，占地4400 多平方公里的滇中产业

新区，2016 年将开始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

新区内的产城融合模式，由此也初具雏形。

实际上，在刚刚过去的 2015 年，随着一批重大建设

项目建成投产，新区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新区得以晋

级就是很好的证明。

“不仅仅是滇中新区强调产城融合，其他园区对产城

融合也高度重视。”赵弘说，产业化、城镇化以及二者的

互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专家说，从发展实践来看，如果产业化超前于城镇

化，会因城镇配套设施缺乏，出现住房短缺、交通拥挤、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反之，则会由于城镇化缺

乏必要的产业支撑，出现产业空心化、就业不足、收入差

距扩大和经济萧条等问题。由此说，一旦新区建设很好

地解决了产城融合问题，其对地方经济的提振就有很大

的意义。

以滇中新区为例，该新区未来的发展，就要把周边多

个县区揉在一起，实现一种行政区划的重新布局，以此

加强区域内联系。比如其规划区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

是由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全面管理，另一部分则由新区

党工委、管委会逐步对条件成熟的实行统一规划、统一

产业布局和统一招商政策的“三统一”管理。具体开发

建设工作，则由属地政府负责。

显然，在新的管理体制下，原先的行政区划被打破，

产业新区所辖区域内的内部联系将变得更加紧密，相互

流通更加便捷，有利于形成一个共同的市场，有利于培

植新的发展动力。

新区整合
势成经济发展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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