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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创新驱动发展理念、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服务全国科
创中心建设层面，中关村科技园区
与中国技术交易所（以下简称“中
技所”）正在探索创新发展模式，共
同开启科创服务2.0时代。

构建创新型、专业
化、特色化的科技服务
体系

8月8日，在2018科技创新论
坛暨中技所科创服务中心启动仪
式上，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
表示，中技所自成立以来，在成果
转化交易、网络平台搭建、高端人
才培养、企业转型升级、区域创新
合作等方面积极探索并取得了较
好成绩，已经成为我国优质的科技
创新服务机构之一，今后拟通过国
家技术交易网络平台建设、科技成
果直通车等，继续支持中技所汇聚
优质科创资源，更好地服务北京科

创中心和创新型国家建设。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

任侯云表示，构建创新型、专业化、
特色化的科技服务体系，是科创中
心建设的有力支撑和重要保障。
中关村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需
要聚集更多像中技所这样的专业
服务机构，发挥更加有力的支撑作
用、桥梁作用、推动作用。

打造高精尖成果转
化孵化器

中技所科创服务中心的揭牌
也意味着中关村科技园区注入了
更强的引擎动力，将立足中关村，
辐射全国的科技技术企业的科创
服务。中技所总裁郭书贵分别同
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服务机构代表，
签署了服务北京“三城一区”建设
战略合作协议。

北京建设全国科创中心，一个
重要的目标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整
合创新资源。为加强国内和国际

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目前，中技
所在全国建立了60多个地方工作
站，业务覆盖20多个省市，同时与
全球340多个国际技术转移机构、
10多个国家的知名科研机构，形
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中技所作为国家级的科技服
务机构，自成立以来，积极探索技
术交易的新模式、新机制，在全国
率先推出专利拍卖活动，实现了技
术与市场的“零距离”对接，系统构
建了专利价值评价体系，制定了国
有科技成果挂牌与公示交易规则，
创建了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转化
全流程服务平台——技E网，从

“京校十条”“京科九条”到新修订
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均吸纳
了中技所在市场化运营中的创新
探索和实践成果。

围绕各类创新主体的需求，中
技所形成了“菜单式+定制化”的4
大类19项服务产品，包括技术交
易服务、项目孵化服务、研究咨询
服务、论坛会展和招商服务等，服
务能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截至2017年，中技所累计成交技
术交易与成果转化项目近2万项，
成交金额超过2000亿元。

在推动国有科技成果进场交
易方面，自2015年中技所国有科
技成果挂牌交易系统和成交信息
公示系统上线以来，累计完成交易
项目2300余项，成交金额近7亿
元。

为更好地服务北京建设全国
科创中心，中技所集合北交所集团
的优势资源，努力打造中技所科创
服务中心，搭建起“一网、五库、一
平台，两站、四服、N活动”的核心
构架。其中，“一网”是指在全球范
围内聚集各类创新资源的市场服
务网络；“五库”包括项目库、专家
库、投资人库、科技条件资源库、媒
体资源库；“一平台”是指基于“技
E网”搭建的国家级技术交易网络
平台；“两站”是指地方与中技所互
为工作站；“四服”包括技术交易、
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研究咨询等
四类“菜单式+定制化”服务；“N活
动”是指项目路演、成果展示、科技

招商、科技论坛等一系列线下对接
服务活动。中技所科创服务中心
通过向各地输出专家人才、科技项
目、研发能力、科技金融等创新资
源，提供专业化服务，不断提升北
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辐射带动
能力。

中技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技
所科创服务中心将努力打造成国
内外创新资源汇聚地、枢纽型科技
服务综合体、高精尖成果转化孵化
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器。

据了解，目前，在加快启动北
京“三城一区”科创服务中心的同
时，中技所在河北固安、安徽亳州、
江西赣江新区、陕西西安等地的科
创服务中心已陆续开始运营，正逐
步形成聚焦北京“三城一区”建设、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全国重
点区域转型升级的创新服务体系
和全球化创新资源网络。

科技兴城，绵阳科技城正在
用自己所创造的 GDP 来证明这
一点，并且，绵阳科技城正在多
点发力，要趟出一条军民深度融
合发展的路子。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朱
家德介绍说，近年来，科技城积极
服务国家战略，聚焦国防建设和
经济建设统筹发展，大力推进科
技创新和军民融合发展，在体制
机制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产
业发展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

同时，7月30日在北京举行
的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新闻
发布会宣布，由科技部和四川省
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绵阳）
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将于今
年 9 月 6 日在绵阳举办，绵阳科
技城将再次全面展示科技带来
的变革和创新，以及科技兴城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

多点发力 深度融合
数据显示，2017 年，科技城

GDP达到1477亿元、增长9.9%，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5%，科
技创新综合水平指数 70.6%，科
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8%，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
7%，位居全国地级城市前列。从
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绵阳科技城
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其牢牢抓住
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
遇，从推动创新改革、加快国防
军工重大项目实施、增强创新发
展动能、促进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及扩大对外开放合作不断深化
五方面着手，协同推进科技城创
新能力及深度融合发展。

朱家德介绍说，今年在川推
广实施的 21 条全面创新改革经
验成果，绵阳贡献7条，其中，军
民融合领域创新经验均由绵阳
贡献。现在，绵阳市已建成国内
首个电子信息军民融合创新实
验室、首家军民两用技术再研发
中心。在国内率先成立军民两
用技术交易中心，两年来实现技
术合同成交额近 20 亿元。建成
四川军民融合大型科学仪器共
享平台，整合百余家单位4100余
台套高端检测仪器，服务用户数
超过 1100 家。2017 年军民融合

企业总数达 321 家，军民融合企
业产值突破1530亿元，占工业总
产值比重超过50%，绵阳军工科
技资源“富矿”正加速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

立足于国家国防军工重镇的
产业基础，绵阳市全力推动国防
科研院所发展，全力保障服务国
防重点科研项目建设。“现在亚
洲唯一的高空模拟试车台已在
科技城建成并开展试验，燃气轮
机燃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批
建设，我们正着力打造规模世界
第二的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先
进航空发动机自主创新研制能
力不断提升。”朱家德介绍说。
同时，长虹集团、九洲集团等一
批军工电子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空管、北斗导航应用领域走在全
国前列，科技城国防军工重镇地
位进一步巩固。

朱家德认为，随着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深入开展，绵阳科技城
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步伐也在加
快。以军民深度融合为中心，绵
阳科技城推动了优势产业转型
升级再上台阶，抓好了电子信
息、汽车、装备制造、新材料、节

能环保等六大特色优势产业提
升能级。2018 年上半年科技城
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分别达 55.6%、37.9%，继续保持
全省领跑优势。与此同时，绵阳
市5平方公里启动区基本建成，
30 平方公里核心区主体框架加
快形成，总投资 465 亿元的京东
方柔性生产线、453 亿元的汉能
移动能源、202 亿元的威马新能
源汽车等重点产业项目落地建
设，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

构建多层次对外开
放格局

绵阳科技城全面融入“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
战略，加快申建综合保税区，积
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
放格局。

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川视察时指出，绵阳是我国重
要的国防军工和科研生产基地，
建设绵阳科技城是四川承担的
国家改革试点任务之一，要趟出

一条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子。
绵阳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元方

表示，下一步，绵阳将通过创新
军民融合机制、保障国防项目建
设、强化科技协同创新、壮大军
民融合产业集群、促进军民融合
重点单位跨越发展。绵阳市将
引导在绵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深
度参与军民融合发展，支持推动
58 所加快推进转制改企和国有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设立
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异地查
询点，健全军民融合发展人才、
财税、金融、知识产权、产业发展
等政策。

对于产业发展规划，元方表
示，绵阳将优先发展军民融合制
造业，持续提升电子信息、空管、
北斗导航、信息安全等军工领域
竞争力。“通过深化改革、简政放
权、优化服务等举措，绵阳市将
积极争创‘中国制造 2025’国家
级示范区，把科技城集中发展区
作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主战场，
建设国家级军民融合高技术产
业园。”元方表示，绵阳将加快建
设现代产业强市，打造西部地区
发展的增长极。

绵阳科技城：趟出一条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梅文

中技所：打造高精尖成果转化孵化器
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