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王宝聪 版式设计：查益文 电话：0571-28978916 E-mail:wbc888@126.com

【要闻】A2 2018年12月28日科技金融时报

本报讯 12月25～26日，浙江省科技厅国际合作
处与衢州市科技局、柯城区政府共同举办国际合作服
务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发展衢州专场活动，加快国际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和资源共享。

在前期充分征集当地11家单位28个需求基础上，
省科技厅国际合作处会同日本埼玉工业大学、浙江大
学、省农科院、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赛智伯乐投资公司、
杭州奇力孵化器公司的18位专家代表深入走访衢州市
和柯城区民营科技企业、科技园区，并就下一步合作方
向和模式与当地22家乡镇、园区和企业开展座谈交流

和对接洽谈。如针对与鲟龙水产食品科技公司合作，
日本琦玉工业大学副校长巨东英表示可以针对鲟鱼提
取物开发化妆品和保健品等帮助联系日本企业进行对
接，省农科院食品所副所长陈黎洪表示可以会同企业
与俄罗斯科学院食品研究中心就鲟鱼系列产品深度开
发开展合作，浙江工商大学海洋食品研究院副院长金
仁耀提出可以从开发鱼子酱、鱼片干、鱼松、鱼豆腐等
开展全方位合作。

创新资源先天不足却一直是柯城产业升级转型和
发展的掣肘。柯城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姚礼敏表示，希

望柯城区企业争取能够在产业创新上布局全球，与国
际性平台开展更多的合作，加大海外专家的引进力度，
为企业自身提供更高端服务的同时带动柯城区本土人
才队伍的培育，使柯城企业获得高质量发展。

活动座谈会上，有关专家分别围绕国内外创新资
源介绍、创新产品产业知识产权发展模式、高新技术产
业研究产业化等发表主旨发言。活动期间，国内外专
家还实地考察了衢州鲟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浙江歌瑞新材料有限公司、柯城创客孵化园等科技
创新基地。 本报记者 徐璐璐 通讯员 姜庆诗 孙红

国际合作服务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活动在衢州举行

加快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本报讯 如何加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助
力“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打造民营经济创新创业新
高地？12月25日，温州高新区（龙湾区）加快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暨“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

‘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高峰论坛在浙南云谷举办。
与会专家和领导们为龙湾区加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建言献策、传经送宝。

论坛上，科技部火炬中心原副主任，盛景网联合
伙人、首席战略顾问杨跃承，以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模
式、小米生态圈为例，指出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对一
个地区一个企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他还结合
温州高新区实际，提出倡导新研发、提升区域创新能
力、培育高质量创新企业、努力打造双创升级版、提供

场景发展数字经济、发展产业互联网打造产业共同
体、提升资本能力、加强开放创新、协同创新等建议，
用创新生态治理体系去应对时代变革。

温州高新区如何发展？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研究中心首批特聘专家于新东建议，温州高新区应
借国务院批复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这股东风，
充分激发民间活力，推动服务创新型企业、服务创新
市场、服务创新氛围等方面的制度建设，真正推动民
营经济发展。

浙江省国防科技工业协会执行副秘书长程瑞华
则认为，军民融合产业大有可为，尤其是武器装备科
研生产体系是军民融合的重点。国家、浙江省都出台
了许多政策意见，体制建设也不断完善，军民融合发

展在浙江省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政策支持和市场环
境，市场需求也已在快速增长。他建议温州高新区应
顺应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把握军民融合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政策机遇，发挥自身民营经济的优势，
加快推进军民融合产业跨越发展。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合伙人、副总监徐苏
涛，从温州模式的过去、现在、将来三个维度对温州模
式的发展作了深入剖析。他说：“在现行新规律、新要
求下，温州要积极探索民营体制机制创新新模式，推
动一区五园协同发展，培育新型产业集群，通过优化
产业创新发展生态，打造爆发成长企业梯队，推动民
营经济‘二次腾飞’。”

通讯员 林晓苏 本报记者 徐慧敏

专家学者献计温州国家自创区和“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

发挥民营优势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本报讯 运用成熟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不仅可以
实时查看车辆状况、一键在线报修，还能在无人值守
的状态下，自动发出车辆异常震动报警，多维度为车
主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国产摩托车品牌春风动力
最新推出国内首款全时全维度的摩友安全出行社区
服务 App——CFMOTO，以其人车互动、24 小时智
能服务、摩范圈社区等新颖强大的功能，让摩托车爱
好者直呼进入了车联网时代。

怎样才能搭上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快车，在移
动社交时代疾步前行？这方面，CFMOTO做了很好
的示范：积极拥抱大数据、互联网，给摩托车插上互
联网翅膀，正是其创新之处和成功之道。CFMOTO
的车联网系统以解决无忧出行为先导，通过大数据

服务平台的建设和24小时风控系统及应急机制的搭
建，从位置服务、数据服务、及时通讯和人工智能四
大方面为用户安全出行创造价值。

除了有互联网的技术，还得有互联网的“气
质”。在CFMOTO APP里的摩范圈社区，车主可以
创建自己的车队，邀约三五知己来一次组队骑行；可
以完成行车挑战，用出色的骑行技术碾压圈里的小
伙伴，占据他们排行榜的封面；也可以翻阅历史骑行
轨迹，看看那些年征服过的名川大山；随时随地发布
帖子，与圈友一起分享摩旅中的趣事乐闻。这些对
那些喜欢分享、习惯“圈层”表达的年轻消费者，无疑
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骑行，原本可以变得更强大。CFMOTO App

以消费者熟悉的方式建立与用户的深度连接，让
摩托车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赋予其温度，以适
应互联网的服务链接实现“人车互联”“人车互
动”。

业内人士评价，让车行驶过程中能更快速更安
全，让人在骑行过程中更舒心更愉悦，CFMOTO
App展示出了强大的功能和生命力，有望助推并引领
摩托车行业进入车联网时代。据悉，CFMOTO App
上线一个月即激活用户 16800 人，记录最高里程
4600km，发帖 6000 余篇，用户以实际行动给予其充
分肯定和呼应，也给有志于创新的摩托车行业打了
一剂“强心剂”。

本报记者 孙常云

给摩托骑行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本报讯 12月26日，浙江省“一带一路”国际物流联
盟在杭州成立，旨在加大对“义新欧”中欧班列的品牌宣
传，在货源组织、增设集货点、统计监测等方面进行积极
的尝试和探索。

截至今年11月，浙江省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项目
总额为223.74亿美元。今年1～11月，“义新欧”班列往
返开行294列，发运23184个标箱，先后开通9个方向运
行线路，沿线设立4个公司、5个物流分拨中心，辐射欧亚
大陆35个国家和地区。

据悉，联盟由浙江省国际货代物流协会、浙江省物流
与采购协会、宁波市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义乌市国际货代
物流协会共同发起。首批成员单位87家，以浙江省外贸
企业、国际货代物流企业、船公司、港口、机场、铁路等“一
带一路”贸易与物流服务供应商为主。此外，上海、江苏、
新疆、西安等地也有企业报名加入。

联盟成立后，将于近期开展摸底调研，针对“义新欧”
品牌运营提出合理化意见和政策建议。如在省内条件成
熟地区探索开设班列集货点试点工作；建设浙江“一带一
路”国际物流统计监测运行体系，实施、高效掌握班列货
运情况，填补业务统计空白；搭建交流平台，促进联盟成
员之间的信息沟通、经验交流和业务合作。

据介绍，联盟将通过整合浙江外贸货源与浙江相关
物流企业资源，做大做强“义新欧”品牌，提升浙江国际运
输体系，为“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撑和保证。

本报记者 王航飞 通讯员 葛卓媛

浙江成立国际物流联盟

本报讯 船舶在海上航行中产生的尾气，会产
生一定的空气污染，同时对于海洋生态环境也有一
定的负面影响。近日，浙江海洋大学一个名为船舶

“暖宝宝”的学生创新团队研发了一种设备，可以将
船舶航行过程中尾气产生的余热进行收集，然后再
循环利用，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2016 年 9 月，船舶“暖宝宝”研究团队队员王奕
霖、吕洄、张媛成皓在“浙海科”2号船上进行考察，在
海上进行科考实习过程中，他们发现船舶上对于尾

气存在大量的资源浪费，尾气的热量一直末有效利
用，同时船上的液氮冷冻设备，经常需要加热保压来
清除分馏塔和制冷机冷凝器中的水分、二氧化碳及
其碳氢化合物和灰尘等。

在该团队经过查询大量资料、收集数据，并进行
试验和团队中的不断探讨，他们研发了一个船舶尾
气余热利用的液氮冷冻装置加温系统，利用板板换
热的技术，将废气中30％的低品位废热重新利用。

这一极具创新意识的项目，不仅停留在实验室，

也很快得到了市场的反馈。据悉，船舶“暖宝宝”团
队已经与舟山市宏基工业产品设计研究所进行了对
接，对该项目按照产业化的需求深度升级改造，目前
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该创新团队负责人表示，这个项目的应用前景
极为广泛，特别是伴随着北极航线的开通，如何为船
体保温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技术指标，而船舶“暖宝
宝”项目的诞生为化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解决方案。 胡皓琼 林上军

船舶“暖宝宝”让尾气变废为宝
废气中30%的低品位废热将被重新利用

本报讯 12 月 26 日，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
与工程研究所杭州湾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杭州湾新区
举行。

杭州湾研究院是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打通“从材料研究到产业应用工程化”技术
链的重要工程化平台，它的建设将成为中国科学院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强化创新驱动、推进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更是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
研究所对接浙江省大湾区发展战略、助力宁波“六争
攻坚、三年攀高”行动的有力举措。其主要功能定位

为突破关键技术，形成工程化研发能力，输出产业化
技术，就地实现技术转移，引领相关产业发展。根据

“技术工程化、人才国际化、产业属地化”的发展思
路，打通“新材料研究-工程化关键技术-示范应用-
产业化商品化（转移转化）”，打造科研成果转化技术
链条和价值链的新典范。

据了解，此次揭牌的杭州湾研究院由市、区、所
三方共建，通过搭建科研到产业化的桥梁，提升技术
成熟度；加速关键技术与系统集成，建设集工程化验
证与示范、全球成果集聚与熟化提升、公共技术服务
为一体的多功能平台，推进系统性成果产出，吸引全

球成果，推进成果熟化，持续输出成果，催生新产业
新企业，支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初步规划用地300
余亩，首期 5 年总投入 15 亿元。围绕宁波打造汽车
制造、新材料等国际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目标，着力打
造先进海洋功能防护材料、聚合物先进加工技术、生
物基化学品和新材料、高性能碳纤维及树脂复合材
料、高性能永磁电机系统制造与测试、高性能锂电池
关键材料与技术等 8～10 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程
化重点研发方向，加强工程化研发能力建设，输出产
业化技术，为地方产业创新发展提供科技成果的稳
定供给。 本报记者 付曦地

打通从材料研究到产业应用工程化技术链

宁波材料所杭州湾研究院揭牌

在温州乐清湾畔的沙港头村，4个村民合伙
在占地仅一亩的养殖区域里，建起1.5万套养殖
螃蟹的“单身公寓”。

“蟹公寓”采用室内海水循环的人工养殖螃
蟹系统，是根据螃蟹的生物习性模拟出人工洞
穴，把螃蟹放进盒子里养殖。这批“蟹公寓”配备
完整的排污系统，蓄水池、高速砂缸、紫外线杀菌
器、温控设备、水泵等设施一应俱全。一亩地里
有1.5万个小盒子，每个小盒子一只螃蟹，养殖的
螃蟹人工投食，单独饲喂，没有泥土味，品相较
好，存活率能达到90%以上。

图为近日养殖户查看“蟹公寓”里螃蟹生长
情况。 蔡宽元 摄

螃蟹住进“单身公寓”

本报讯 笔者日前从浙江自贸区管委会获悉，继舟
山波音 737 完工和交付中心项目交付首架飞机之后，浙
江省首单飞机保税租赁业务顺利落地浙江自贸区。这意
味着浙江自贸区乃至整个浙江省“保税+租赁”飞机融资
租赁模式实现了零的突破。目前首架飞机已交由国航重
庆分公司投入运营。本次租赁项目从着手启动到交付仅
用时两个月，创造了飞机租赁的舟山速度。

飞机租赁作为航空制造、航空运输与金融业之间的
桥梁，同时位居航空产业和融资租赁产业的顶端，被称为
融资租赁产业皇冠上的明珠。在国外，多数航空公司超
过 80%的飞机是通过融资租赁引进，我国发展飞机融资
租赁产业近10年，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财税等政策文件
支持并鼓励飞机融资租赁产业的发展。目前，国内飞机
租赁主要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实现，约占全国总业务量
的90%。

为实现舟山飞机租赁业务成功落地，浙江自贸区相
关部门、普陀区政府积极研究并争取省市财税政策；普陀
区政府专门成立项目组加强同国航、波音公司与工银租
赁等企业的对接沟通；航空产业园用时19个月完成波音
飞机项目建成并投产；舟山港综合保税区建立起了专业
的服务团队，全程提供飞机租赁项目公司办理企业注册
的相关手续和飞机通关服务，合力推进项目快速落地。

林上军 黄波

浙江首单飞机保税租赁业务落地

本报讯 今年下半年以来，杭州市临安区科技局开展
了“高举党建引领旗，科技青年探访改革开放四十年临安
科技创新路”活动。截至目前，已组织科技青年探访了临
安奥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恒机械有限公司等两
家国家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5月的活动启动仪式上，临安区
科技局就邀请了临安奥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有
耕，为局青年干部和各孵化器、众创空间的创业青年上
课，分享他的个人创业经历和奥星公司的发展经验。

活动中，科技青年进一步了解了奥星电子从两把榔
头起家，3000 元资金办厂，经历 45 年时间将小铝壳做成
全球行业第一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了解到天恒机械用
62 年时间成为专业生产和销售千斤顶、摩托车升降台、
吊机、支架等汽车维修和起重系列产品，年生产能力超过
450万台，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

此次活动通过对老一辈企业家、科技战线工作者等
人物的访谈，呈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临安区科技创
新的巨大变化，让广大科技青年重温临安科技创新发展
的历程，进一步激励他们建功新时代。 本报记者 甘玲

临安科技青年探访科技创新路

本报讯 12 月 8 日上午，浙江省市县长重点工程项
目——青田起步科技创新园区举行开工仪式，这是丽水
市首个企业科创园开工，标志着青田县的科技创新创业
平台建设迈向新台阶。

起步科创园项目，由青田起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
额投资,位于青田油竹，占地面积约 300 亩，经过前期的
项目攻坚，已顺利完成一期土地交付及一期、二期具体
划分。同时，科创园区块招商引资工作同步展开，项目
依托上海主板上市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起步股份
有限公司影响力，吸引了起步公司上下游产品生产企业
入驻起步科创园，目前已成功引进 7家鞋服科技企业和
7.2 亿元高新投资额。起步科创园将围绕鞋服制造业、
儿童用品产业及其关联行业，积极引进海内外高层次科
技人才与项目，开展科技企业孵化与加速成长，促进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园区规划建设鞋服产业创新服务综
合体，集聚全县各类创新资源，打造鞋业研发、鞋业设
计、检验测试、人才与培训、科技公共服务、品牌营销中
心、国际合作、大数据云服务、产业金融服务等九个中
心，为青田县鞋服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全链条、全方
位、多层次的创新服务，并结合园区科技项目孵化器、科
技加速器的发展定位，搭建“侨乡众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未来3～5年内科创
园产值预计达到100亿元，税收10亿元。 陈海毅

丽水首个企业科创园开工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科技厅发文公布了 2018 年省
农业科技企业和省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备案名单，其中省
级农业科技企业全省认定123家。丽水市上榜48家，遂
昌县共 6 家企业获批，分别是遂昌甜蜜园蜂业专业合作
社、剑光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遂昌县龙峰茶业有
限公司、遂昌县华昊特产有限公司、浙江剑光酒业有限公
司、遂昌县浙农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省农业科技企业和省农业科技研发中心申报认定是
省科技厅下放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也是遂昌县科技局
开展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项目，全程实现网上申报认
定。此次，遂昌县6家省级农业科技型企业的获批，将进
一步带动全县农业科技创新，助推乡村振兴。 严国金

遂昌新增6家省农业科技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