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科学家峰会】2019年10月29日科技金融时报
责任编辑:李伟民 版式设计:张梅英 电话:0571-28978941 E-mail:kjjrsbwm@vip.163.comA8

创新中国产业园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未来发

展“两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向

前推进，我们将着力把“产业园”打造为集信息软件、电

子商务、物联网、生物医药、健康服务、新能源、节能环

保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研设计院所、科技创新载

体、科技金融等高新服务业企业于一体的现代示范园

区。我们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下城区科学技术局
0571-85820615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东新分园

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坐拥杭州中央商务区，位于商业发达的和
平会展中心东300米，交通便利，距地铁口仅150米。这里是创新创业的集聚
地，这里是人才荟萃区，这里是杭州政策高地！欢迎合作，欢迎加盟，多谢关注，
推介有奖。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集品科创分园

联系人：沈先生 电话 13958026342

园区概况

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暨智谷创新广场
地处下城区善贤路4号，已规划地铁五号线，
BRT快速公交换乘中心，交通便利。总面积
27368平方米，共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园区定位

以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大学生创业基地
为重点。为产业化企业、大学生创业、初创期的
小微科技企业的孵化培育、服务式小型办公室等
提供多种办公创业空间。

园区配套

公共服务大厅（含总台服务、洽谈区、小型
会议室、大型多功能会议室、休闲吧、咖啡吧等）、
内部食堂、健身活动中心、桌球娱乐室、顶楼足球
场等。提供企业注册代办（大创免费代办）及财
务委托管理，免费参加区组织的创业实训及一对
一团队辅导等多种服务。旨在打造服务式创新
广场，企业家们的创业俱乐部。

招商热线

钟先生18105711266 0571-56920112

社址:杭州市天目山路97号科贸大楼五楼 邮编:310007 广告热线:0571-87076903 发行热线:0571-28978927 广告经营许可证:浙工商广字01002号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唐银益高级律师 印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零售价:2.00元 本报职业道德举报电话：0571－28978936

10月26日下午，世界青年科学家（温州）峰会“党
政领导与科学家高端对话”在温州市人民大会堂举行。

这是一场政府出题、专家解题的跨界研讨——
峰会前数月，9支院士专家团队围绕浙江和温州改革
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结合所在专业领域选择课
题。两院院士、一流高校学科带头人亲自带队一线
调研，撰写报告，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是一台智慧碰撞、精准建言的学术盛宴——
金力、顾朝林、瞿佳、李德群、杨小牛、潘德炉、潘云
鹤、陈文华、穆荣平等 9 位“学术大牛”领衔的团队先
后发言，分别展示温州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温州模式
3.0、温州眼视光产业发展、温州电器产业转型升级、

“两区”建设背景下温州民企转型、浙江海洋经济创
新发展、温州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温州时尚产业高质
量发展、温州创新型城市发展等九大课题调研成果。

这是一次着眼未来、精诚合作的亲密牵手——
活动现场，温州市政府与中国化工学会、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
复合材料学会5家国家级学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进
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能级。

温州市市长姚高员与 9 支院士专家团队面对面
对话交流，聆听专业领域意见建议，并向各位院士专
家及其团队成员表示感谢。他表示，温州将认真梳
理、深入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将其作为温州创新实
践的重要指南，推动各领域工作思路和举措再完善、
再深化，真正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温州高质量发
展的实际成效。

金力院士团队——
做大做强温州生命健康产业

基于温州市产业的优势、短板和关键因素，提出
要做大做强温州市生命健康产业的对策建议：要完善
顶层设计，提升生命健康产业园能级；营造最佳创新创
业环境，打造全球范围高知名度、强影响力的产业交流
平台；促进“政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强化要素资源支
持；激发民企主体活力，打造生命健康产业国际化创新

生态系统和创新创业载体资源体系；架构最完善的产
业资本体系和最全面的人才招引培训体系。

顾朝林教授团队——
温州应该优先考虑再工业化

温州未来发展应优先考虑再工业化和集中集聚
空间发展，即“温州模式 3.0”。再工业化策略包括突
破血缘和地缘经济纽带发展现代化市场经济，突破
个体与合伙企业制度加快上市企业 IPO，突破土地资
源供给约束建设第四代生态产业园区，突破营商环
境的约束大力推进招商引资鼓励温商回归。

集中发展策略包括集中发展温州都市区，增加瓯
江口平原和浙南工业用地投放，提升地区和零部件“规
模经济效益”，按照“一主两副七组团”重组产业区。

瞿佳教授团队——
借力中国眼谷，打造眼视光产业链集聚

眼视光产业是全球性的，但它在温州发展有着独
特的优势。一是温州医科大学的眼视光系统，二是温州
建立了“中国眼谷”，三是温州在眼镜产业上有悠久的历
史积淀，四是市委市政府在这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

针对温州眼视光产业转型发展的建议：积极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承接外溢产业资源，政产学研资
协同，推动成果转化落地，借力眼谷“赋能”作用，打
造眼视光产业链集聚，改善人才环境，吸引高端人才
集聚温州，加强专项政策扶持，抵消区位能级劣势。

李德群院士团队——
电气产业要融合新一代信息及制造技术

温州已形成了由一群高度关联的生产企业群体、
供应商群体、销售商群体和其他相关产业以及行业协
会构成的现代电气产业集群。随着新一代通讯技术、
网络技术、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已
有的产业集聚优势的基础上，要融合5G通信、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超精密加工、激光加工、
3D打印、再制造、先进材料等先进制造技术，促进新一

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入融合，重塑设计、
制造、服务等产品全周期的各环节及其集成，催生电气
产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

杨小牛院士团队——
推进新一代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

温州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营经济创新史，一部
民营企业家成长史。“两区”建设是温州加快高质量
发展的主载体，把“两区”建设作为再造新优势、再聚
新动能、再创新业绩的关键举措，树立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新标杆。一是进一步谋划创建温州联合创
新研究院；二是进一步优化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的
创建路径；三是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
制创新；四是进一步推进新一代数字技术改造传统
制造业。

潘德炉院士团队——
要让民营经济下“智慧海洋”

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构建智慧海洋、发展海洋
经济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温州发展海
洋经济目标很明确，要让民营经济“下海”，让民营经济
加入到海洋经济中来；促进海洋生态经济的发展，要打
造海上花园；在智慧海洋方面要加强陆海统筹，通过智
慧海洋的工作支撑温州海洋经济的智慧发展和特色发
展；政府要支持民营企业“下海”，没有政府的支持，民
营企业即使有资金也不敢“下海”。

潘云鹤院士团队——
走出一条温州特色的智能化城市发展道路

温州新型智慧城市发展要加强以城市智能化与
经济智能化双轮驱动为核心的顶层设计；通过城市
数据智能中枢建设打通城市治理与民生服务诸多应
用系统，实现城市大数据驱动下城市运行智能化升
级；通过智慧城市产业生态建设，大力培育人工智能
产业，并推动与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
区域产业经济的智能化发展，走出一条具有温州特
色的新型智能化城市发展路径。

陈文华教授团队——
温州时尚产业需要多重赋能

温州应重点发展时尚服装服饰业、时尚鞋革制
造业和时尚眼镜制造业，鼓励发展时尚创意设计服
务业、时尚家居及休闲用品业、时尚文化体育用品业
和时尚消费电子。并通过数字赋能改造升级，引领
智慧链；创新引领高端转型，提升价值链；开放深化
区域合作，重构产业链；平台支撑集聚集约，完善生
态链；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优化服务链。

穆荣平研究员团队——
温州近期应紧抓“321”项目任务

创新型城市发展是温州新历史阶段提升都市能
级、温州模式2.0版的应由之路。针对温州产业层次
低、企业规模小、创新能力弱，高端科创平台载体少、
人才缺乏等痛点问题，结合机遇挑战、优势劣势分
析，建议要面向2035年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产
业创新发展、加强社会领域创新、改善生态环境条件
四方面进行较长期的总体布局，同时应突出重点，在
近期应抓“321”项目任务：夯实基础，引入 3（1+1+1）
个高端科创主体/设施，包括 1 个一流高校分校/研究
生院、1个顶级院所、1个大科学装置；聚焦重点，构建
2（1+1）个新型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创新服务平台，包
括组建 1 个新型科创成果转移转化/产业孵化平台，
即温州产业创新实验室，构建 1 个创新服务网络，即
温州商业与创新服务网络；面向产业，试点打造 1 个
未来（国际化）人才社区。 本报记者 徐慧敏

10月26日下午，一场涵盖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等行业的人才项目高端对接活动在温州市人民
大会堂举行。60多位海内外院士专家携近50个优质
项目参会，与温州及省内企业代表进行面对面交流。

活动包括圆桌对话、项目推介、自由对接等环
节，其中圆桌对话由法国国家药学院董事会成员、前
院长让·洛普·帕里尔等 7 位海外院士围绕各自研究
领域的最新情况开展交流，并对中国的行业发展现
状给予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在高端项目推介环节，则由澳大利亚工程院院
士、美国硅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玛万·雅布日等 7

位院士专家作具体项目推介，其中2个还是诺贝尔奖
获得者的项目，如纳米等离子光学芯片赋能现代免
疫诊疗项目，就是由 2018 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获
得者、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本庶佑负责主要研发
的。该项目主要应用于蛋白免疫检测和抗体药物筛
选领域，实现大幅度超越传统技术性能和适用范围，
帮助提高药物研发和基础免疫治疗机制研究效率。
在自由对接环节，企业代表们根据自己企业发展实
际情况和需求，直接找到相关院士专家，开展进一步
的交流商谈等事宜。

“能有机会在家门口接触到国际前沿高端的信息

技术项目，让我们非常有触动。”采访中，不少企业家表
示，这样的项目对接活动，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互
动，即使不能更快地找到匹配的项目，但是能参加这样
一场活动也为企业将来的发展开阔了眼界。

“这次对接活动我看下来几个人工智能项目是
我比较感兴趣的，互联网时代下，人工智能是大势所
趋，”浙江米迦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财告
诉记者，温州很多民营企业有资金，但是缺少好的项
目，此次高端人才对接会搭建了一个很好的项目平
台，让很多企业能找到自己对口的项目、专家。

本报记者 徐慧敏

10 月 27 日，首届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投融资对接会在温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
举行。40多个高精尖创业项目现场路演，涵盖数字经
济、智能装备、生命健康、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新
材料等领域，吸引了联想创投、海尔创投等近百家国
内主流创投机构到场。

“温州有很好的电气产业基础，我们的项目是全
球同领域内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好的防水阻氧多功
能复合膜，能为客户的电子产品提供一揽子的防护解
决方案,能更好地帮助温州电气产业升级改造。”eS⁃
hield®（e盾）新型高性能阻水阻氧膜材料项目负责人
苏建华表示，他是第一次来温州，温州给他的感受是
这座城市很美、很有活力，政府服务意识很强，特别是
一器一园一基金的做法很创新、很务实，后续会作进
一步沟通，希望能达成合作落地温州。

据承办方负责人介绍，此次对接会已经与12个高
层次创新创业项目达成了在温州落地的意向，投资意
向金额超 2 亿元，下一步将对接推动有关青科基金投
资和入驻青科孵化器、青科产业园事宜。

通讯员 夏金燕 本报记者 徐慧敏

塑编塑包产业是平阳县五大百亿产业之一，三大
主导产业之一。10 月 26～27 日，2019 世界青年科学
家（温州）峰会系列活动——平阳塑编塑包产业技术
对接会暨第二届中国塑包纺织产业高峰论坛在平阳
举行，论坛以“青智共创·编织未来”为主题。

会上，平阳县政府与中国化工学会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同时成立了平阳县塑编塑包产业改造提升战
略咨询委员会。中国化工学会向萧江镇授予“中国塑
包纺织产业峰会永久举办地”牌匾。

萧江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萧江镇将努力打造
中国塑编塑包行业创新发展的标杆，将萧江打造成省
级时尚包装特色小镇。

今后，平阳县将积极引导企业开发多元化、高新
化、绿色化和环保化产品，不断完善产业链，力争到
2020 年，塑编塑包产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80
亿元，成为全国知名、生产规模最大的塑编塑包产业
总部。 本报记者 付曦地

10 月 26 日，2019 世界青年科学家（温州）峰会分
会场—永嘉泵阀产业高峰论坛在永嘉举行，来自四海
八方的各路英才齐聚一堂，围绕永嘉泵阀产业技术对
接活动，共话先进技术，共谋创新发展，旨在引领永嘉
泵阀产业创新升级。

论坛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设备设计制造
与运行维护工程专家陈学东作了“提升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推进工业强基工程”的主旨报告。他认为，产业
共性技术研究不够、科技经济融合不足、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不足是我国产业基础薄弱的主要原因。他提
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
的产业链、建立共性技术平台、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
匠精神等一系列具体建议。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
导黄陆军，上海交通大学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
验室研究员、博导吕维洁，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博导郦剑等分别从泵阀发展趋势、材料应
用、科技工艺、国家政策、产业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演
讲。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 邵建新 汪学斌

瓦莱丽·拜科夫是乌克兰科学院院士、乌克兰教育院院士，研究方向是物联网“智能家居”系统、智能
系统创建、数据计算设备建模与分析等。10月27日，他来到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与500多名师生分享了他
对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方面的研究。

报告现场除了热情的温职院师生外，还吸引了一些社会人士慕名而来。温职院2002届校友陈燕听闻
青科会期间有院士到母校，专程带上初中的儿子来到现场听讲。她说：“孩子特别喜欢科学，今天带孩子
来听讲座，是想让他通过亲身实践和感受，将书本上的知识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 姜瑜

“党政领导与科学家高端对话”聚焦温州高质量发展——

9支院士专家团队为温州“两区”建设支招

诺奖得主领衔“知本”对接温州资本

12个高端项目将落地开花

萧江“编织”塑编未来

永嘉泵阀强基再造

乌克兰院士现身温职院乌克兰院士现身温职院

10月26日下午，2019年视界·眼科创新国际论坛暨
中国眼谷·创新创业全球挑战赛决赛在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举行。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以青光眼的
研究进展、全球眼科创新的趋势展望、医疗器械行业的创
新发展趋势等内容开展主题报告，畅谈全球眼科的发展
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探讨尖端技术及产业前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教授徐亮认为，
创业创新搭建起好的平台至关重要，中国眼谷的打造
是一个契机，期待下一步做优创新服务，构建创新生
态。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刘谦坦言，在创业的道路上，眼
科人也需逐步转变观念、拉动资本、钻研技术。分享投
资合伙人谢开则认为，目前视光产业仍然是一片“蓝
海”，创业者要找准市场的切入点，符合新型医疗、品质
消费的医疗服务升级趋势。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大赛的优胜项目不仅可获得
直接奖励，更可优先获推加入全国眼视光联盟、入驻中
国眼谷众创空间。同时，该赛事已明确每年定期在温
州举办，并以温州为永久会址。“中国眼谷”——温州眼
视光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将着力打造眼健康领域的

“硅谷”。目前，“中国眼谷”已签约与注册合作项目25
个，有17家公司注册落地。 本报记者 徐慧敏

中国眼谷路演令人大开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