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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毕业企业达800多家，帮助在孵企业累计获得投融资约1.6亿元

上城科创中心全力当好科技“店小二”

凤凰科创
IPO创新中心

世包国际凤凰科创IPO 创新中心位于杭
州钱江新城核心区市民街99 号世包国际中心，
是一个集凤凰智能研究院、时尚产业联盟、众创
空间、孵化器、邻里关系为一体的产业商圈。

项目建筑面积12 万余平方米，按照统一布
局和建设的原则，共建建设省级科技孵化器、省
级创投孵化器、共享办公众创空间、2.5 次元
VR 直播商城、国际组织资源交流中心、独角兽
孵化器、国际企业总部、国际领袖俱乐部。

中心将充分发挥集群式创新的优势，形成产
学研创新集群：包括企业孵化器群、技术研发机
构群、高校科技产业群、教育培训机构群、中介服
务机构群和配套服务机构群。形成集创业苗圃、
孵化器、加速器、VR 商城、IPO 创新中心为一体
的产业格局。凤凰IPO 创新中心提升科技产业
贡献、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引领地方经济快速发
展。欢迎全省科技企业进驻！

合作方式：办公空间出售出租、商铺经营权
出售或联营。

联系电话：0571-87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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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发展委员会成立，将开展学术交流协同创新等系列工作

浙江企业研发机构有了“娘家”

本报讯 近日，杭州联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柴雪挺的办公室里一片欢声笑语。原来是杭
州市上城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带领上城区科技创业
中心助企“服务队”来到他的公司进行企业回访交流。

联众医疗从最初 5 人一间的小办公室起步，成
长为一家“互联网+医疗”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这都得益于科创中心的助力支持。如今的联众
医疗作为浙江省首家省级云医疗数据技术研发中
心，已协助贵州、辽宁、海南等5个省级平台、30多个
地市级影像云平台建设、运营。不久前，他们联合杭
州市余杭区卫生健康局创新打造的“余杭卫生应急
智控平台”正式上线发布。

柴雪挺表示，自己对于科创中心有着很深厚的
感情，十分感谢科创中心前期的孵化工作及孵化“毕
业”后对联众医疗的持续关注。他说，“科创中心给
予了我们房租减免政策，之后又帮助我们申请市级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资助费用，这些事对于创业初期
的联众医疗来说，都是很大的支持。”

上城区科创中心于 2000 年成立，共拥有占地
21000 平方米的孵化场地，可以说是浙江县（市、区）
里最早成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器，同时也是浙江
省首批国家级孵化器。科创中心一直坚持以“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科技型企业家”为宗旨，致力于

“引资引智、创新创业、扶优扶新、育业育人”，为初创
型科技类企业提供政策辅导、金融支持、资源对接等
全方位服务。“我们主要是服务和帮助企业成长和发
展，做好陪跑的科技‘店小二’。”科创中心负责人陈
曦表示。

作为上城区科技局直属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科创中心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帮
助众多企业壮大发展。从这里“毕业”的企业就达
800 多家，累计孵化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1 家、
省级企业研究院2家、省级研发中心6 家、杭州市级

研发中心 12 家、规上企业 8 家。目前，园区内在孵
企业数为 82 家，涉及生物制药、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板块。

科技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为了吸引更多的
人才来上城区科创中心创新创业，科创中心先后举
办了全国双创活动周上城分会场活动、国际人才交
流大会上城分会场、中英创新创业交流座谈会等专
场科技活动，充分利用上城区科技局人才政策，提供

“全生命周期”人才服务，全力打造高端人才创业创
新中心。近年来累计引育高层次人才23人。

科创中心开展精准服务，激发企业创新动能。
以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等作为产业孵化导向，
对符合条件的孵化企业实行三年房租减免政策。同
时，通过成果展示、现场路演、政策服务等形式，全面
展示科创中心创新创业环境；深化与海内外高校合
作，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合作，共同打
造孵化创业、产业金融投资、国际化人才培养等合作
平台；依托科技风险池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和创业投
资机构等金融机构，搭建科技与资本结合的平台，为
孵化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截至目前，企业累计获得
投融资约1.6亿元。 本报记者 王琦琦

近日，排涝机器人“大水牛”亮相在杭州
举办的 2021 国际减灾日浙江应急救援联合
演练现场，其强大排水能力和相对小巧的

“身材”颇受现场观众的关注。
排涝机器人“大水牛”主要应用于城市排

涝救援、小型救火场二次供水，以及地下车
库或涵洞、隧道的救援工作，其每小时排水
可达 600 立方米，可在大型抽水车无法进入
的地道、小巷、车库等狭小复杂地形大显身
手，能够自行驶入水中进行排水作业，从而
实现“牛饮”积水并快速排涝。

浙江省应急产业技术联盟秘书长赵永华
表示，应急救援要与新一代科技相结合，这
次参与演练的救援队最大的特色就是高科
技化，运用特种机器人开展应急救援。 龙巍

排涝排涝““大水牛大水牛””亮相亮相

本报讯 10 月 15 日，在浙江省科技厅的指导
下，浙江省企业创新发展委员会成立大会暨企业
创新体系建设论坛在中电科乌镇基地举行。部分
市县科技管理部门负责人、部分浙江省高新技术
企业协会会员单位，部分重点企业研究院、省级企
业研究院、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新型研发机构
负责人以及省内部分兄弟协会代表共 200 余人出
席大会。

浙江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厉勇，代表省科技厅
对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对今后委员会的建设
提出四点希望：一是要把委员会建成企业研发机构
的娘家；二是要把委员会建成信息交流交互的平台；

三是要把委员会建成机构之间协同创新的典范；四
是要进一步加强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会上，浙江省科技厅高新处处长施冬材对省级
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管理办法修订情况进行了政策
解读。据了解，本次修订将三类省级企业研发机构
管理办法的框架结构一致化，形成一个梯次培育的
整体。明确了定位和任务，以开展企业技术创新，
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修改了认定条件，明确了企业申
报各类企业研发机构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认定程
序等内容；简化了管理程序，将省高新技术企业研
发中心认定，由评审制改为备案制，将省企业研究

院认定，从竞争择优制改为门槛制；加强了评价监
督，明确各类企业研发机构都实行优胜劣汰、动态
调整的评价制度。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综合经济部部长、浙江省高
新技术企业协会理事长蒋泰维要求，委员会成立之
后，要把开展信息分享、组织学术交流、推进经验交
流、推动协同创新这四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引导
企业加强技术创新，不断将研发机构做大做强。

会上，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杰等8
家企业研发机构代表，上台交流了在研发机构建设、
运行、人才激励、创新体系构建等方面的做法与经
验。 本报记者 王增益

全国首批379件专利免费开放许可
预期惠及浙江上万家潜在意向企业，已精准匹配首批6365家企业

本报讯 10月14日，第130届中国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珠江国际贸易论
坛在广东广州开幕。当天下午4时许，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往企业馆巡视
时，走进了瓯海参展企业浙江硕而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区，参观并了解
企业经营状况，观看产品互动演示。

本次广交会通过“线上+线下”组
织，瓯海区共有90家外贸企业参展，
其中线下参展企业达到 30 家，设立
品牌展位共计92个。

在展位现场，李克强总理肯定了
“硕而博”等中小企业为稳出口、稳就业
发挥的重要作用，勉励企业要把握发展
机遇，努力做大做好做强，深化科技创
新，由制造走向智造，并强调将加大对
中小企业的精准帮扶，促进更多专精
特新“小巨人”中小企业成长壮大。

“总理走进我们展位参观时，对
我公司的黑科技产品——太阳能户
外灭蚊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为我们
的创新发展和自主研发点赞。”“硕而
博”总经理李旭宇说，总理的亲切问话
和殷殷嘱托让他们倍受鼓舞，深切感
受到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关心和重视，
在后疫情时代，这极大提振了企业发
展创新的信心和动力。李旭宇表示，
公司将牢记总理的要求和嘱托，坚持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导向，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背景，积极挖潜，强化企业
品牌建设，以更好、更优、更精的品质
肩负起龙头企业应有的担当，将智能
化、便捷化带给全球的消费者。

“硕而博”位于瓯海区高翔工业
区，于2020年成功挂牌新三板。该公
司的户外灭蚊灯、照明灯、应急收音
机等产品系列，先后获得广交会 CF
奖、德国红点奖等多个奖项，获得国
内外专利200多项，出口美国、欧洲、
日本等52个国家与地区。

“硕而博”是瓯海“专精特新”培
育库中的一员，也是近年来瓯海高度
重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的一个

“缩影”。近三年来，瓯海区坚持创新
驱动、市场带动、上下联动、持续推
动，以优化环境和精准服务为保障，
通过强化政策扶持、拓宽服务领域，
摸排、筛选各级别重点企业，分类培
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狠抓
重点企业培育，开展“保姆”式服务，
促进企业做专、做精、做大、做强，梯
度培育中小微企业走“专精特新”发
展之路。截至目前，瓯海区共有工信
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浙江
省“隐形冠军”企业5家，浙江省“隐形
冠军”培育企业7家，企业专精特新培
育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庄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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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8日上午，浙江省专利转化专项计
划推进会暨首批免费开放许可专利发布会在杭州举
行。会上发布了12个浙江省专利转化专项计划重点
支持方向以及41个首批重点项目，并举行了全国首
批379件免费开放许可专利精准匹配推送仪式。

据了解，这批来自14所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379 件专利中发明专利达 266 件，占 70.2%，其中，方
法专利（包括制造加工、作业和使用方法）有170件，
占 63.9%，将为企业产品生产应用专利技术提供有
力支持；单次许可期限一年起步，最长的达五年，便
于企业有充分时间投入专利二次研发和产品试验，
最终形成市场化产品；上述379件专利，均承诺在许
可期限内不收取企业任何许可费用；按专利涉及的
产业划分，专用设备制造业最多，有 149 件，占
39.3%，其次是仪器仪表制造业，共123件，占32.5%；
近五年授权的专利共 337 件，占比 88.9%，体现出较
强的前沿技术动向；专利权人地域分布涉及省内 9
个地市。上述专利预期惠及潜在意向企业上万家。

免费开放许可专利探索形成了高校院所专利转
化的新路径，让“沉睡专利”活跃在生产第一线，让中
小微企业充分共享创新成果，是知识产权助力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模式创新和机制创
新。如浙江大学将 74 件专利（含实用新型）实施免
费开放许可，分别涉及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
等领域。免费开放许可期限到期后，根据具体情况，
原免费许可受让方可申请继续免费许可，并享有优
先有偿受让权；浙江理工大学择优遴选50件具有市
场应用价值的发明专利，作为第一批免费开放许可
专利。开放范围包括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专利涵盖纺织、材料、机械、信息、建工、物理、生科、
艺术设计八个领域。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述免费开放许可专利清单已
在“浙江知识产权在线”上公布，省内企业均可以登录
查看并直接联系。同时，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专
利精准匹配系统，已匹配成功了首批6365家企业。

专利开放许可是指专利权人通过专利管理部门

发出要约，潜在被许可方一旦接受要约，即可实施其
专利技术的一种许可形式。开放许可制度旨在以开
放使用扩大专利技术共享范围，降低专利技术交易
成本，以专利许可推动价值实现最大化。

今年3月，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推出专利转
化专项计划，决定利用三年时间，择优奖补一批促进
专利技术转移转化、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该计划要求主动对接中小企业技术
需求，进一步畅通技术要素流转渠道，推动专利技术
转化实施，唤醒未充分实施的“沉睡专利”。6月，浙
江省市场监管局（省知识产权局）联合省财政厅制定
了《浙江省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助力中小微企业
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旨在通过
数字赋能、制度重塑，保障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安
全，助力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从而促进中小微企业
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提升。8月，浙江省市场监管
局发布征集通知，在全国率先对“免费开放许可”制
度进行探索。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市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