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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印发推进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

到2025年，科创基金总规模超万亿元
成果转化收益将成为科研人员群体创新致富重要途径

本报讯 推动技术要素配置依据市场机制实现
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到 2025年，企业R&D经
费投入、R&D人员数、研发机构、实施的科技项目、
申请和授权的专利占全社会的比重等指标持续保持
80%以上；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获得的科技成果
转化收益年均增长 20%以上，成为科研人员群体创
新致富的重要途径；全省科技人才总量力争达到480
万人，各类科技创新基金总规模达到万亿元以上；全
省技术交易总额达到2200亿元，科技服务业营业收
入占规上服务业比重达 61%。这是近日印发的《浙
江省推进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确定
的目标。

《方案》明确了六方面重点任务：探索“揭榜挂
帅”，建立企业主导技术创新机制；打造“浙江拍”，探
索技术要素价格发现机制；建立挂牌制度，强化技术
要素共享使用机制；推进技术入股，完善技术要素市
场评价机制；改革激励机制，构建科研人员价值实现
机制；对接创投资本，健全技术要素市场定价机制。

《方案》提出，要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引领、应用为
导向，多元化支持的项目立项组织机制，推动企业等
技术需求方深度参与项目凝练、设计和研发实施全
过程。建立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攻关机制，探索

“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形式，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
新联合体。发挥重大创新平台作用，推动重大关键
技术转移扩散。

针对健全技术要素市场体系，《方案》提出，构建
“浙江拍”线上平台，发挥交易平台对确权、确价、确内
容等市场发现作用，加快开发基于专有云的浙江网上
技术市场平台，推进全流程电子化技术交易。加快建
设与网上技术市场功能互补的线下实体技术市场，加
强与长三角等区域重要技术交易节点的互联互通。

为实现技术与资本等要素更加融通，《方案》提
出，推动职务科技成果“应挂尽挂”，并将科技成果挂
牌数量、转化成效等因素与高校院所获得的政府创
新资源挂钩。建立健全科技成果信息汇交工作机
制，推动各级科技计划、科技奖励成果信息统一发布

到网上技术市场，促进汇交、开放、共享和利用。
同时，强化财政资金对技术要素的引导作用，发

挥各类政府性基金的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早、
投小。支持金融机构探索“浙科贷”“人才贷”等创新
业务，支持地方和社会各界举办各类创新创业大赛，
集聚整合各类资源支持创新创业。

此外，技术要素价值实现更加高效也是本次《方
案》的主要目标。《方案》提出，要扩大职务成果赋权
改革试点范围，支持科研机构建立完善职务科技成
果赋权制度、工作流程和决策机制，开展职务科技成
果单列管理试点。支持科研人员面向企业开展技术
服务，建立科技人才市场化评价机制。

《方案》还鼓励高校、科研院所通过研发合作、技
术转让、技术许可、作价投资等多种形式，实现科技
成果市场价值。鼓励科研人员兼职或领办、创办科
技型企业。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通过设立流动岗位
等方式，吸引企业人才兼职从事技术转移工作。

本报记者 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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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共富路·大家谈

温州市瓯海区，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先行地和民营经济的
重要发祥地，坐拥浙南唯一一
座大学城，集聚了 9 所高等院
校，是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和
浙南史上首个“国家创新人才
培养示范基地”，去年还荣获
了目前全省科技创新工作的最
高荣誉——全省首届“科技创
新鼎”。

纵观这些年，瓯海精准发
力打好科技创新发展组合拳，
坚定不移走出了科技创新“华
山一条路”。我们深入实施人才
和创新首位战略，成立并实体
化运作科技强区建设领导小
组、区人才和科技咨询专家委
员会，建立了“科技部门牵头
抓总、20 多个部门高效协同”
的科技工作机制，举全区之力
抓创新、促发展，全面形成了

“高峰凸显、高原崛起”的创新
发展态势，推动瓯海在全省的
科技影响力持续扩大、快速攀
升。

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
“抓人才就是抓未来”理念，重
点做好“平台引才”文章，奋
力打造涵盖浙南、辐射闽北赣
东的区域创新人才蓄水池。一
方面，我们以超常规举措提升
人才引领优势、创新策源优
势、产业创新优势和创新生态
优势，依托“国家创新人才培
养示范基地”“国家招才引智基
地”的人才平台，全面释放人
才虹吸效应。另一方面，我们
将高能级科创平台作为引才聚
才的关键法宝，深入实施高能
级平台量质双提升行动，坚持

“三大思维”打造高能级科创平
台，不断提升平台的引领支撑
力。一是以“腾笼换鸟”的思
维腾退了旧工业区 25 万平方
米，改建成温州市国家大学科
技园。二是以“借梯登高”的
思维积极与各大高校形成合
作，先后落地浙大、华科大、
上大温州研究院等，成为全市
高校研究院的集聚高地。三是
以“瞄准塔尖”的思维携手李校堃等院士，围绕
生命健康产业细分领域打造创新平台。

面向“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瓯海将进一步
坚定“全市科创主阵地”的使命担当，坚持把科
技创新作为“一号工程”，深入实施“高能级主平
台领航、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创新主体固本强
基、科技创新人才蓄水、技术攻坚赋能产业、一
流创新生态培育、科技合作内外循环、品质生活
科技赋能、科技治理能力提升”等九大工程，迭
代构建“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要素深度
联动生态体系，努力在全面落实“双碳”政策和

“科创中国”战略中抢抓机遇、赢得先机，真正让
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先行标杆的“最大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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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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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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首个算力小镇亮相

近日，随着全国首个算力小镇在杭州临平
新城投入使用，将有力助推城市在未来数字经
济、数字化创新转型与发展。

算力小镇将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
信息等前沿科技，以产学研一体的算力研究院
与超算企业为抓手，努力打造长三角算力应用
端枢纽中心和全球一流的算力产业创新区。

龙巍

在位于杭州市桐庐县百江镇的罗溪农庭农场猕
猴桃种植基地里，农户龚水金看着一棵棵修剪整齐
的猕猴桃树欣喜不已。但就在一年前，这里却是截
然不同的一番景象……

“果园本来差点毁掉了，溃疡病这种毁灭性的细
菌性病害，让果园在 5年时间里亏了 50多万元。”龚
水金向记者述说着果园这一年来发生的令人惊喜的
变化：“杭州市农科院的科技特派员刘辉老师让果园

‘起死回生’了，今年的果子又大又甜，全卖光了，明
年估计产量还能翻倍。”

自2019年成为百江镇科技特派员以来，刘辉每
个月都会从杭州驱车来到这里，为当地农户开展技
术指导、科技咨询、科普宣传，解决农户在农产品种
植、加工、质量安全等方面的难题。

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科技力量的加持。在桐
庐，像刘辉这样的科技特派员，还有很多。近年来，
桐庐县深入落实科技特派员制度，深化特派员管理
与服务机制创新，在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促
进农民创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取得明显

成效。

蓝莓提前十天上市
刘辉的到来，给很多农户带来了新的希望。走访

中，刘辉了解到罗溪农庭农场种植猕猴桃面积较大，基
地地势较低易积水，且管理粗放、产量不高、品质不好
等现状后，当即便让基地老板缩减种植面积，保留地势
较高地方精品管理种植，多次现场指导猕猴桃关键节
点的整形修剪，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

在位于百江镇的黛高乐家庭农场的蓝莓大棚
里，看不到一点儿泥土，蓝莓都是种在盆栽里，干净、
整洁，这是杭州市农科院引进研发的最新栽培技术
——蓝莓基质栽培。

刘辉告诉记者，蓝莓基质栽培是将蓝莓的根系
固定在有机或无机的基质中，通过滴灌或细流灌溉
的方法，供给其水分和营养，使其生长良好的一种最
新的先进栽培模式。

黛高乐家庭农场负责人高国忠告诉记者，“刘辉
刚来指导的时候，要求我们把蓝莓树‘剃光头’，修剪

得这么厉害，让我老婆一下子难以接受，我们两夫妻
还因此大吵了一架。”

高国忠所说的“剃光头”，是刘辉带领高国忠实
施的杭州市级科技特派员项目“蓝莓大棚促成栽培
技术研究与示范”。通过“大棚+基质栽培+水肥一体
化”等促成优质栽培技术的应用，高国忠的蓝莓可以
提前十天上市，这让高国忠的心里非常踏实。“早一
天上市，‘身价’就能翻一番，经济效益非常明显。”

蓝莓露天栽培亩产在800~1000斤，在使用促生
栽培加基质栽培之后，现在产量在 1200斤左右，提
高了 20%多，仅产量方面的经济效益就提高了 30%
以上。

“做农业科研，真正的用武之地在农村，技术经
验应用到生产一线才有意义。”刘辉告诉记者，科技
特派员制度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渠道，让产学研联系
更密切、更直接。他认为，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首
先要有一颗为农服务的初心，成为农民信赖的致富
之友。同时也要掌握过硬的本领，真正懂得农民之
所急，解农民之所难。

科技金融推动鄞州“双创”发力

1元财政投入撬动风险保障420元

本报讯 近日，人保财险宁波市鄞州中心支公
司收到50.5万元的财政补助，这是对该公司发放“风
险池基金”贷款担保费的补助。

包括人保公司在内，此次补助单位共有32家单
位，不仅有保险公司的贷款担保费补助、银行“风险
池基金”贷款贴息，还有科技保险保费补助等。

随着区域经济转型升级，鄞州区高新技术企业
达 506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592家，市级科技型
中小企业3233家，不少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对科技信贷服务需求强烈，解决资金压力迫在眉睫。
为此，鄞州设立了“科技信贷风险池”，强化了科

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2021年，该区对符
合条件的科技贷款，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 20%给
予补助；对注册在鄞州区内的担保公司承保专利质
押贷款，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0%给予补助。

去年前 11个月，当地 6家银行实际“风险池基
金”贷款授信额度为5.59亿元，授信企业193家。

同时，为切实分散高企的创新创业风险、市场开
发开拓风险以及各类意外事故等风险，该区持续开展
科技保险工作。2021年，人保财险等为全区27家高
新技术企业提供了33.23亿元的风险保障，为企业高
管人员和关键研发人员提供意外险保障1.76亿元。

对此，鄞州区算了一笔账，全年为科技金融提供
的银行贷款和保险的风险保障有40.58亿元，而区财
政投入的两批科技金融奖励资金只有965.96万元，相
当于区财政每投入1元钱，撬动了风险保障420.1元。

在培育科创企业集群、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征途
中，鄞州将推进科技与金融的紧密结合摆在重要位
置，积极促进科技金融在平台搭建、业务拓展、靶向输
血等方面的作为，着力打造迎合科技创新需求的现代
金融服务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大马力。

像鄞州经济开发区的一家泵业企业，在人保财
险的担保下，不仅获得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贷款，拓
展了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且，还获得财政2.52万元的
保费补助。 张文胜 杨露怡

为 有 金 融 活 水 来

引进新项目199个 推广新品种221个

桐庐擦亮科技特派员“金名片”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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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金融服务这样干


